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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业创新
联盟企业展示

在相继推出《展望2025，白酒行业的九

个关键问题》《眺望2025，葡萄酒行业发展的

七个关键问题》后，《华夏酒报》的研究视线

进一步延伸，聚焦啤酒产业。

作为全球最大的啤酒生产与消费市场，

啤酒在我国的普及度和社会融入性远超其

他酒类，已成为人们社交活动中的常客和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过去，啤酒行业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

时期，呈现出一条昂扬向上的增长曲线。随

着消费者偏好的变迁、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

行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如今，啤酒行业正站

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面对“十四五”规划与“十五五”规划交

替的重要节点，《华夏酒报》提出了七个关键

问题，旨在厘清啤酒行业的发展脉络，并预

测其未来走向。

盼望2025，啤酒行业的七个关键问题
面对“十四五”规划与“十五五”规划交替的重要节点，《华夏酒报》提出了七个关键问题，
旨在厘清啤酒行业的发展脉络，并预测其未来走向。

本报记者 张瑜宸 发自北京

当前，啤酒行业集中度出现波动，正呈现缓慢

下降的态势。

以往啤酒行业的绝对龙头垄断地位，正逐渐被

新兴品牌、地方特色啤酒以及精酿啤酒等打破，消

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

未来，具有特色的中小型啤酒企业有望通过创

新和差异化竞争策略，获得更多的传统啤酒的市场

份额。

根据行业数据，今年啤酒产量出现了三年来的

首次下滑，尽管头部企业的业绩依然保持增长，但

增速明显放缓。市场因此发出“啤酒喝不动了”的

声音。

确实，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年轻一代饮酒

习惯的变化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正推动啤酒行业

从“量”的竞争转向“价”与“质”提升的新阶段，能否

让消费者再来一杯啤酒？产业需刀尖向内。

答案毋庸置疑。

在精酿啤酒的赛道上，不仅有超过万家企业积

极掘金，还有啤酒大厂、新零售商和餐饮商先后入

局。这一热潮背后，不仅反映出海量的消费需求，

更预示着精酿啤酒未来市场潜力巨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的精酿啤酒质量参差

不齐，甚至乱象丛生，要知道，不是所有标榜为“精

酿”的产品，都能称得上是精酿。

坦白说，单纯的涨价或高定价

已难以奏效。

尽管高价与高品质存在一定

关联，但只有获得消费者认可的高

端产品，才能真正称得上是高端。

当前，消费者愈发理性，他们的需

求正从追求高质、高价，转变为寻

求合理的品质与价格。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端化就

“不香”了，从规模和趋势看，高端

化仍有增长空间。

问题恐怕并没有得到显著改

善。

多年来，我国啤酒原料对外依

存度一直非常高，这是啤酒产业链

中不可忽视的短板。不论是大麦

还是啤酒花，国产原料在研发和种

植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

多的企业正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多

种方式重建和优化原料产业链。

尽管前路漫长，但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是行业的共同愿望。

如果以国际市场为例，无醇啤

酒的流行程度或超乎想象。从欧

洲到亚洲，这一品类正逐渐渗透进

全球饮品消费场景。但聚焦到中

国市场，起步较晚，且目前尚未出

现主导性大单品或知名品牌，显得

相对小众。

不过，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基

础，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和

必要的场景需求，潜在市场往往也

意味着空间巨大。

对其他酒种而言，“失宠”于年

轻消费者确实令人焦虑，但对啤酒

行业来说，反而应该深思是否要深

耕“银发经济”。

因为中国的老年人正逐渐成为

新的消费力量，他们会不会为啤酒

赛道带来重要机遇，关键在于企业

能否理解并满足这一群体的独特需

求，创造真正的消费价值。老年人

并非不能喝酒，而是企业需要思考

如何提供符合其健康和口味偏好的

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