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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 结构优化为酱油行业价增主线，零添加有望成为行业主流产品。

2016-2022 年我国酱油市场规模 CAGR=6.7%，其中量价 CAGR 分别
为 2.7%/3.9%。2021 年我国酱油人均年消费量和日本相当，但均价仅
为日本的 71%，预计 2028 年我国酱油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962 亿元，
23-28 年 CAGR=1.5%，其中量价 CAGR 分别为 0.5%/1.1%，价增主
导下行业有望稳健扩容。2021 年我国酱油市场中低于 10 元的低端产
品销售额占比仍在 40%以上，结构优化有望成为行业价增主线。近
年来零添加为代表的的健康调味品概念风靡， 2021 年日本本酿造酱
油（近似于零添加酱油）产量占比达到 89.5%，为日本酱油主流产品。
考虑到中日饮食习惯具备相似性，且我国酱油行业当下同样进行健
康化升级，随着我国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零添加同样有望成为我国
酱油行业的主流品类。 

◼ 渗透率提升空间较大，预计 2022-2026 年零添加酱油市场规模复合
增速可达 20%。渠道调研反馈 2022 年我国零添加酱油市场规模约为
35 亿，零添加酱油销量占酱油整体销量比重 2.7%。1977 年日本本酿
造酱油产量占比 66.6%，1977-1990 年日本本酿造酱油占比年平均提
升 0.5pct。我国零添加酱油当前渗透率较低，假设 23-26 年零添加酱
油销量占比年提升幅度是日本的 2 倍以上，预计 26 年我国零添加酱
油产量占比提升到 7.6%，预计 2026 年我国零添加酱油终端市场规
模 72 亿元，2022-2026 年市场规模复合增速达到 20%。 

◼ 零添加格局集中，龙头千禾发展势能强劲。2023Q1-3 海天/千禾零添
加产品在售数分别为 42/68 个，同比分别增加 23/14 个，持续完善产
品布局、渠道快速发力，2023Q1-3 海天+千禾零添加酱油市占率超过
90%，行业格局高度集中，龙头优势显著。2024 年春节期间海天、
千禾、欣和均加大零添加等健康产品推广力度，健康类产品折扣率高
于普通产品，其中千禾货架较空，部分产品缺货，动销表现较好。公
司调研反馈，24 年千禾有望实现高于行业增速的收入增长，分渠道
来看：（1）零售渠道中，公司 24 年将推进百万终端计划，渠道下沉
深挖终端潜力，渠道红利下零售渠道有望延续高速增长态势；（2）
潜力渠道方面，公司大 B 渠道推进顺利，特通渠道在培育-进入-发力
的开发思路下有望厚积薄发，外贸和高盈利的线上渠道潜力可期。利
润端，成本红利释放+费率较低的传统渠道占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有望持续改善。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千禾味业 24 年发展势能强劲，
潜力可期，持续推荐。 

◼ 板块核心观点推荐：春糖反馈淡季销售正常，市场情绪修正推动板块 
估值修复，向下有估值支撑，向上机会与空间兼具，基本策略是高股 
息+优质低估值白酒+风险释放充分的成长标的。优选底部能扛（动
销/库存良性）、中期能见度较高（品牌势能持续、营销领先）的标
的。白酒，推荐持续受益香型/产品/格局红利、估值消化充分、动销
反馈积极的：泸州老窖、山西汾酒、今世缘、迎驾贡酒、古井贡酒等，
建议关注：珍酒李渡、伊力特。大众品看好千味央厨、盐津铺子、劲
仔食品、颐海国际、千禾味业；高股息的：伊利股份、双汇发展、养
元饮品；低位企稳明确：安井食品、洽洽食品、中炬高新。啤酒推荐：
青岛啤酒、华润啤酒。餐饮推荐：海底捞。 

◼ 风险提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行业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加盟门店扩
张速度不及预期、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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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专题：零添加势能强劲，龙头千禾潜力可期 

1.1.   零添加有望成为酱油主流，预计 22-26年市场规模复合增速达到 20% 

我国酱油行业稳健扩容，价增成为未来增长主要动力。伴随着健康美味的需求提升，

我国酱油行业持续扩容，2016-2022 年我国酱油市场规模 CAGR=6.7%，其中量价 CAGR

分别为 2.7%/3.9%。2021年我国酱油人均年消费量和日本相当，但均价仅为日本的 71%，

欧睿预计 2028 年我国酱油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962 亿元，23-28 年 CAGR=1.5%，其中量

价 CAGR 分别为 0.5%/1.1%，价增主导下行业有望稳健扩容。 

图1：2016-2028E 我国酱油终端市场规模及同比增速  图2：2016-2028E 我国酱油终端市场量价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欧睿国际，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欧睿国际，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3：1977-2021 年中日人均酱油年消费量对比（kg）   图4：2017-2022 年中日酱油均价对比（元/kg） 

 

 

 

数据来源：日本酱油协会，日本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智研咨询，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欧睿国际，我查，东吴证券研究所 

结构优化为中长期行业价增主线，零添加有望成为未来风口。目前我国市场主流酱

油产品多次升级迭代，已经历的升级路径可大致概括为：散装酱油—老抽—生抽—鲜味

酱油。而根据马上赢监测，2021 年我国酱油市场中低于 10 元的低端产品销售额占比仍

在 40%以上，中长期产品结构升级空间充分，结构优化有望成为中长期行业价增主线。

近年来伴随着中低端酱油市场需求趋于饱和与消费者健康意识的觉醒， “零添加”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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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的健康调味品概念风靡，有望为行业带来新的突破。 

图5：我国酱油产业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淘宝，京东，东吴证券研究所 

以日为鉴，零添加酱油未来有望成为酱油主流产品。根据酿造方法不同，日式酱油

可以分为本酿造、混合酿造、混合这三类，其中本酿造酱油为纯天然发酵，不添加氨基

酸溶液，混合酿造酱油在发酵过程中添加氨基酸溶液，混合则是在榨出酱油后添加氨基

酸溶液。1977 年以来日本酱油产品同样顺着健康型升级路径发展，经历了低盐-纯大豆-

有机-鲜榨等阶段，而在酿造工艺方面，类似于零添加的本酿造酱油产量占比不断提升，

2021 年日本本酿造酱油产量占比达到 89.5%，成为日本酱油主流产品。考虑到中日饮食

习惯具备相似性，且我国酱油行业当下同样进行健康化升级，未来随着我国消费者健康

意识提升，零添加同样有望成为我国酱油行业的主流品类。 

图6：1977 年以来日本三类酿造工艺酱油产量占比 

 

数据来源：日本酱油协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渗透率提升空间较大，预计 2022-2026 年零添加酱油市场规模复合增速可达 20%。

渠道调研反馈，2022 年我国零添加酱油市场规模约为 35 亿，经测算，2022 年零添加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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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销量占酱油整体销量比重 2.7%。基于此，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1） 零添加酱油产量：1977 年日本本酿造酱油产量占比 66.6%，1977-1990 年日

本本酿造酱油占比年平均提升 0.5pct。我国零添加酱油当前渗透率较低，假

设 23-26 年零添加酱油销量占比年提升幅度是日本的 2 倍以上，预计 26 年

我国零添加酱油产量占比提升到 7.6%。渠道结构来看，23 年以前零添加产

品均价较高，预计以 KA 渠道为主，23 年以来龙头布局平价零添加，流通

渠道占比快速提升，我们预计 23-26 年流通渠道销量占比从 20%提升到 45%。 

（2） 零添加酱油均价：我们分别以千禾 180 天零添加产品、平价零添加产品零

售均价作为行业KA 渠道和流通渠道产品均价，流通渠道销量占比提升下，

预计零添加酱油行业均价持续下行。 

（3） 零添加酱油市场规模：综上所述，我们预计 26 年我国零添加酱油终端市场

规模 72 亿元，22-26 年市场规模复合增速达到 20%，其中流通渠道占比达

到 29%。考虑到核心假设中 2026 年我国零添加酱油销量占比较日本 1977

年仍有较大差距，我们认为零添加产品发展潜力可期。 

表1：2022-2026E 零添加酱油市场规模测算 

  2022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市场规模测算 酱油终端市场规模（亿元） 924 891 908 921 935 

 零添加酱油市场规模占酱油比重 3.8% 5.2% 6.2% 6.9% 7.8% 

 零添加酱油终端规模（亿元） 35 46 56 64 72 

  同比  31.2% 22.1% 13.7% 13.7% 

 KA 渠道规模（亿元） 35.0 40.8 46.1 47.7 51.3 

 同比  16.5% 13.1% 3.5% 7.5% 

 流通渠道规模（亿元）  5.1 10.0 16.0 21.1 

 同比   93.8% 61.0% 32.0% 

 占比  11.2% 17.8% 25.1% 29.2% 

吨价测算 零添加酱油吨价（万元） 2.6 2.3 2.2 2.1 2.0 

 同比  -9.9% -5.5% -5.8% -3.1% 

 KA 渠道吨价（万元，以千禾 180

天零添加为例） 
2.6 2.6 2.6 2.6 2.6 

  
流通渠道吨价（万元，以千禾平

价零添加为例） 
 1.3 1.3 1.3 1.3 

销量测算 我国酱油销量（万吨） 499 470 473 475 477 

 同比 -0.1% -5.9% 0.7% 0.4% 0.4% 

 零添加酱油销量占比 2.7% 4.2% 5.4% 6.5% 7.6% 

 销量占比同比  1.50% 1.20% 1.10% 1.10% 

 零添加酱油销量（万吨） 13.7 19.9 25.7 31.1 36.4 

 同比  45.6% 29.2% 20.7% 17.3% 

 KA 渠道销量（万吨） 13.7 15.9 18.0 18.6 20.0 

 KA 销量占比 100% 80% 70% 6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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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渠道销量（万吨）  4.0 7.7 12.4 16.4 

 流通销量占比  20% 30% 40% 45% 

数据来源：欧睿，渠道调研，京东，东吴证券研究所；标红为核心假设 

1.2.   零添加格局集中，龙头千禾发展势能强劲 

龙头加码零添加产品布局，零添加格局集中。马上赢数据显示，2023Q1-3 海天/千

禾零添加产品在售数分别为 42/68 个，同比分别增加 23/14 个，千禾 SKU 数量领先。持

续完善产品布局、渠道快速发力，2022/2023Q1-3 海天+千禾零添加酱油市占率超过 90%，

行业格局高度集中，龙头优势显著。 

图7：2022/2023Q1-3 海天千禾零添加产品在售数  图8：2022/2023Q1-3 零添加酱油市场格局（销售额计） 

 

 

 

数据来源：马上赢，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马上赢，东吴证券研究所 

24 年春节健康类产品折扣力度较大，千禾动销旺盛。草根调研显示，2024 年春节

期间海天、千禾、欣和均加大零添加、有机等健康产品推广力度，健康类产品折扣率高

于普通产品，其中千禾货架较空，部分产品缺货，动销表现较好，我们认为主因添加剂

事件后消费者对零添加概念认知度提升，千禾乘行业东风持续受益。 

图9：24 年春节期间千禾货架较空  图10：2024 年春节期间酱油主要产品折扣率 

 

 

 

数据来源：草根调研，东吴证券研究所；注：调研于

2024 年 2 月 9 日江苏地区 
 

数据来源：草根调研，东吴证券研究所；注：调研于

2024 年 2 月 9 日江苏地区 

渠道红利持续释放，千禾 24 年发展势能强劲。公司调研反馈，24 年公司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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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行业增速的收入增长，当前公司渠道库存 1.5 个月，较节前有所回落。分渠道来看：

（1）零售渠道中，公司 24 年将推进百万终端计划，渠道下沉深挖终端潜力，渠道红利

下零售渠道有望延续高速增长态势；（2）潜力渠道方面，公司大 B 渠道推进顺利，特

通渠道在培育-进入-发力的开发思路下有望厚积薄发，外贸和高盈利的线上渠道潜力可

期。利润端，成本红利释放+费率较低的传统渠道占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望持续改

善。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千禾 24 年发展势能强劲，预计 23-25 年收入为 32/39/44 亿元，

同比+33%/20%/14%，归母净利润为 5.21/6.71/7.89 亿元，同比+52%/29%/18%，2024 年

3 月 18 日收盘价对应 PE 分别为 33/26/22x，持续重点推荐。 

2.   食品饮料核心推荐及风险提示 

春糖反馈淡季销售正常，市场情绪修正推动板块 估值修复，向下有估值支撑，向

上机会与空间兼具，基本策略是高股 息+优质低估值白酒+风险释放充分的成长标的。

优选底部能扛（动销/库存良性）、中期能见度较高（品牌势能持续、营销领先）的标的。

白酒，推荐持续受益香型/产品/格局红利、估值消化充分、动销反馈积极的：泸州老窖、

山西汾酒、今世缘、迎驾贡酒、古井贡酒等，建议关注：珍酒李渡、伊力特。大众品看

好千味央厨、盐津铺子、劲仔食品、颐海国际、千禾味业；高股息的：伊利股份、双汇

发展、养元饮品；低位企稳明确：安井食品、洽洽食品、中炬高新。啤酒推荐：青岛啤

酒、华润啤酒。餐饮推荐：海底捞。 

 

3.   本周食品饮料行情回顾 

3.1.   板块表现 

本周（2024/03/09-2024/03/15）上证指数上涨 0.28%，深证成指上涨 0.71%，申万

食品饮料指数上涨 5.12%，在 31个申万一级行业（2021）中排名第 2 位。从食品饮料子

行业来看，本周板块涨幅前三的是预加工食品（7.53%）、啤酒（7.24%）、其他酒类（5.67%）。 

图11：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图12：本周食品饮料子版块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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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食品饮料板块中总统计 110家公司，其中上涨 106家，下跌 4家。涨幅

前五分别是：兰州黄河（+22.61%）、金种子酒（+22.27%）、千味央厨（+14.92%）、顺

鑫农业（+13.25%）、泸州老窖（+13.13%）；跌幅前五分别是：龙大美食（+0.14%）、

元祖股份（-0.41%）、双汇发展（-2.32%）、梅花生物（-3.32%)、三只松鼠（-3.99%）。 

表2：本周（2024/3/9-2024/3/15）食品饮料板块内个股涨跌幅前五 

涨幅前五名 周涨幅(%) 收盘价（元） 跌幅前五名 周涨幅(%) 收盘价（元） 

兰州黄河 22.61% 8.35 龙大美食 0.14% 6.94 

金种子酒 22.27% 17.90 元祖股份 -0.41% 17.12 

千味央厨 14.92% 50.46 双汇发展 -2.32% 28.61 

顺鑫农业 13.25% 19.75 梅花生物 -3.32% 10.49 

泸州老窖 13.13% 187.60 三只松鼠 -3.99% 20.91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3.2.   外资持股数据更新 

从沪（深）港通持股情况来看，2024年 3月 15日食品饮料行业陆股通持股占流通

市值比例为 5.28%，环比上周上升 0.04pct，排在 A股各行业 93.55%分位。 

图13：食品饮料行业陆股通持股（%）  图14：各行业陆股通持股占流通市值的比例(%)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3.3.   板块估值 

2024 年 3 月 15 日食品饮料行业 2024 年预期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 43.99%，处于

17 年以来 96.18%的历史分位；24 年 3 月 15 日板块市值对应的 24 年动态 PE 为 20.9X，

处于17年以来5.42%的历史分位。白酒行业2024年预期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42.56%，

处于 17年以来 96.18%的历史分位；24 年 3月 15日板块市值对应的动态 PE为 21X，位

于 17年以来 10.22%的历史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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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食品饮料行业当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及动态

PE 
 

图16：白酒行业当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及动态 PE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4.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4.1.   白酒批价数据 

高端白酒批价：截至本周末（20240315），茅台 23 年整箱批价 2980 元/瓶（单位

下同），环比上周下降 10 元，23 年散瓶批价 2700 元，环比上周下降 5 元，茅台 1935

批价 910 元，环比上周下降 10元；五粮液批价 940元，环比上周持平；国窖 1573批价

875元，环比上周持平。 

图17：高端主要单品批价（元） 
 

图18：次高端主要单品批价（元） 

 

 

 

数据来源：茅粉鲁智深、今日酒价、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今日酒价、东吴证券研究所 

 

4.2.   乳制品重点数据 

国内原奶价格：2024年 3月 7日内蒙、河北等 10个奶牛主产省（区）生鲜乳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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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3.56元/千克，同比下降 11.2%，环比下降 0.6%。 

乳制品进口量及价格：根据中国奶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 12 月我国奶粉进口数

量 3.89万吨，进口金额 1.34亿美元；奶粉单价 3445美元/吨。 

终端价格：2024年 3月 8日，进口婴幼儿奶粉零售均价 270.26 元/千克，同比上升

0.7%，国产奶粉均价 225.97 元/千克，同比上升 2.5%。牛奶零售价 12.33元/升，同比

下降 2.5%；酸奶 16.12元/升，同比下降 1.2%。 

图19：生鲜乳均价（元/千克）  图20：牛奶及酸奶零售价（元/升）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4.3.   肉制品重点数据 

生猪价格：2024年 3月 15日生猪价格为 14.72元/千克，环比上升 0.14%，仔猪价

格为 30.44元/千克，环比上升 2.8%。 

猪粮比价：2024年 3月 16日为 6。 

图21：生猪和仔猪价格（元/千克）  图22：猪粮比价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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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啤酒重点数据 

啤酒产量：2023年 12月，我国啤酒产量为 214.8万吨，同比下降 15.30%。 

进口大麦价格：2023年 12月，进口大麦单价为 289美元/吨，同比下降 29.5%，环

比下降 1.9%。 

图23：啤酒产量（万吨）  图24：进口大麦单价（美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注：每年 2 月数

值为 1-2 月累计值，其他月份为当月值）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4.5.   调味品重点数据 

大豆价格：2024 年 3 月 15 日数据，非转基因大豆的主要标的黄大豆 1 号价格为

4780元/吨，同比下降 13.9 %，环比上升 3%。 

食糖价格：2024 年 3 月 14 日数据，食糖价格 6706 元/吨，同比上涨 5.69%，环比

上涨 0.27%。 

食盐价格：近 5 年来，食盐价格呈上升趋势，2024 年 3 月 8 日价格为每公斤 5.27

元。 

可可价格：可可价格环比上升，2024 年 2月为 5640.09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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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黄豆期货价格（元/吨）  图26：国内大豆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27：国内食糖价格（元/吨）  图28：食盐价格零售价（元/公斤）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5.   本周行业要闻 

3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2 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下降 0.1%。3 月 9日，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

下降 0.1%，影响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约 0.03 个百分点；食品烟酒类价格环

比上涨 2.2%，影响 CPI上涨约 0.63个百分点。（微酒） 

3 月 11 日：泸州老窖封藏大典举办。3 月 11 日，一场盛大的泸州老窖封藏大典将

在酒城泸州拉开帷幕。本次大典以“浓香 700 年 龙启新纪元”为主题，旨在传承和弘

扬泸州老窖始创的浓香白酒传统酿制技艺。（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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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日：茅台集团总经理王莉：茅台数字化转型框架已形成。近日，在茅台集团

召开的 2024 年数字化工作会上，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莉透露，茅台云、大

数据、骨干网数字底座基本建成，茅台数字化转型框架已经形成，有能力进入智慧茅台

2.0 建设时代。王莉指出，智慧茅台 1.0 建设自启动以来，茅台云、大数据、骨干网数

字底座基本建成；“i 茅台”数字营销平台创新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模式，整合企业内部

供应链与 1884 家供应商；巽风数字世界开启“数实融合”新业态，茅台数字化转型框

架已经形成，已经有能力进入智慧茅台 2.0建设时代。（微酒） 

3 月 11 日：《金种子馥合香白酒》团体标准发布。3 月 11 日，中国酒业协会发布

关于批准发布 T/CBJ 2114《金种子馥合香白酒》团体标准的通告。公告表示，中国酒业

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根据《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2019 修订版）》的规

定，现批准 T/CBJ 2114《金种子馥合香白酒》团体标准，并予发布，自 2024年 4月 11

日起实施。（微酒） 

3月 11日：洋河 10万吨陶坛库项目投用。3月 11日，据洋河股份公众号消息，洋

河股份新建的 10 万吨陶坛库项目已建成投入使用，这意味着洋河原酒储存规模进一步

增加，形成以陶坛酒库为中心的超百万吨储酒规模。陶坛储存是成就高品质白酒不可或

缺的环节。洋河目前年产优质原酒 16万余吨，储酒能力最高可达 100 万吨，储有近 70

万吨不同年份的原浆陈酒。（微酒） 

3月 12日：泸州老窖 2024年推动渠道终端扩容机制。3月 12日，在泸州老窖召开

的年度经销商表彰暨营销会议上，泸州老窖总经理林锋表示，2023年，公司销售规模创

造新纪录，国窖 1573 和泸州老窖品牌销售均实现重大跨越，公司核心单品和核心渠道

均实现 10 亿级突破。2024 年，公司将把消费者开瓶率作为核心考核指标，持续推动区

域市场下沉竞争和渠道终端扩容机制。（微酒） 

3月 12日：金徽酒 2024年重点打造西北、华东与北方根据地市场。3月 12日，金

徽酒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在金徽酒 2024 年度工作会议上，金徽酒董事长周志刚

表示，2024 年将继续加快营销转型，同时推进金徽酒西北五省（区）根据地市场建设，

并把华东、北方市场打造成金徽酒的第二根据地市场。此外，金徽酒计划 2024 年推进

甘青新（甘肃、青海、新疆）市场一体化和陕宁（陕西、宁夏）市场一体化建设，把西

北五省（区）打造成金徽酒根据地市场，把华东、北方市场打造成金徽酒的第二根据地

市场；金徽酒还计划把互联网公司打造成金徽酒全国化布局的线上平台，推动销量增长。

在品牌建设上，金徽酒计划 2024年围绕产区建设，打造中国知名白酒品牌。（微酒） 

3月 12日：张裕发布董事变动公告。3月 12日，张裕发布《关于董事变动的公告》，

公告称，陈殿欣董事因工作调整，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 2024 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刘勋章先生被选举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本次变

更后，公司董事成员为刘勋章先生、阿尔迪诺 玛佐拉迪先生、Stefano Battioni 先生、

恩里科 西维利先生、张昀女士、周洪江先生、孙健先生、李记明先生、姜建勋先生、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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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林先生、段长青先生、刘惠荣女士、于仁竹先生和王竹泉先生，上述人员后 5位为独

立董事。（微酒） 

3月 12日：贵州时代酒业 2023年销售过亿元。近日，据贵州时代酒业（集团）有

限公司酒库负责人透露，2023年贵州时代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全年生产瓶装白酒 2500

余吨，预计销售额 1亿余元。2024年，公司加足马力抓生产，为冲刺首季度“开门红”、

实现“全年红”夯实基础。（微酒） 

3 月 15 日：国台国标 3·15 再上新，百亿大单品战略进入第二阶段。3 月 15日，

国台国标（2019年酿造）上市发布暨第三届国台国标真实年份酒品鉴节在全国 31 个城

市同步举行。（微酒） 

 

6.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行业需求恢复不及预期、加盟门店扩张速度不及预期、食品安

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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