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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116 

行业总市值(亿元) 68,779 

行业流通市值(亿元) 64,450 
 
[Table_QuotePic] 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1 2022E 2023E 2024E 

贵州茅台 2029.05  37.17  41.7

6  

51.58  60.70  53.7

5  

49.09  39.12  33.25  28.4

3  

买入 

五粮液 203.00  5.14  6.02  7.00  8.28  56.7

7  

36.99  28.72  24.28  21.2

7  

买入 

绝味食品 

 

56.00  1.15  1.60  1.49  2.07  67.2

9  

42.79  36.58  26.33  22.2

4  

买入 

青岛啤酒 102.58  1.61  2.31  2.58  3.41  61.6

0  

42.81  40.38  30.55  23.3

6  

买入 

舍得酒业 201.92  1.75  3.75  5.41  7.47  48.8

2  

60.61  37.36  27.05  20.0

7  

买入 

颐海国际 21.16  0.48  0.64  0.65  0.84  107.

30  

37.69  30.62  23.48  19.0

5  

买入 

山西汾酒 312.15  2.55  4.50  6.10  8.00  148.

92  

123.8

4  

48.42  35.59  27.8

8  

买入 

备注 采用 2022年 7月 4日收盘价 

 
  
[Table_Summary] 26.05 投资要点  
 5 月线下商超数据统计披露，我们重点对白酒、调味品、啤酒、乳制品、速冻食品以及

乳制品板块线下商超数据进行分析。白酒行业量增价减，高端酒均价坚挺。调味品行业

量价齐升，动销较好。啤酒行业量价齐升，旺季动销向好。乳制品行业液奶整体平稳，

奶酪量增价减。冷冻食品行业动销向好，龙头表现出色。 

 白酒行业：量增价减，高端酒均价坚挺。高端酒方面，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

销售额分别为 9.41、4.58、1.0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34.44%、17.67%、0.23%。

次高端酒方面，汾酒销售额为 1.44 亿元，同比增长 40.56%；区域酒方面，洋河、

古井贡销售额分别为 1.63、4.22 亿元，分别同比上涨-7.63%、28.43%。 

 调味品行业：量价齐升，动销较好。5 月线下商超渠道酱油销售额为 14.61 亿元，

同比上涨 14.77%；醋销售额为 4.95 亿元，同比上涨 20.55%；料酒销售额为 2.24

亿元，同比上涨 18.70%；调味粉销售额为 3.55 亿元，同比上涨 35.13%；调味酱

销售额为 12.39 亿元，同比上涨 31.54%；火锅底料销售额为 3.32 亿元，同比上涨

34.58%。 

 啤酒行业：量价齐升，旺季动销向好。5 月线下商超渠道啤酒销售额为 16.31 亿元，

同比上涨 15.49%。具体来看，销售额方面，青岛啤酒、华润啤酒、重庆啤酒销售

额分别为 4.16、2.97、0.10 亿元，分别同比上涨 32.40%、9.18%、-9.04%。 

 乳制品行业：液奶整体平稳，奶酪量增价减。5 月线下商超渠道液体奶销售额为 73.68

亿元，同比上涨 0.57%，销售量同比上涨 1.61%，均价同比上涨 1.68%；酸奶销售

额为 51.93 亿元，同比下降 8.04%，销售量同比下降 11.43%，均价同比上涨 7.18%；

奶粉销售额为 17.41 亿元，同比下降 11.13%，销售量同比下降 3.83%，均价同比

增长 5.07%；奶油奶酪销售额为 7.88 亿元，同比上涨 14.93%，销售量同比上涨

24.50%，均价同比下降 5.48%。 

 冷冻食品行业：动销向好，龙头表现出色。5 月线下商超渠道速冻食品销售额为 27.04

亿元，同比上涨 41.82%。 CR2 线下市占率从 21 年 5 月的 29.55%增加至 22 年 5

月的 30.06%，集中度略有上升。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风险、食品安全风险、行业政策风险、研报使用的信息更新不

及时的风险、第三方机构信息的真实、准确性或存在一定的可信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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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行业：量增价减，高端酒均价坚挺 

 5 月线下商超渠道白酒销售额为 30.37 亿元，同比上涨 40.67%，销售量

同比上涨 32.66%，均价同比下降 0.34%。高端酒方面，贵州茅台、五

粮液、泸州老窖销售额分别为 9.41、4.58、1.0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34.44%、17.67%、0.23%。次高端酒方面，汾酒销售额为 1.44 亿元，

同比增长 40.56%；区域酒方面，洋河、古井贡销售额分别为 1.63、4.22

亿元，分别同比-7.63%、+28.43%。 

 

图表 1：白酒行业线下商超销售情况  图表 2：白酒行业线下商超均价情况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均价方面，白酒均价同比下降 0.34%，环比下降 4.00%，其中不同品牌

白酒有所分化。具体来看，高端白酒贵州茅台（包含系列酒）、五粮液、

泸州老窖均价分别为 2858.11、918.19、230.69 元/升，分别同比增长

21.11%、10.39%、64.56%；次高端白酒汾酒均价为 143.57 元/升，同

比下降 6.71%；区域白酒洋河均价同比下降 28.05%。 

 

图表 3：白酒行业线下商超销售额同比   图表 4：白酒行业线下商超均价同比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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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量价齐升，动销较好 

 5 月线下商超渠道酱油销售额为 14.61 亿元，同比上涨 14.77%；醋销售

额为 4.95 亿元，同比上涨 20.55%；料酒销售额为 2.24 亿元，同比上涨

18.70%；调味粉销售额为 3.55 亿元，同比上涨 35.18%；调味酱销售额

为 12.39 亿元，同比上涨 31.54%；火锅底料销售额为 3.32 亿元，同比

上涨 34.58%。 

 

 传统调味品方面，海天味业销售额为 9.31 亿元，同比上涨 28.76%；千

禾味业销售额为 1.85 亿元，同比上涨 16.72%。复合调味品方面，天味

食品销售额为 0.74 亿元，同比上涨 39.93%。 

 

图表 5：酱油行业线下商超销售情况   图表 6：酱油行业线下商超均价情况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7：醋行业线下商超销售情况  图表 8：醋行业线下商超均价情况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销售量方面，酱油销售量同比上涨 8.85%；醋销售量同比上涨 14.86%；

料酒销售量同比上涨 15.46%；调味粉销售量同比上涨 30.46%；调味酱

销售量同比上涨 22.14%；火锅底料销售量同比上涨 28.05%。其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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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味业销售量同比上涨 19.44%；千禾味业销售量同比上涨 21.89%。天

味食品销售量同比上涨 34.63%。 

 

 均价方面，酱油均价同比上涨 5.35%；醋销均价同比上涨 2.29%；料酒

均价同比下降 1.68%；调味粉均价同比上涨 7.22%；调味酱均价同比上

涨 3.56%；火锅底料均价上涨 4.42%。其中，海天味业均价同比上涨 8%；

千禾味业均价同比下滑 4%。天味食品均价同比上涨 4%。 

 

图表 9：调味品行业线下商超销售额同比  图表 10：调味品行业线下商超均价同比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啤酒行业：量价齐升，旺季动销向好 

 5 月线下商超渠道啤酒销售额为 16.31 亿元，同比上涨 15.49%。具体来

看，销售额方面，青岛啤酒、华润啤酒、重庆啤酒销售额分别为 4.16、

2.97、0.10 亿元，分别同比上涨 32.40%、9.18%、-9.04%。 

 

图表 11：啤酒行业线下商超销售情况   图表 12：啤酒行业线下商超均价情况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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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亿元） y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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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价方面，啤酒线下均价同比上涨 4.58%，环比下降 1.00%。具体来看，

青岛啤酒、华润啤酒、重庆啤酒均价分别同比上涨 5.47%、7.74%、

16.05%。 

 

图表 13：啤酒行业线下商超销售额同比  图表 14：啤酒行业线下商超均价同比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乳制品行业：液奶整体平稳，奶油奶酪量增价减 

 5 月线下商超渠道液体奶销售额为 73.68 亿元，同比上涨 0.57%，销售

量同比上涨 1.61%，均价同比上涨 1.68%；酸奶销售额为 51.93 亿元，

同比下降 8.04%，销售量同比下降 11.43%，均价同比上涨 7.18%；奶

粉销售额为 17.41 亿元，同比下降 11.13%，销售量同比下降 3.83%，

均价同比增长 5.07%；奶油奶酪销售额为 7.88 亿元，同比上涨 14.93%，

销售量同比上涨 24.50%，均价同比下降 5.48%。 

 

图表 15：液体奶行业线下商超销售情况   图表 16：酸奶行业线下商超销售情况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其中，伊利 5 月线下销售额为 41.03 亿元，同比下降 1.18%；蒙牛乳业

销售额为 36.20 亿元，同比上升 2.07%；妙可蓝多销售额为 2.8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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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加 37.14%。 

 

图表 17：乳制品行业线下商超销售额同比  图表 18：乳制品行业线下商超均价同比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均价方面，伊利均价同比下降 1.21%；蒙牛乳业均价同比上涨 0%；妙

可蓝多均价同比下滑 1.07%。 

 

速冻食品行业：动销向好，龙头表现出色 

 5 月线下商超渠道速冻食品销售额为 27.04 亿元，同比上涨 41.82%。

具体来看，销售额方面，三全食品、安井食品分别为 5.72、2.41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41.77%、50.65%。 

 

图表 23：速冻食品行业线下商超销售情况   图表 19：速冻食品行业线下商超均价情况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均价方面，速冻食品线下均价同比上涨 3.78%，环比下降 1%。具体来

看，三全食品、安井食品均价分别同比增长 5.1%、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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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速冻食品行业线下商超销售额同比  图表 21：速冻食品行业线下商超均价同比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市场集中度方面，三全食品、安井食品持续保持线下领先地位。整体来

看，速冻食品行业 CR2 线下市占率从 21 年 3 月的 29.30%增加至 22 年

5 月的 30.06%，集中度略有上升。其中三全食品市占率从 20.90%上升

至 21.14%，安井食品市占率从 8.40%上升至 8.92%。 

 

图表 22：速冻食品行业线下商超市占率  图表 23：速冻食品行业线下商超集中度（CR2）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通联数据 Datayes！、木丁商品信息、中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滑风险、食品安全风险、行业政策风险、第三方机构信息的

真实、准确性或存在一定的可信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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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木丁商品信息的线下渠道统计的销量口径： 

 （1）样本覆盖城市：一类城市 22 个(直辖市、发达省会城市、重要城

市)、二类城市 48 个(省会城市、重要地级市)、三类城市 68 个(地级市)、

四类城市 144 个(县级市) 

 （2）数据来源：超市经营的全部品类的 POS 扫描数据；包含大卖场、

普通超市、连锁便利店，不包含 百货商店、批发市场、街边冷饮店、单

体杂货店等传统渠道, 也不包括电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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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

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

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本公司对

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

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

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

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

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泰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

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