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冯孔

企业层面上，贵州茅台的“老大”地位不容

动摇，虽面临着“渠道肃整”“去国酒称号”等一

系列烦心事，但股价轻松突破 1000 元，顺利完

成 1000 亿元销售额目标，2019 年，茅台经历

了企业历史上影响最广、力度最大的治理与调

整，在健全完善现代企业治理上，迈出了极为

重要的一步。

五粮液在 2019年喜事不断，五粮液机场通

航，2019年，五粮液集团实现稳中有进的新发

展，集团销售收入历史性跨越千亿台阶已成定

局。12月 18日，在四川宜宾举行的“第三届中

国国际名酒文化节·五粮液第二十三届 1218共

商共建共享大会”上，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曙光分享了最新的发展成绩单。

洋河 2019 年似乎进入了减速带，10 月

底，洋河股份三季报显示，1 月-9 月实现营业

收入 210.98 亿元，同比增长 0.63%;净利润同

比增长 1.53%至 71.46 亿元 ; 扣非净利润为

65.47 亿元，同比微增 0.13%。

泸州老窖雄心勃勃，一心以重回前三为发

展目标，将 2019 年定位为“搏命年”。国窖

1573 单品破 100 亿元，成功跻身百亿大单品。

汾酒在下一步大旗：整体上市。12 月 11
日，山西汾酒的一纸公告，宣告汾酒集团董事

长李秋喜时隔 5 年重新接任山西汾酒董事长

职务。有业内人士认为，上述举动应是李秋喜

“军令状”圆满收官的信号。

不同于白酒行业的轰轰烈烈，葡萄酒产业

面临转型压力。2019 年“双降”已成定局，但也

并非没有亮点，张裕的海外并购如火如荼，国

际化布局再次提速。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水平及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逐渐提升，消费升级趋势越演越烈，消

费者对于啤酒的口感及包装等因素愈加重视，

原先口感寡淡、包装粗糙的低端啤酒已经难以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在消费升级大背景

下，啤酒行业产品结构开始升级。

茅台五粮液营收双双破千亿元、白酒消费

税税率拟维持不变、二八效应持续显现、第八

代经典五粮液正式发布、名酒价格纷纷上涨、

茅台市值突破 1.5 万亿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李

秋喜再任汾酒股份公司董事长、葡萄酒市场

“双降”成定局、百威亚太香港上市成功、洋河

减速、酒鬼酒甜蜜素疑云(备用)。2019 年，中国

酒行业发生了许多大事，产业洗牌加速，2019
年即将过去，我们一起盘点 2019 年酒行业大

事记(排名不分先后)。
01.茅台五粮液营收双双破千亿元

2019年 12月 16 日，2019 年茅台酱香酒全

国经销商联谊会举行，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保芳宣布，茅台今年的销售总量是 1003亿。

“以目前情况，茅台实现‘千亿’已无悬念，我今天

告诉大家，茅台今年的销售总量是 1003亿，我们

将顺利摘下这颗桃子，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

划目标。”李保芳说道。伴随着李保芳的“官宣”，

国内酒业史上首家千亿级企业正式诞生。

茅台旗下的酱香酒系列也有不俗的表现。

在 16日会议上，茅台集团透露，2019年，茅台酱

香系列酒将实现营收 102 亿元，同比增长 13%，

系列酒在茅台集团的占比已经超过 10%。

几乎同一时间，五粮液集团也宣布营收破

1000 亿元。2019 年 12 月 18 日，五粮液第二十

三届 1218 共商共建共享大会在四川宜宾举

行。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曙光

会上宣布，2019 年五粮液集团实现了稳中有

进的新发展，集团销售收入历史性跨越千亿台

阶已成定局。其中，五粮液股份公司前三季度

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增长领先同行业，预计

全年销售收入将突破 500 亿元，连续三年，每

年跨越百亿台阶。

营收突破千亿，意味着五粮液集团“二次

创业”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提前一年实现企

业“十三五”发展目标，并成为中国白酒行业率

先跻身千亿俱乐部的酒业集团。

五粮液、茅台双双实现千亿目标，共同开

创了中国白酒千亿新时代，这是中国白酒行业

里程碑性的事件，充分表明中国白酒结构性繁

荣长周期的延续，产业发展继续向优势品牌、

优势企业、优势产区集中的趋势更加明显。

02.白酒消费税税率拟维持不变
2019 年 12 月 3 日，财务部公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延续了消费税

基本制度框架，保持了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

平总体不变。对于市场关心的白酒税率并未调

整，白酒仍然延续之前在生产(进口)环节征税

的政策，税率为 20%加 0.5 元/500 克(或者 500
毫升)，也没有提及后移征收改革试点时间表。

据了解，目前酒类行业的消费税基本在生

产环节征收。白酒按照出厂不含增值税价格的

12%征收从价税(20%法定税率，按照 60%比例

征收)，1000 元/吨从量税。目前绝大部分白酒

上市公司实际消费税率为 12%，啤酒则按照

220 元-250 元/吨征收。由此来看，征求意见稿

中各酒类消费税率维持不变。

03.酿酒产业二八效应持续显现
2019 年 4 月 24 日，中国酒业协会第五届

理事会第九次 (扩大) 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举

行。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在会上指出，

目前酿酒产业“二八定律”凸显，高端酒市场被

相对垄断。“二八定律”在白酒产业、啤酒产业

和葡萄酒产业中表现都很明显，所以企业在转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一定要明确自身的定

位，才能制定综合的发展规划方针和运行的方

式方法，才能跟上现在高质量发展的这趟车。

2017 年中国白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为 1593 个;2018 年规模以上白酒数量为 1445
家，比上一年减少 148 家;2019 年 1 到 4 月份

最新数据显示，规模上企业进一步减少到

1176 家，与 2018 同期相比减少了 274家，亏损

企业数量进一步扩大。

酒协数据显示，在 800 元以上的高端酒市

场，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和洋河梦之蓝牢牢

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特别是茅台、五粮

液两大白酒领军企业占据了 80%至 90%的细

分市场份额。啤酒品类市场向优质企业倾斜和

靠拢的趋势同样明显，啤酒五大集团占据了整

个啤酒行业销售收入总额的 83.7%。在葡萄酒

行业，张裕葡萄酒凭借 10 个亿的销售业绩占

据了近 1/3 的市场份额。

在“二八定律”持续扩大的趋势下，企业应

该认真研究自己的定位，找寻到适合企业发展

的综合发展规划和运行方式方法，只有这样才

能高质量发展。

04.第八代经典五粮液正式发布
2019 年 3 月 18 日，在五粮液品牌经销商

营销工作会上，五粮液集团正式发布了第八代

经典五粮液产品，并宣布将实施一系列品牌提

升和营销改革策略。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曙光说五粮液将通过实施一系列

既有利于当前、又奠基长远的重大改革措施，

不断提升品牌价值，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五粮液第一代经典产品诞生于 1909 年，

此后的 110 年中，五粮液共推出 7 代产品。目

前市面流通的第七代经典五粮液 2003 年问

世，至今已走过 16 个年头。2019年 5月，第七

代五粮液将停止投放，成为绝版。

在整体保持第七代经典设计风格的同时，

第八代经典五粮液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对品质、包装、防伪进行了三重升级。在品

质方面，不惜代价管控原料，不惜成本坚守传

统工艺，凸显五粮液独特风格。在包装方面，细

节更优化，瓶体通透、大气，更有质感，开启便

利。在防伪方面，由瓶盖、盒、箱多码关联构成

智能码管理系统，实现产品生产、物流、仓储、

销售各个环节的全过程溯源，更加全面、系统。

据了解，2019 年经典五粮液的整体配额为

15000吨。截至目前，第七代经典五粮液已完成

整体配额的 56%，收藏版则仅占整体配额的

9%。最新发布的第八代经典五粮液在 2019年下

半年的配额仅有 5250吨，不到整体配额的 35%。

05.名酒价格上涨
年底，白酒又迎来一波涨价潮。2019年 12

月 15 日，四川古蔺郎酒销售有限公司下发《关

于青花郎出厂价格调整的通知》，决定自 2019
年 12 月 16 日起，在原有价格基础上，53 度青

花郎(500ml)、44.8 度青花郎(500ml)和 39 度青

花郎(500ml)出厂价上调 50 元/瓶，53 度大青花

郎(3300ml)出厂价上调 320 元/瓶。

12 月 10 日，泸州老窖发通知称，即日起，

52 度国窖 1573 经典装计划内、计划外配额价

格均上调 20 元/瓶;2020 年 1 月 10 日起，52 度

国窖 1573 经典装计划内配额价格再上调 20
元/瓶。

水井坊,从 11 月 12 日起，对旗下 52 度水

井坊·典藏大师版、52 度水井坊·臻酿八号、52
度水井坊·臻酿八号禧庆版、52 度鸿运装四款

产品的零售价进行调整。其中，52 度水井坊·

典藏大师版建议零售价每瓶上涨 60 元/瓶，另

外三款产品建议零售价每瓶上涨 20元/瓶。

12 月份，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发

布《关于 2019 版 52 度梦之蓝手工班价格调整

的通知》，通知表示，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

限量存储的 2019 版 52 度梦之蓝手工班转为

瓶贮老酒，仅在报批后向市场限量供应。2020
年 1 月 1 日起，2019 版 52 度梦之蓝手工班的

结算价在原价格的基础上上调 100 元/瓶，团

购指导价最低上调 200 元/瓶。

剑南春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水晶剑南春和

金剑南 K6 将每瓶提价 20 元。酒鬼酒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52 度 500ml 内参酒计划内配额

价格每瓶上调 50 元。

06.茅台市值突破 1.5 万亿
跃居A股第一

2019 年 10 月 15 日，贵州茅台逆势收涨

2.63%，收盘价成功站上 1200 元，盘中最高涨

超 3%，公司总市值也达到 15213 亿元。在 A
股上市公司中，茅台市值仅次于工商银行、中

国平安。

11 月 21 日收盘，贵州茅台下跌 0.2%，工

商银行下跌 1.21%。贵州茅台 A 股市值由此达

到 1.55 万亿元，超过工商银行，跃居沪深两市

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1月 22 日，在贵州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统

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

2018 年贵州主要经济数据显示，2018 年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 14806.45 亿元，茅台市值超过

2018 年贵州省 GDP。

07.李秋喜再任
汾酒股份公司董事长

2019 年 12月 11 日，山西汾酒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通过了 7 项关于收购汾酒集团旗下部

分酒业公司股权、资产及土地使用权的方案。

此外，公司还通过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消息。

12 月 12 日，汾酒发布公告，宣布 58 岁的李秋

喜履新，重任汾酒股份公司董事长。

随着新一轮董事会换届，汾酒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秋喜出任汾酒股份董事长，这也

是其时隔 5年之后再度回到该岗位，实现了大

股东、核心资产植入、治理结构优化的三位一

体统一。

2017 年 2 月 23 日上午，山西省国资委 21
层会议室，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在与山西国

资委签订了 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任期经营

业绩目标考核责任书：2017 年汾酒集团酒类

业务的利润总额要达 10.48 亿元，同比增长

25%;按酒类收入排名，汾酒行业地位不低于第

七名;至 2019 年底，汾酒集团酒类营收目标为

103.74 亿元以及在任期内力推汾酒集团整体

上市等。李秋喜说：“完不成任务，我下台”。此

次李秋喜再度执掌山西汾酒，也从侧面说明了

汾酒基本完成三年任务。

08.葡萄酒市场“双降”成定局
不同于白酒市场的红火，今年中国的葡萄

酒市场似乎仍难以走出低谷。2018 年，中国葡

萄酒市场似乎进入了低谷区。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国产葡萄酒去年在连年下跌中继续下降

7.36%，进口葡萄酒总量同比下降 8.95%，出现

了 6 年以来的“首次双降”。

2019 年数据也不好看。数据显示，今年 1-
10 月中国葡萄酒进口量为 546118 千升，同比

下降 11.1%，进口金额为 2892.5 万美元，同比

下降 11.9%。1-10 月国内葡萄酒产量为 34.7
万吨，累计下降 10.1%，累积销售收入 113.08
亿元，同比下降 20.04%。从前三季度来看，

2019 年葡萄酒市场再次“双降”几成定局。

09.百威亚太香港上市成功
啤酒市场上，百威亚太 2019 年成功在香

港上市。9月 30日，百威英博旗下百威亚太正

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01876。发行

价 27 港元，发行规模 14.52 亿股，首日开盘

27.3 港元。至此，中国市场上的前三大啤酒品

牌———华润、青岛、百威在港股聚齐。

10.洋河减速
在中国白酒行业，“茅五泸“一直是中国高

端白酒代名词。 泸州老窖一直是行业三甲。

2010 年，泸州老窖营收被 洋河股份 反超之

后，行业老三的位置一直就被洋河股份占据。

2019 年，占据行业老三 9 年之久的洋河似乎

开始失速。

近日，洋河股份发布 2019 年第三季度业绩

报告，财报显示，洋河当季度实现营收 50.99 亿

元，净利润 15.65 亿元，同比分别下滑 20.61%和

23.07%。前三季度营收 210.98 亿元，净利润

71.46亿元，同比分别微增 0.63%和 1.53%。

同日，洋河股份或担心市场反应剧烈，迅

速披露 10 亿元-15 亿元的股份回购计划，用

于对公司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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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酒

从龙头企业“必修课”中，已可明确看到酒

企的课题所在———未来没有捷径可走，价值与

能力的提升是必然选择。

1 月 2 日，2020 年第一个工作日，茅台、洋

河分别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复盘 2019、部署

2020。
在两大龙头酒企的“开年第一会”中，颇多

共鸣相合之处，也潜藏着酒业在这一年的“必

修课”。

“知难而进”的茅台，
如何面对2020

过去一年，在茅台、洋河身上，各有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现象”，如茅台集团实现千亿目

标，洋河实施主动调整，都为业界广泛关注。

而在日前会议中，双方则披露了一些“现

象”背后的公司发展内容。

年终岁末，茅台笼罩在“千亿”的光环中，

但或许只有李保芳，才知道这最后一程“冲刺”

究竟有多难。

在茅台 2020 年工作会暨“基础建设年”启

动大会上，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保芳

表示：我们啃掉了许多“硬骨头”，破解了诸多

新难题，办成了一系列大事要事难事，达成了

千亿目标。

如李保芳所说，这一年“最为难得”的，是

面对班子调整、专项整治、营销改革等等因素

叠加，茅台始终保持极强的政治定力和工作定

力，做到了“科学预判，精准施策，妥善应对，有

效处置”。

在跨越千亿的过程中，茅台实施了力度极

大的营销变革，包括集团销售公司的成立，商

超、电商、团购等自营渠道的布局提高，每一件

都触及利益分配，几乎都伴随着争议和阻力，

但确是茅台酒产量有限增长情况下的业绩提

升关键路径，因此，李保芳唯有“知难而进”。

经过这些“刀刃向内”的自我调整，面对

2020，茅台表现出稳健之姿，并将今年定为“基

础建设年”，坚持“稳”字当头———集团营收目

标定为 1100 亿元，同比增长 10%，净利润目标

定为 505 亿元，同比增长 10%。

从 10%的增长预期看，茅台似乎有点低调

谨慎，但从具体部署看，茅台的强大自信却体

现在内部组织与市场关系的突破升华上，其中

包括在市场工作中用好“新机制”，强化 Cost原
co、物美、华润万家等渠道，优化市场生态，增

强市场调控能力，解决供需矛盾，大力解决囤

积居奇、转移销售、高价销售等行为。

相比于 10%的增量，上述工作目标对

2020，乃至更长远的茅台发展，才更具建设性

意义。经过“知难而进”的 2019，茅台已亮出积

极的攻势姿态。

“主动调整”的洋河，
2020如何反击？

2019 年，洋河实施“主动调整”，由此带来

的增长降速，在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作为酒业中以洞察力、创新力和行动力著

称的龙头公司，洋河的“主动调整”究竟如何实

施、效果如何，都备受关注。

在 2020 年新年工作座谈会上，王耀以“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定义洋河的 2019。
据了解，在长期高速发展调整释放期与宏

观经济整体放缓调整期双重叠加的严峻形势

下，洋河主动实施转型，实施“大破大立”的调

整，呈现出六大工作亮点———稳中蓄势，集聚

营销新动能；稳中强基，实现产品新突破；稳中

求新，呈现发展新气象；稳中提效，推动管理新

提升；稳中谋变，推进业态新变革；稳中赋能，

激发昂扬新活力。

一句“大破大立”，不难想见洋河在 2019

年经历了怎样的抉择与考验，而“稳”字基础

上，洋河在营销、产品、管理、业态等方面，同样

实现了关键性突破，为 2020 年的市场反击战

做好了充分准备。如王耀所言，2020 年是洋河

变革创新和调整转型的攻坚之年，“也是下一

个更好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开启之年”。

洋河将如何开启
下一个更好的时代？

会上，王耀提出了“围绕一个主线，推动二

次创业，增强五种力量，打赢三大战役，夯实四

项保障”的系统部署，涉及产品、品牌、渠道、组

织和文化等方面的提升改造。在 2020 年，洋河

的“调整”可能调得更“深”，而这种“深度”，或

许也意味着洋河反击能量之强。

2020必修课：
多维度的“质变”

面向 2020 年，茅台、洋河都表现出“改与

变”的坚定态度。事实上，在 2019 年末的五粮

液、汾酒等龙头酒企身上，也都传递出这种强

烈讯号。

在“改与变”的行业趋势下，有哪些“必修

课”值得关注？

茅台列出的“必修课”中，包括全面提速

“文化茅台”建设；全面抓好生产，从严管好质

量；市场工作要用好新机制、释放新动能；努力

构建平衡充分发展新格局；着力增强发展能力

和实力；把环保安全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

洋河的必修课，则聚焦于营销转型、品质

突破和管理升级这三大战役，对现有的产品

力、品牌力、渠道力、组织力和文化力进行“脱

胎换骨式”改造，实现营销创新、品质飞跃和管

理调优，提高企业适应市场、主导市场、引领市

场的能力。

可以看出，两大龙头酒企对 2020 年的判

断和选择，具有很多吻合与共识之处，即在文

化、品质、市场、组织四个方面，寻求全面的、内

涵式的关键提升。

面对市场竞争形势更为严峻的 2020，即
便是强大如茅台、洋河，也意识到必须寻求多

维度的“质变”，促成企业价值与能力的新一轮

飞跃，既是迎战当下，也是谋定长远。

值得厂商广泛思考的是，当茅台、五粮液、

洋河、汾酒们纷纷在 2020 不遗余力地实现自

我提升，随之形成的更强产品力、文化力、组织

力和市场力，将会对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于更多酒企，从龙头企业“必修课”中，

已可明确看到自身的课题所在———未来没有

捷径可走，价值与能力的提升是必然选择。

2020 年，酒业竞争既决于外部市场，更决

于内部再造，这是一个“新现象”，也是行业的

长效利好。

从茅台、洋河“开年第一会”看酒业 2020“必修课”

2019 年酒行业大事记
2019年，中国的酒产业继续

深化演进。宏观层面上，白酒消费

税税率拟维持不变，中国经济持续

转型升级，这些为中国酒业今年的

发展奠定了基调。白酒行业头部集

中趋势显著、红酒产业面临转型压

力，啤酒行业结构升级在即。白酒

产业二八效益继续显现，高端白酒

茅五洋泸继续稳坐前四把交椅，却

也出现分化，葡萄酒、啤酒各有各

的烦心事，却也不乏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