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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内容提要： 

事件：10月9日，国务院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

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虽暂未涉及白酒行

业，但由于白酒为消费税涉及品目且公司业绩对税率变动较为

敏感，引发投资者担忧，10月10日以茅台为首的白酒股出现了

较大波动，我们对此点评如下： 

1、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不一定在白酒行业推行。1）消费税

征收环节后移会向企业征求意见，目前相关单位并未收到征求

意见稿；2）白酒行业情况较为复杂，名酒与非名酒、低档酒

与高档酒的价格、利润差距较大，征收环节后移的执行技术难

度较高；3）目前白酒厂商缴税较为规范，但若在流通环节征

收消费税，后续厂商对渠道管理的压力将增大，且税费上缴率

或会下降。 

2、征收环节后移理论上对于上游酒厂形成利好，对非名优品

牌及低端白酒厂商的实际业绩影响较大。如果白酒消费税征

收环节后移，对于上游生产厂家而言实际上形成减税效果。由

于渠道价格高于出厂价格，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行业整体消

费税额会增加，理论上由经销商及终端承担，因此可能造成终

端成交价提升。非名优酒企的经销商利润较低，且忠诚度较

低，而低端白酒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较高，为保持市场份额、

避免消费者转移（转向其他白酒品牌或其他酒类如啤酒），上

述厂商大概率会牺牲利润补贴经销商。但生态环境良好的名优

中高端白酒受到的影响将较小，行业马太效应将持续加剧。 

3、根据销售所在地征税将利好名优酒企。若将白酒消费税从

中央税种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且根据销售所在地征收，地

方政府或将更趋于无差别对待省内外品牌，相对于三四线品

牌，名优酒企的销售会进一步得到支持与鼓励，行业集中度会

进一步提升。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问题；公司经营业绩低于预期；人民币汇

率波动风险；国内利率上调风险；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及预

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外资本市场较大波动的系统性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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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0月9日，国务院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

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从增值税分享比例、增值税留抵退税分

担机制及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等方面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推进路线图，以拓展地方收入来源。 

依据方案，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的具体调整品目将经充分论证，逐项

报批后稳步实施，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调价成熟的

品目实施改革，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具备条件的品目实施改革试

点。方案虽暂未涉及白酒行业，但由于白酒为消费税涉及品目且公司

业绩对税率变动较为敏感，引发投资者担忧，10月10日以茅台为首的

白酒股出现了较大波动，我们就此点评如下： 

1、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不一定在白酒行业推行 

1）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会向企业征求意见，目前相关单位并未收到征

求意见稿；2）白酒行业情况较为复杂，名酒与非名酒、低档酒与高档

酒的价格、利润差距较大，征收环节后移的执行技术难度较高；3）目

前白酒厂商缴税较为规范，但若在流通环节征收消费税，后续厂商对渠

道管理的压力将增大，且税费上缴率或会下降。 

2、征收环节后移理论上对于上游酒厂形成利好，对非名优品牌及低端

白酒厂商的实际业绩影响较大 

如果白酒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对于上游生产厂家而言实际上形成减

税。由于渠道价格高于出厂价格，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行业整体消费

税额会增加，理论上由经销商及终端承担，因此可能造成终端成交价提

升。非名优酒企的经销商利润较低，且忠诚度较低，而低端白酒消费者

对价格敏感度较高，为保持市场份额、避免消费者转移（转向其他白酒

品牌或其他酒类如啤酒），上述厂商大概率会牺牲利润补贴经销商。但

生态环境良好的名优中高端白酒受到的影响将较小，行业马太效应将持

续加剧。 

3、根据销售所在地征税将利好名优酒企 

若将白酒消费税从中央税种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且根据销售所在地

征收，地方政府或将更趋于无差别对待省内外品牌，相对于三四线品

牌，名优酒企的销售会进一步得到支持与鼓励，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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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影响的测算： 

我们假设某白酒生产厂商最后一级对外销售不含增值税的价格为      

a元/500ml，终端价格（不含增值税）为（a+b）元/500ml，其中b为渠

道加价部分。根据现行行业消费税规定，厂商需要支付的税费为

a*60%*20%+0.5元/500ml。 

若征税环节后移，假设从价、从量税率不变，终端零售价计算不涉及内

部转移价，那么新消费税为（a+b）*20%+0.5元/500ml，新增税费为

a*8%+b*20%。由此我们推断行业的税费或将增长50-90%。 

我们认为，对于头部白酒公司而言，新增税费大概率将由经销商或零售

商承担，原因在于高端白酒需求具有刚性，渠道利润较为丰厚，因而对

头部公司影响有限。 

 

表1：我国白酒行业消费税重要改革 

时间 核心内容 对行业的影响 

1994年 开征白酒消费税，从价定率征收，粮食类白酒税

率为25%、薯类白酒税率为15%。 

规范白酒行业发展，引导消

费方向 

2001年 

自5月1日起，实行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复合征

收，即按生产环节销售收入的25%和销售量每公

斤1元计算缴纳，同时取消以外购酒勾兑生产酒

可以扣除其购进酒已纳消费税的政策。 

长期看，有助于促进产品结

构升级、加速行业洗牌，为

优质酒企提供更加健康的成

长环境 

2006年 
自4月1日起，取消粮食类白酒和薯类白酒的差别

税率，从价统一调整为20%，从量每公斤按照1

元计算缴纳。 

避免酒企以增加薯类白酒比

例来降低消费税的行为；提

高上市酒企的盈利能力 

2009年 

明确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办法，自

8月1日起执行： 

1）若计税价格高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70%(含70%)以上的，税务机关暂不核定消费税

最低计税价格； 

2）若计税价格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70%

以下的，最低计税价格由税务机关在销售单位对

外销售价格50%至70%范围内自行核定。其中生

产规模较大，利润水平较高的企业生产的需要核

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的白酒，税务机关核价幅

度原则上应选择在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 

60%至70%范围内。 

防止酒企通过设立销售公司

规避消费税的情况，但因未

清晰界定销售单位和对外销

售价格，导致部分酒企以设

立多层销售公司的方式实现

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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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进一步加强白酒消费税征收管理工作： 

1）自5月1日起，最低计税价格核定比例由50%

至70%统一调整为60%，已核定最低计税价格的

白酒，国税机关应按照调整后的比例重新核定； 

2）对白酒生产企业设立多级销售单位销售的白

酒，国税机关应按照最终一级销售单位对外销售

价格核定生产企业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 

统一最低计税价格核定比

例，并明确界定销售单位对

外销售价格，有助于计税价

格的准确核算和税基保证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报，国开证券研究部 

 

风险提示 

食品安全问题；公司经营业绩低于预期；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国内利

率上调风险；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外

资本市场较大波动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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