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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Kr-2024年中国白酒行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报告

报告摘要

• 我国白酒行业正逐渐由量产驱动过渡至由利润驱动，迈入存量竞争阶段。愈发激烈    
的市场竞争内，白酒企业正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径、寻找新增长点。数字化和智能化    
转型恰恰为白酒企业提质增效、迎合不断发展变化消费需求的实现提供可能，已成    
为各大白酒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

• 白酒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顺应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存量
竞争时代企业自我革新、提升外部竞争力的实践与探索。面对消费群体、消费需求、
消费场景及消费渠道的新形势与新变化，白酒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以数据驱
动，响应市场新变化和新趋势。这也与国家及地方政策相契合：政策倡导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在白酒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

• 现阶段，白酒行业的数字化主要表现在研发生产、供应链管理、营销与消费者互动    
及企业管理等维度，覆盖企业经营管理多方面。

• 1）研发生产。数字化技术贯穿产品研发、白酒酿造、灌装及包装环节。得益于数字
化技术的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白酒企业能够在深度洞察消    
费需求的前提下，提升市场响应敏捷性和研发创新水平，以消费者为核心优化产品    
供给组合。而生产管理软件和自动化设备的结合，使得白酒企业在酿造生产部分环    
节以机器替代人力，实现自动生产、数字集成与智能分析，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前提    
下，提升生产能效并进行标准化质量管理。

• 2）供应链管理。库存管理、物流配送及产品溯源等领域的数据与信息实现了部分共
享，助力白酒企业进行更为针对性与高效的供应链多流程管理，提升库存管理能效、
降低物流配送成本的同时，通过不可篡改的信息进行产品质量溯源，优化白酒产品
质量安全管理效率。

• 3）营销与消费者互动。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VR/AR等底层技术能力和应用能
力的提升，白酒营销由过去单向推送给消费者的广告，升级为具有互动性和个性化
的创意性内容。而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突破，使得更
为精准和具有情感关怀的24*7的虚拟客户服务成为可能，提升客服响应速度的同时， 
拓宽消费者互动入口，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链接。此外，营销数据
的量化归因还为后续营销策略的优化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助力企业实现营销内容
的精准投放，提升营销表现。

• 4）企业管理。目前，白酒企业主要通过数字化工具的引入，如财税、人力资源、协
同办公等SaaS软件，实现管理流程优化、业务流程重构、组织效率提升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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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行业发展概览

 数字化转型驱动

转型背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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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白酒行业发展概览

白酒行业低速增长态势明显，规模以上企业白
酒产量持续下探

• 受产业周期及消费环境影响，我国白酒行业整体呈低速增长态势。根据弗若

斯特沙利文统计，2023年我国白酒市场规模约6,488亿元，同比增长4.46%， 

低于我国同期GDP增长率5.2%。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与价格倒

挂成为酒企面临的普遍挑战。

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市场规模（亿元） 同比增速

图示：2017—2023我国白酒行业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中商产业研究院，36氪研究院

• 市场环境变化带动我国白酒产量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

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产量约449.2万千升，同比下降2.8%，相较2017年的千

万级产量，已下跌半数以上。

图示：2017—2023我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产量及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36氪研究院

注：受后续数据修订影响，同比增速以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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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白酒行业发展概览

白酒行业由产量驱动过渡至利润驱动，迈入存
量竞争时代

• 尽管产量连年下降，但白酒企业的销售收入仍旧保持较高增速：中国酒业协

会统计，2023年我国白酒企业收入共计7,563亿元，同比增长9.7%，实现利

润总额2,328亿元，同比上涨7.5%。无论是收入还是利润增速，均高于同期

酿酒行业整体0.1个百分点，增长势头较为稳健。

• 在白酒市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产量下降但收入上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白

酒消费向中高端化升级的表现，高价格与高品质的白酒产品更受市场青睐， 

对酒企而言，这也意味着更高的营收与毛利。我国白酒行业正逐渐由量产驱

动过渡至由利润驱动，迈入存量竞争阶段。

• 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内，白酒结构性分化趋势明显，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 

马太效应下，中小酒企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而对头部企业来说，市场

份额的争夺也更为白热化。根据中国酒业协会数据，自2017年以来，规模以

上酒企数量连续下降，而利润持续攀升，反映出利润向头部酒企聚集。
2,202

企业数量（个） 创造利润（亿元）

图示：2017-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数量（个）及其所创造利润（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酒业协会，36氪研究院

• 存量竞争时代，白酒企业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径、寻找新增长点。数字化和智

能化转型恰恰为白酒企业提质增效、迎合不断发展变化消费需求的实现提供

可能，已成为各大白酒企业，特别是头部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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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化转型驱动

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白酒企业
应对存量竞争的必选项

• 数字化意味着白酒行业从传统的工业制造模式向以数据驱动的生产管理模式

的变革，这不仅是技术与产业的交汇，更是从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到

内部管理的全流程创新与升级。白酒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顺应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存量竞争时代企业自我革新、提升外部竞

争力的实践与探索。

• 数字经济浪潮下，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成为产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壮大。信通院测算，2023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预计为56.1亿元，同比增长11.75%。数字经济的生产效

率同样实现稳步上升，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由2012年的1.66提升至2022 

年的1.75，十年间上涨0.09，相比之下，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上涨幅度仅

为0.06，数字技术和产业数字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对数字化和智

能化技术的布局，已成为白酒企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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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亿元） 同比增长（%）
图示：2017-2023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亿元）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信通院，36氪研究院

• 与此同时，面对愈发激烈的存量争夺战，白酒企业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再造业务与管理流程，对内优化能效、

降低成本，对外建立与消费者链接、提升市场需求变化响应速度，以产品力

和品牌力持续强化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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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化转型驱动

消费人群年轻化、消费需求健康化、消费场景与
渠道多元化，驱动企业以数据能力迎合市场变化

• 从消费市场角度而言，消费群体、消费需求、消费场景及消费渠道均呈现不

同于以往的变化，驱动白酒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以数据驱动，响应市

场新变化和新趋势。

• 年轻群体成为消费生力军，白酒行业也不例外。根据中国酒业协会统计，白

酒主力消费群体呈现代际交替的特征，85-95代群体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人群， 

占比34%，18岁以上的95后消费人群比例也达到18%。年轻消费者更加注

重健康化的产品特征和个性化的购物体验，其消费场景和渠道也呈现多元化

特征。面对市场变化，白酒企业需要以数字化手段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产

品研发、销售与营销渠道拓展、服务与体验优化。

健康安全

商品优质

性能功效

高实用

49.90%

44.40%

43.70%

40.90%

线下门店为主 

线上线下多渠道

线上渠道为主

便捷方便

互动体验

32.30%

26.70%

图示：消费者白酒消费渠道

数据来源：2023巨量引擎调研，36氪研究院整理

好看漂亮 19.90%
自饮

宴请

送礼

收藏 27.20%

投资 17.60%

79.60%

55.90%

54.40%

图示：消费者白酒消费需求

数据来源：2023巨量引擎调研，36氪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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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消费者白酒消费场景

数据来源：2023巨量引擎调研，36氪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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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

9

1.2 数字化转型驱动

国家与地方政策鼓励白酒产业以数字化、智能
化手段实现向高质量方向转型升级

•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白酒企业迎合市场消费趋势、探索增长新动能的手段，还

是国家与地方政府引导白酒产业升级的重点方向。2023年，工信部等11部

门出台《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指导意见》（工

信部联消费〔2023〕31号），鼓励优质白酒产区形成产业集群，通过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 国家政策引导下，四川、贵州、山西等白酒主产区所在地政府陆续发布白酒

产业发展规划和行动方案，强调技术在推动白酒产业向高质量方向转型升级

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白酒生产效率、丰富优

质产品供给。

时 间      颁 布 主体 政策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23.04
山西省人 关于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在白酒生产领域实施集聚集约增效、
核心竞争力提升、技术创新牵引、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企
业增量提质等技术改造专项

2023.03
四川省、
重庆市人
民政府

《推动川南渝西地区融合
发展总体方案》（川府发

〔 2023 〕9 号）

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势产业集群， 
建设全国领先的白酒生产基地和智能酿
造基地

图示：我国白酒行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

数据来源：36氪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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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优质白酒产区释放产业集群效应， 
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进现代信息
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锻造一批数
字化车间、5G全连接工厂和智能工
厂，实现柔性生产和智能制造，加快产
品迭代更新，提升供给与需求适配性

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
消费〔2023〕31号）

11部门

《关于培育传统优势食品
工信部等 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

2023.03

2023.04
贵州省工
业和信息

化厅

支持企业结合需求开展系列、系统、
推动全省工业领域数字化 精细的数字化改造，重点行业为包括改
造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 白酒在内的省内十大工业行业企业。
发展导向目录（2023－ 

2025年）（试行）
鼓励白酒企业在生产装备数字化、过
程自动化、仓储智能化、智慧营销、
追溯认证、标识解析等环节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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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现状概况

 研发生产

 供应链管理

 营销与消费者互动

 企业管理

转型现状02



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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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转型现状概况

白酒行业处于由数字化向智能化过渡的早期阶
段，企业间数字化程度不尽相同

• 白酒行业数字化转型包括三阶段，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目前，行业整

体处于由数字化向智能化过渡的早期阶段，各企业间数字化程度存在差异。

无论是系统自研还是对外采买，数字化布局往往意味着长期投入，对企业财

务预算、组织人才管理等提出较高要求，因而具有资源优势的头部酒企往往

走在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将全面数字化纳入企业战略。相较而言，中小

酒企的数字化布局则以单点或局部数字化工具的引入为主。

• 在早期的信息化阶段，企业投入围绕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ERP、自动

化生产设备等IT技术软硬件展开，其主要特征是将业务和信息同步至线上， 

并初步实现白酒生产的部分自动化。数字化阶段，企业将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业务流程和组织管理，沉淀企业

数据资产，并利用数据资源驱动产品研发、白酒酿造生产、产品销售、营销等

业务管理提质增效。智能化以信息化和数字化为基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高

阶目标。智能化阶段，人工智能与白酒企业经营管理的结合更为紧密， 依托

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平台等软硬件，实现系统自适应、自决策和自调整， 再

造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

• 布局IT技术和自动化

生产设备

• 业务信息线上化

• 布局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软硬件

• 数据驱动业务管理

• 实现人工智能与业

务管理间更为深度

的融合

• 数字化系统自适应、

自决策与自调整

图示：我国白酒行业数字化转型三阶段及其特征

数据来源：36氪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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