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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在贵州茅台2024年度股东大会正式

开始前，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德芹在谈到年轻化趋势时，向大家分享了一个小故

事。有年轻人向他表示，并不是反对喝白酒，而是不

喜欢酒桌文化，不喜欢吹捧和恭维的氛围。

此言一出，引发一众网友“追评”，有网友说，“年

轻人整顿了职场，也出手整顿了饭桌、酒桌文化”，还

有网友抛出了“年轻人不喜欢，老腊肉也不喜欢”的观

点。

那么，年轻人及“老腊肉”们喜欢的是什么？

从消费习惯、饮酒场景和饮酒理念转变的角度

看，轻松、低负担、情绪驱动的饮酒方式将是长期趋

势。酒类饮品及潮饮系列酒品，从29度五粮液的呼之

欲出，到9度“浪”气泡酒的上市厮杀，指向“年轻赛道”

的酒类饮品，硝烟四起。 A5

特别推荐
Headline

A2

主题酒庄
助力果酒“长红”
果酒文化普及和消费习惯培养
还处在起步阶段，可以把酒庄作
为突破口，培育打造更为多元化
和深层次的场景，让消费者更好
感受果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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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消费者
一个喝葡萄酒的理由
葡萄酒这么多年的下降，是因为
我们整个行业及行业内大多数
主体企业，距离消费者太远了！
没有抓住消费者的心，消费者就
要离我们而去。

白酒千元价位还要不要守？
当下之困实为转型之机，酒企亟需摆脱对价格红利的依赖，转而深耕品牌内涵与消费体验，完
成从“企业思维”向“消费者思维”的战略转向，构建起以真实市场需求为核心的发展范式。

本报记者 张瑜宸 发自北京

近期，#白酒三巨头集体失守千元线#的话题登

上百度热搜，引发行业震动。

据调查，一些原本官方定价千元以上的高端白

酒产品，实际成交价已普遍回落至700元-950元区

间。这一现象不仅撼动了行业长期构筑的高端价格

体系，更将白酒产业推入深度调整的十字路口。

“千元价格带是否应该坚守？从酒企的主观意

愿来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追求高端化、实现品牌

溢价是每个企业的天然诉求。但市场规律告诉我

们，价格带的坚守与否并非取决于企业的主观意志，

而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任何美好愿景，最终

都脱离不了现实的检验。”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顾

问、原副总经理吴佩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价格

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不仅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更

是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价格策略的调整往往牵一

发而动全身，所以，企业是固守千元价位，还是顺应

市场趋势主动求变，最终的选择取决于企业对自身

定位及市场环境的综合选择和判断力。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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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不喜欢酒桌文
化的年轻人“喝好”？
酒业可以借鉴饮品行业的实操经验，在场景
式、话题式营销中提高年轻群体对品牌的认知
度、参与度。

本报记者 苗倩 发自北京

重拳整治“内卷”，酒业或将大洗牌？
综合来看，整治“内卷”短期可能加剧阵痛，但长期看，是酒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转型的契机。

本报评论员 张瑜宸

最近，国家发改委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

争，引发了全行业的高度关注。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当

前，中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一些行业出现结构性问题，

一些企业陷入“内卷式”竞争，大打价格战、制假售

假、以次充好，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扰乱了公平

竞争秩序，必须加以整治。

对酒业来说，“内卷式”竞争同样存在。

近年来，酒类行业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

态势。头部企业依托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完善

的渠道网络，持续巩固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而数

量众多的中小酒企则被迫陷入同质化竞争的泥

潭，普遍采取包装模仿、低价促销甚至虚假宣传等

短期行为，来争夺有限的市场空间。这种分化现

象在多个细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线上销售渠道，“99元6瓶”的葡萄酒、“9.9

元一瓶”的白酒等低价产品仍然大行其道，不仅严

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定价体系，更在无形中透支

了消费者对整个产业的信任基础。而跟风式的产

能扩张问题同样令人担忧：酱香型白酒热潮过后，

大量资本涌入，企业盲目扩大产能，导致行业出现

明显的产能过剩；并且精酿啤酒市场兴起后，各类

“茶啤”“果啤”产品蜂拥而至，却因缺乏真正的差

异化特色，而陷入同质化低价竞争的恶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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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理性的竞争态势正在对酒业造成深层

次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

配和效率损失，大量资本和产能被消耗在低效重

复的领域；另一方面，这种恶性竞争模式正不断削

弱行业的创新动能，一些企业将宝贵的经营资源

持续投入同质化价格战的泥潭，而非用于提升产

品品质、优化酿造工艺或培育品牌价值等更具战

略意义的领域，这种短视行为，极可能使整个行业

陷入“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

因此，酒业“内卷式”竞争的系统性整治显得

尤为必要且迫切。这不仅关乎当前市场秩序的规

范，更将对酒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一，加速行业深度洗牌。市场将自然淘汰

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中小酒企，同时倒逼所有企业

从低端价格战转向高价值品质竞争，推动产业整

体升级；

其二，促进竞争维度全面升级。过往依赖广

告投放和渠道压货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将彻底失

效，取而代之的是需要企业构建“品牌价值+文化

内涵+技术创新”三位一体的新型竞争壁垒；

其三，优化全产业链协同效率。行业将逐步

减少包装过度化、基酒囤积等资源浪费现象，转向

精细化供应链管理。更具创新性的酒旅融合、沉

浸式体验等新型商业模式，有望成为驱动行业增

长的新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需避

免“一刀切”。

酒业具有消费分层特性，在规范低端乱象的

同时，应保护中小企业的特色化创新。监管重点

应是建立质量追溯、生态环保等长效机制，而非简

单地限制竞争。未来，酒业可能形成“金字塔”结

构：顶部是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头部品牌，中部是区

域特色酒企，底部则是满足大众消费的标准化产

品，各层级形成差异化竞争。

综合来看，整治“内卷”短期可能加剧阵痛，但

长期看，是酒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转型的契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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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槟秘境——巴黎
后花园的微醺慢旅
近年来，全球葡萄酒旅游市场年
均增长率超过15%，而香槟区
作为欧洲最具标志性的产区之
一，正通过创新体验与基础设施
升级，抢占这一新兴市场的先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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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一种“生活方
式”叫“酱香”？
当一瓶茅台酒成为连接文化认
同、社会责任和全球对话的媒介
时，它承载的已不仅是酒精的度
数，更是一个民族品牌与时代同
行的温度与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