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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普索联合腾讯，对中国白酒饮用人群进行全国范围

内的消费者洞察研究，我们人群覆盖：

• 3100个被访者
• 覆盖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
• 跨越1-4线城市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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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饮用地图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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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云南、安徽喝最多，北京喝最贵

河南、四川、云南 喝白酒的人更多

辽宁、广西、福建 喝白酒的频率更高

河北、浙江 喝白酒的单次饮用量更大

一线城市引领着高端白酒的消费 443元

289元
是购买单瓶白酒（500毫升）的均价

年轻人更倾向于中等偏下价位白酒 188元

北京人购买白酒的平均单价最高 456元

全国范围内：前三最能喝的省份：

四川

云南

安徽

5.8两

5.7两

5.6两

该省份人均每月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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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个月饮用过洋河

过去6个月饮用过茅台系列酒

而洋河及茅台系列才是饮用上
品牌的‘主流’

针对认知前十的白酒品牌，各
自认知率均超过70%

复苏的白酒市场呈现出多元化的消费者结构，洋河&茅台“齐头并进”

有24%的人在过去6
个月内饮用过白酒

的白酒消费者认为和过去一年相比，
今年饮用白酒的次数变多了

男性是白酒饮用的主力 40岁+饮用白酒频率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的男性
在过去6个月
喝过白酒

的40岁+人群
认为自己今年
饮用白酒次数
变少了

的40岁+人群
依旧表示
自己饮用白酒
次数变多了

全国范围内… 并且…

白酒市场依旧巨大，复苏态势明显 消费者对白酒品牌认知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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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云南省和安徽省被列为‘饮酒力’最强前三

根据每个省份的饮用白酒渗透率、人均白酒饮用量以及白酒饮用频率三个维度的指标，来评判哪个省份 “更
能喝酒”： 其中前三名分别是四川省、云南省和安徽省。

上
海

天津

该省份饮酒力

各个省份‘饮酒力’排名地图

饮酒力=渗透率✖️人均单次白酒饮用量✖️人均每月白酒饮用频率 （各省份‘饮酒力’计算方法&指标）

5两以上

4两-4.9两

3.5两-3.9两

2两-3.4两

*不考虑该省份人口

第一名 四川省 5.8两

第二名 云南省 5.7两

第三名 安徽省 5.6两

第四名 湖北省 5.5两

第五名 黑龙江省 5.0两

第六名 河南省 4.9两

第七名 河北省 4.7两

第八名 山东省 4.4两

第九名 江苏省 4.4两

第十名 贵州省 4.4两

酒桌上十个最能“打”的省份

北京

甘肃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山东

江苏
安
徽

河南

山西

陕
西

湖北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湖南
贵州

广西云南

四川

宁夏
青海

西藏

新疆

重庆

海南

香港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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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黑龙江

山东

江
西

浙
江

福
建

广东

湖南

宁
夏

上
海

在白酒渗透率、频率和饮用量上，省份分布各异

四川、云南和河南饮酒人群占比更大—平均每10个河南人里就有4个喝白酒的人；

辽宁、广西、福建饮用频率位居前三；

河北和浙江‘高’在人均饮用量：人均每次饮用量将近半斤。

题号：S7，过去6个月是否饮用过白酒；S9，过去6个月饮用白酒的频率；D4b，最近一次一桌人的饮用量；D4a，最近一桌几个人喝白酒

整体平均饮用频率

3.6次/月
黑龙江

山东

安
徽

河
南

湖北

贵
州云

南

四
川

北京

各省份白酒饮用频率 各省份白酒人均单次饮用量

35%以上
30%-34%
25%-29%

每月4-5次
每月3.5-4次

4.5两及以上
4.2两-4.5两

河
北 辽宁

安
徽

陕西

湖北 浙
江

福
建

广西云南

四川

海南

*只标记各个指标下前十名省份

辽宁、广西和福建，喝白酒频率更高河南、四川和云南，喝白酒的人更多 河北和浙江，喝白酒饮用量更大

各省份白酒渗透率

整体平均单次饮用量

4.2两/次
整体平均渗透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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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有更多的白酒饮用者，引领着白酒的‘增长’

在新疆、四川和甘肃，分别高达四成的白酒饮用者表示饮用白酒的频率提升了

甘肃

河北

黑龙江

山东

安
徽

河南

山西

陕西

江西
浙江

广东

湖南
贵州

云南

四川

宁夏

青海

西藏

新疆

重庆

海南

香港
澳门

饮用白酒次数增加的比例%

题号： S9-1，过去一年饮用频率对比上一年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40%

35%-40%

30%-39%

<30%

43%

42%

41%

38%

38%

38%

38%

36%

36%

36%

四川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甘肃省

北京市

黑龙江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浙江省

安徽省

江西省

Top10 省份

甘肃

甘肃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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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白酒

啤酒

红酒/葡萄酒

近1/4的消费者表示

过去半年内饮用过白酒

24%

TOP3 品类

33%

与去年对比，饮用白酒的次数变化

10% 认为自己饮用次数减少了

57% 认为自己饮用次数没变

增长

大概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在过去6个月内饮用过白酒；33%的白酒消费者表示对比去年，饮用白酒次数增加，
多一半的人饮用白酒次数没变。

题号： E2，过去一个月白酒信息的获取渠道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白酒市场依旧巨大，随着疫情的好转，白酒凸显复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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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依旧是男性的‘主战场’

过去6个月饮用过白酒%

VS

近四成的男性在过去6个月内有过饮用白酒的经历，而只有一成的女性在过去6个月饮用过白酒。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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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8%

33% 29% 31%

8% 7% 7%

15% 16%
18-24岁 25-29岁 30-40岁 41-54岁 55岁及以上

白酒饮用次数增加 白酒饮用次数减少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40岁+的饮酒人群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40岁+的人群开始渐渐地“不胜酒力”，其中15%+的人认为自己对比上一年饮用白酒次数减少，
但是仍有1/3的人表示更多饮用白酒，40岁+饮用白酒的人群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

题号： S9-1，过去一年饮用频率对比上一年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饮用白酒频率变化 | 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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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40

11 14

整体

不同人群购买白酒的价格略有不同，均价在289元/瓶

31%的一线城市人群最经常购买较高价格白酒，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级别；
年轻人（18-24岁）购买白酒价格较低；
东部城市的白酒消费者对于白酒的支付能力更强。

289 元/瓶（500ml）

购买白酒价格（元/500ml/瓶）| 分人群

城
市

级
别

题号： S11，过去一个月最经常购买的白酒价格段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41 35 33 34 32
50 38 39 40 41

4 13 10 12 126 14 16 14 15

18-24岁 25-29岁 30-40岁 41-54岁 55岁及以上

21
31

40 3834 37
44 43

14 15
7 9

31
17

9 10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平均而言，大家最
经常购买的白酒价格在

年
龄

35 32 35 34 3540 40 41 40 38

13 10 12 11 1112
17

12 15 16

中部 东部 西部 南部 北部

购买白酒价格（元/500ml/瓶）| 分城市区域

100元以下
100元-299元
300元-599元
600元及以上

278元/瓶 308元/瓶 268元/瓶 292元/瓶 302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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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河抢占了不止“男人的情怀”，更是现有的白酒市场

在全国范围内，“洋河”和“茅台”成为了大家最经常饮用的白酒品牌。

题号： A1，品牌认知度；A2，过去6个月喝过的品牌；A3，最经常饮用品牌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31 

18 

15 

40 

20 

22 

16 

14 

12 

11 

茅台

五粮液

剑南春

洋河

泸州老窖

郎酒

汾酒

水井坊

国窖1573

古井贡酒

13 

2 

3 

13 

7 

7 

5 

2 

3 

2 

茅台

五粮液

剑南春

洋河

泸州老窖

郎酒

汾酒

水井坊

国窖1573

古井贡酒

91 

87 

84 

83 

82 

81 

79 

76 

75 

74 

茅台

五粮液

剑南春

洋河

泸州老窖

郎酒

汾酒

水井坊

国窖1573

古井贡酒

其中飞天仅占1% 其中飞天仅占1%（包含茅台系列酒及飞天） （包含茅台系列酒及飞天） （包含茅台系列酒及飞天）

白酒品牌的认知和饮用% | 整体人群 认知 饮用（过去六个月） 最常饮用



14© Ipsos |白酒消费者洞察报告 X X

洋河抢占了不止现有的白酒市场，更是白酒未来的主力消费人群

“洋河”在年轻人最常饮用的白酒品牌中一骑绝尘，而后起之秀“江小白”也在18-24岁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抢占到了一席之位。更
值得关注的是，洋河得益于品牌形象的打造和重塑，在年轻人当中也受到很高的认可。

34 

17 

10 

8 

46 

21 

6 

17 

6 

28 

茅台

郎酒

五粮液

剑南春

洋河

泸州老窖

古井贡酒

汾酒

水井坊

江小白

*茅台：代表各个价位段的所有茅台酒

92 

90 

89 

85 

85 

83 

79 

77 

75 

72 

茅台

郎酒

五粮液

剑南春

洋河

泸州老窖

古井贡酒

汾酒

水井坊

江小白

9 

8 

1 

0 

19 

9 

2 

5 

0 

6 

茅台

郎酒

五粮液

剑南春

洋河

泸州老窖

古井贡酒

汾酒

水井坊

江小白

其中飞天仅占1% 其中飞天仅占1%
（包含茅台系列酒及飞天） （包含茅台系列酒及飞天） （包含茅台系列酒及飞天）

白酒品牌的认知和饮用% | 18-24岁人群 认知 饮用（过去六个月） 最常饮用



15© Ipsos |白酒消费者洞察报告 X X

85% 83% 81%

49%

34% 31%
26%

21%
13% 12% 11%

71% 68%

58%

15%

5% 7% 7%
3% 3% 3% 2%

浓香型 酱香型 清香型 兼香型 老白干香型 特香型 净香型 米香型 芝麻香型 馥郁香型 凤香型

知道哪些香型 过去6个月喝过哪些香型

酱香强势占位，与浓香以及清香并肩成为白酒香型中的“三剑客”

随着近几年酱香热持续发酵，已成为和浓香型白酒一样重要的白酒香型；清香型白酒在年轻群体中的表现也十分亮眼，65%
的年轻人（18-24岁）对清香型白酒更青睐。

65%的年轻人在过去6个月中喝过清香型白酒

题号： A5-1，知道哪些香型；A5-2，过去6个月喝过哪些香型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白酒主要香型在白酒消费者中的渗透率% | 整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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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天津

北京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山东

江苏

安徽

河南

山西

陕西

湖北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湖南
贵州

广西云南

四川

宁夏

青海

新疆

重庆

海南

香港
澳门

西藏

中南部地区以及广东人对酱香型白酒更加青睐

倾向于饮用酱香型白酒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同样和整体比较而言，
广东、新疆和内蒙古也更加青睐酱香型白酒。

台湾

当地酱香型TGI指数>100

当地酱香型TGI指数<100

和全国白酒饮用者相比，各省份在酱
香型上的倾向性

题号： A5-2，过去6个月喝过哪些香型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甘肃

当地酱香型TGI指数>110

TGI指数：代表目标群体在整体群体中的强势或弱势指数

白酒主要香型在白酒消费者中的渗透率% | 分省份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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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0 

46 

22 

0 
-34

51 

34 

16 

7 

5 

“追随潮流”喝茅台

茅台在酱香型白酒品牌独占半壁江山，并且大部分消费者是因为受到周边环境影响而去喝酱香型白酒；但
‘潮流’退去之后，或被在口感上更受到消费者认同的“浓香”以及“清香”型白酒替代。

茅台

郎酒

习酒

贵酒

国台酒

NO.1

NO.2

NO.3

NO.4

NO.5

现在市面上酱香型白酒品牌越来越多了

优质酱香型白酒产品很稀缺

我身边谈论/饮用酱香型白酒的人变多了

我很喜欢酱香型白酒的口味/口感

酱香型白酒比其他香型白酒更健康

喝了酱香型白酒就喝不惯其他香型了

%

题号： A6-2，过去6个月喝过哪些酱香品牌；A7-1，对酱香的评价 基数：过去6个月喝过酱香的人N=2108

%

过去6个月饮用过的酱香型白酒品牌% 大家对酱香型白酒品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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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和西部饮酒人群对清香型白酒接受度更高

与整体人群相比，北部以及西部白酒饮用者对清香型白酒更加青睐
江苏人爱喝的不止是浓香，他们对清香型白酒也十分热爱

上海

天津

当地清香型TGI指数>100

当地清香型TGI指数<100

题号： A5-2，过去6个月喝过哪些香型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当地清香型TGI指数>110

甘肃

河北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山东

安徽

河南

山西

陕西

湖北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湖南

广西
云南

四川

宁夏

青海

新疆

重庆

海南

香港
澳门

台湾

内蒙古

江苏

贵州

北京

过去6个月饮用过的酱香型白酒品牌%白酒主要香型在白酒消费者中的渗透率% | 分省份

和全国白酒饮用者相比，
各省份在清香型上的倾向性

TGI指数：代表目标群体在整体群体中的强势或弱势指数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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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抓住年轻人，首先就要抓住年轻人的“胃”

江小白作为清香型白酒的后起之秀，一跃成为清香型白酒品牌的第二；而大部分消费者是因为觉得清香型
白酒更“对自己胃口”而去饮用。

35%

35%

30%

8%

5%

牛栏山

江小白

汾酒

汾阳王酒

天佑德青稞酒

NO.1

NO.2

NO.3

NO.4

NO.5

42%

38%

30%

30%

22%

-52%

清香型白酒的口味更适合年轻人

清香型白酒的口味更适合白酒轻度用户

现在市面上清香型白酒品牌越来越多了

我很喜欢清香型白酒的口味/口感

我身边谈论/饮用清香型白酒的人变多了

清香型白酒比其他香型更健康

题号： A8-2，过去6个月喝过哪些清香品牌；A9-1，对清香的评价 基数：过去6个月喝过清香的人N=1797

过去6个月饮用过的清香型白酒品牌% 大家对清香型白酒品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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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区域的“酒友们”更多

东部
3.9两

中部
4.4两

南部
3.9两

北部
3.8两

西部
3.2两

中部区域的白酒饮用者，人均每月要消费4.4两白酒，北部南部东部三个区域的每月人均白酒饮用量比较接近

在过去的6个月中，各区域在白酒香型上的倾向性：

中部

东部

西部

南部

北部

兼香型

浓香型

兼香型

酱香型

清香型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仅在占比10%以上的香型进行排序）

题号：S7，过去6个月是否饮用过白酒
S9，过去6个月饮用白酒的频率
D4b，最近一次一桌人的饮用量
D4a，最近一桌几个人喝白酒

渗透率x人均白酒饮用量x白酒饮用频率

该区域饮酒力

4两以上

3两-3.9两

3两以下

东部包含上海，福建，山东，安
徽，浙江，江西，江苏

北部包含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北京，天津，河北

中部包含山西，河南，湖北，
湖南

南部包含广东，广西，海南，
云南，贵州

西部包含新疆，西藏，青海，甘
肃，四川，重庆，陕西，宁夏，



大家都在什么场合下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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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饮用的场景带来的营销机会，尚有很多等待被开发

聚会以及应酬是白酒消费的
最重要场合

中等价位的中餐厅是白酒饮用的
主要场所

聚会以及应酬占据了
8成的白酒消费场合

一人独饮或许也能成为新的白酒
场景营销突破点

43%的白酒饮用者
曾独自饮用过白酒

应酬类场景会是白酒品类发展和
消费升级的机会点

>44%的白酒饮用者表示
在该场景饮用更贵白酒 32%的白酒饮用者最近一

次在中档餐厅饮用白酒

更多人在“饭点”饮用白酒

67%的白酒饮用者在
17点-21点之间饮用白酒

>20%的白酒饮用者表示
在该场景更多饮用白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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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以及应酬是白酒消费的最重要场合；而9%的人还会独自饮用白酒

聚会以及应酬占据了将近80%的白酒消费场合

最近一次饮用白酒的场合%

题号： D1a-1，最近一次饮用白酒的场合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聚会场合 应酬场合

朋友/同学聚会

22%

同事/公司聚会

15%

大型家庭聚会
（非婚宴/寿宴）

8%

商务应酬

20%

私人应酬
（如托人办事）

7%

政务
应酬

2%

小家庭
日常正餐

9%

夫妻情侣约会1%

一人独酌

9%

婚宴3%
生日宴

2%

品
鉴
美
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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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2%

25%

39%
42%

27%

17%
19%

17%

26%

11%

34%

朋友聚会 同事聚会 大家庭聚会 商务应酬 私人应酬 政务应酬 婚宴 生日宴 日常正餐 夫妻约会 一人独酌 品鉴美酒

39%消费者认为他们更多在商务/私人应酬这种场合下喝酒（不仅仅是白酒）；
此外，同事/朋友聚会以及品鉴美酒也是比较有潜力的场景

均值

27%

题号： D1d-1，饮用场景的变化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更多消费者，选择在聚会、应酬以及品鉴美酒场景下饮酒

更多在该场景下饮用酒类产品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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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酒而言，应酬的场景依旧是白酒品类发展和消费升级的机会点

应酬和同事聚会饮酒场景下，会更多饮用白酒并且会饮用更贵的白酒产品；此外，朋友聚会也是比较有
潜力的场景，或许亲民价格的白酒产品在该场景下更为适合；而夫妻约会时，也会喝更贵的白酒产品。

朋友聚会

同事聚会

大家庭聚会

商务应酬 私人应酬

政务应酬

婚宴

生日宴

日常正餐

夫妻约会

一人独酌

品鉴美酒

均值：20%

均值：44%

数值=更多在该场景喝白酒%-更少在该场景喝白酒%

题号： D1d-1，饮用场合的变化； D1d-2，饮用价格的变化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越来越多 (该场景喝白酒更多%）

越
来

越
贵

(该
场

景
喝

白
酒

更
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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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人群在不同消费场景对其他酒类偏好不同

啤酒、葡萄酒和洋酒也是白酒饮用者的酒类选择，
对于应酬和宴会，洋酒更被青睐；清酒/烧酒在独饮时更受欢迎。

77%
啤酒 19%

洋酒

28%
葡萄酒

14%
清酒/烧酒 7%

黄酒

6%
预调酒

朋友聚会 同事聚会 大家庭聚会 商务应酬 私人应酬 政务应酬 婚宴 生日宴 日常正餐 一人独酌

啤酒 啤酒 啤酒 啤酒 啤酒 啤酒 啤酒 啤酒 啤酒 啤酒

84% 77% 78% 72% 75% 65% 73% 61% 79% 66%

葡萄酒 葡萄酒 葡萄酒 洋酒 葡萄酒 洋酒 洋酒 洋酒 葡萄酒 清酒/烧酒

29% 29% 31% 37% 24% 40% 37% 31% 22% 26%

洋酒 洋酒 洋酒 葡萄酒 洋酒 葡萄酒 葡萄酒 葡萄酒 洋酒 葡萄酒

21% 27% 19% 31% 23% 35% 23% 24% 15% 17%

清酒/烧酒 清酒/烧酒 清酒/烧酒 清酒/烧酒 清酒/烧酒 清酒/烧酒 清酒/烧酒 预调酒 清酒/烧酒 洋酒

15% 7% 15% 8% 10% 18% 20% 16% 12% 9%

黄酒 预调酒 预调酒 黄酒 黄酒 黄酒 黄酒 黄酒 预调酒 黄酒

7% 7% 6% 6% 5% 15% 7% 12% 6% 9%

预调酒 黄酒 黄酒 预调酒 预调酒 预调酒 预调酒 清酒/烧酒 黄酒 预调酒

5% 5% 4% 4% 5% 3% 3% 8% 6% 5%

绿框代表和整体人群的index>120

占
比
由
高
到
低

题号： D1b，过去6个月相同场景还喝什么类型的酒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各场景下饮用其他酒类产品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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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酬以及品酒的场合下，白酒的消费价格相对较高

朋友聚会 同事聚会 大家庭聚会 商务应酬 私人应酬 政务应酬 婚宴 生日宴 日常正餐
情侣/夫妻

约会
一人独酌 品鉴美酒相应场景平均价格

100元以下

100-299元

300-600元

¥224 ¥257 ¥253 ¥439 ¥345 ¥379 ¥274 ¥303 ¥215 ¥198 ¥212 ¥360

平均价格：
289元/瓶（500ml)

600元及以上

题号： D6，最近一次饮用的价格段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应酬和品酒场合下白酒花费较高，而在朋友/同学聚会及宴会场合下，更多的是中等价位的白酒

各场景下饮用白酒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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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价位的中餐厅是白酒饮用的主要场所

餐厅是饮用白酒的主要场所，其次就是在自己家里饮用

题号： D3，最近一次饮用地点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人均100-300的中餐厅 32%

自己家 16%

人均50-99的中餐厅 13%

人均500+的中餐厅 10%
亲戚/朋友家 8%

人均300以下的西餐厅 5%

人均300以上的西餐厅 4%

夜市排档 4%

融合餐厅 3%

高档私人会所 2%

中餐外的亚洲餐厅 1%

量版KTV 1%

普通静吧 1%

夜店闹吧 1%

白酒饮用者最近一次饮用白酒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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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70% 64% 68%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63% 66% 67% 70% 64%

18-24岁 25-29岁 30-40岁 41-54岁 55岁+

28% 67% 5%

深夜/凌晨 傍晚/夜晚 白天

67%的消费者在傍晚/夜晚的“饭点”饮用白酒

41-54岁成熟人群相比整体人群而言，更多在夜晚饮用白酒

城市级别 年龄

傍晚/夜晚喝酒占比|分人群%

(下午5点-9点) (上午8点-下午5点)(晚上9点以后)

题号： D3-1，最近一次饮用时间段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分年龄段分城市级别

白酒饮用者最近一次饮用白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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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自己喜欢喝白酒的人群较少；
多一半的55岁+人群因为自己本身爱喝而去喝白酒

对饮用白酒的喜爱主要由 较成熟人群 带动，除了一线城市，其他城市级别人群对饮用白酒的态度较一致

比较喜欢喝白酒
自己平时就会喝

场合需要，都喝，
不好意思不喝

场合不会主动喝
一般是被劝酒

46%

42%

12%

39% 44% 44% 46% 57%51%
43%

43% 42% 34%

10% 13% 13% 12% 9%

18-24岁 25-29岁 30-40岁 41-54岁 55岁及以上

37%
48% 47% 45%48%

40%
41% 44%

15% 13% 11% 11%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城
市

级
别

年
龄

喝白酒的‘态度’|分人群%喝白酒的‘态度’|整体人群%

题号： D1g，最近一次在什么情况下喝白酒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白酒饮用者饮用白酒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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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主要还是在开心和轻松的氛围下饮用白酒

消费者更愿意在开心、轻松以及热闹的氛围下饮用白酒，其中，有更多的18-24岁年轻人偏爱热闹的氛围；
品牌可以借助场景氛围去打造更有情感性的营销，不同的情绪切入或许会有更多的营销上的‘化学反应’

43%的年轻人选择

在热闹的氛围下喝酒

热闹
38%

开心
43%

轻松
41%

融洽
37%

舒适
36%

温馨
23%

放飞自我
16%拘束

4%正式
20%

无趣沉闷 2%

苦闷 1%

充满回忆
14%

27%的年轻人选择在

放飞自我的氛围下喝酒仅有14%的

年轻人会在正式的

氛围下喝酒

题号： D5，最近一次喝酒的氛围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寂寞 1%

白酒饮用者饮用白酒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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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情遭遇较差的情况下，饮酒量会相对更多

“借酒消愁”或许是忘记一切烦恼的最好办法

热闹的 融洽的 有礼节的 拘束的 充满回忆的 放飞自我的 苦闷的 无趣沉闷的 寂寞的 开心的 轻松的 舒适的 温馨的

5.1 5.1

4.4 4.4
4.3 4.2

4.1 4.1

4.3

4.1

4.5

4.1 4.1

苦闷的 无趣沉闷的 寂寞的 拘束的 有礼节的 充满回忆的 轻松的 舒适的 融洽的 温馨的 放飞自我的 热闹的 开心的

最
近

一
次

白
酒

饮
用

量
（

两
）

平均饮用量：4.2两

从苦闷无趣到热闹开心

白酒饮用量 X 饮酒氛围

题号： D5，最近一次喝酒的氛围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不同氛围下的白酒饮用量



白酒的购买行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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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在白酒上的购买行为

54%的年轻白酒消费者认为他们总是

会很热心的向周围人推荐好的白酒产品

49%的年轻白酒消费者认为他们更倾

向于喝和别人相同的酒

26%的老年白酒消费者认为他们更倾

向于在家里收藏白酒

喜欢寻找“共鸣”的年轻人

喜欢收藏的老年人

一线城市的白酒消费者更喜欢去“白酒
品牌专卖店”以及“独立烟酒店”购买
白酒。

一线城市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较强

女性消费者的白酒购买行为相对于男性
来说，更多发生在“超市/大卖场的内
部白酒货架”，“便利店”以及“餐饮
渠道”，而不是去目的性更加明确的白
酒购买场所购买白酒。

女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更加“随机”

以30岁为分水岭，30岁以后年龄段的消
费者并不倾向在线上购买白酒。

年轻人更爱网购

消 费 者 对 白 酒 的 购 买 行 为 各 异

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白酒的
行为态度也各不一样

89%的白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了解

白酒的相关信息；而消费者在互联网

上的信息来源并不集中，分散到各个

互联网自媒体渠道。对于品牌商而言，

如何优化投放资源做推广，或将会是

重点考虑的问题。

互联网霸屏着白酒的信
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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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更渴望得到“认可”，老年人更喜欢收藏

45%
44%

42%
39%
38%
38%

32%
30%

25%
22%

18%

年轻人更热衷于向周围人“安利”好的白酒产品，并且展现自己很“合群”；5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喜欢自己
收藏白酒。

如果是和一群人一起，我倾向于跟他们喝相同的酒

我觉得好的白酒产品，总是很热心的向周围人推荐

别人向我推荐的白酒产品，我总是很乐于尝试

有特色的白酒产品总是很吸引我的注意

我会主动尝试一些从未饮用过的白酒产品

我对白酒非常感兴趣，总是很关心白酒相关的咨询、信息

我对现在新流行的白酒品牌更感兴趣

我会寻找那些提供特别口味饮料的酒吧和餐厅

我觉得酒的度数越高，品质越好

我喜欢在家里收藏白酒

我更喜欢度数低，口感清甜的白酒

题号： F2，白酒饮用习惯及生活状态描述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对白酒的行为态度 | 整体人群

18-24岁人群：
喝相同的酒 49%
向周围人推荐 54%

即各个因素在18-24岁人群的占比

55+人群：
收藏白酒 26%

即各个因素在50+人群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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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喝酒的过程”以及“获得自由自在的快乐”是大家喝白酒的两大因素

24%
22%

19%
17%
17%

16%
16%

15%
15%
15%
15%

能让我享受与人喝酒的过程

让我享受自由自在、心随我动的快乐

让我社交如鱼得水，获得满足感

给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鲜感

能体现我年轻开放的态度

体现我的豪爽、耿直，让我获得认可

谈工作/事情更有效，让我感到顺心

展现我的个人品味和鉴赏力

重视别人的意见以示尊重，以便让我更好地融入群体

让我返璞归真，享受内心的平静

让我享受安于现状带来的舒适感

18-24岁人群：
社交的满足感 24%
生活的新鲜感 22%
年轻开放的态度 30%

题号： D5，最近一次喝酒的氛围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即各个因素在18-24岁人群的占比

“享受喝酒过程”和“自由自在的快乐”依然是大家饮用白酒的主要因素。而“社交的满足感”“生活的新鲜感”“年轻
开放的态度”是现在的年轻人喝白酒更注重的情感需求

饮用白酒的因素 | 整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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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便利店更受女性白酒消费者喜爱

相对来说，女性白酒消费者更喜欢从“超市内部白酒货架”以及“便利店”购买白酒产品。

连锁品牌烟酒店 白酒品牌专卖店
（单一品牌）

独立烟酒店
（多品牌）

超市/大卖场
（内部白酒货架）

电商/网络渠道 超市/大卖场
（独立烟酒专柜/

店）

餐饮渠道 便利店 批发市场

题号： A4，最常购买白酒的渠道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整体人群% 25 23 13 12 10 6 6 3 2

男性 26 24 13 10 10 6 6 3 2

女性 22 22 12 16 10 5 7 5 1

获取白酒信息渠道 | 分性别

<60 <90 >110 >120

目标群体在整体群体中的强势或弱势指数，用以下字体颜色表示：

各渠道在各个
人群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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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人群% 25 23 13 12 10 6 6 3 2

18-24岁 24 21 10 14 13 5 5 3 3

25-29岁 24 21 11 13 14 5 6 4 2

30-40岁 26 23 13 11 9 6 6 4 2

41-54岁 25 25 12 10 9 6 6 3 2

55岁及以上 25 24 14 10 8 7 7 3 2

连锁品牌的烟酒店依旧是白酒购买的主要渠道；
而品牌专卖店更适合30岁以上的成熟人群

年轻人的白酒购买更多发生在“超市内部白酒货架”以及“网购”，而中老年人更倾向去“白酒品牌专卖店”
以及“独立烟酒店”购买白酒。

<60 <90 >110 >120 题号： A4，最常购买白酒的渠道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连锁品牌烟酒店 白酒品牌专卖店
（单一品牌）

独立烟酒店
（多品牌）

超市/大卖场
（内部白酒货架）

电商/网络渠道 超市/大卖场
（独立烟酒专柜/店）

餐饮渠道 便利店 批发市场

目标群体在整体群体中的强势或弱势指数，用以下字体颜色表示：

获取白酒信息渠道 | 分年龄

各渠道在各个
人群中的占比%



39© Ipsos |白酒消费者洞察报告 X X

电商更受到一二线消费者的青睐

除了线上渠道外，一线城市的白酒消费者的白酒品牌意识更强，他们更喜欢去“白酒品牌专卖店”以及“独立烟酒
店”购买白酒。相反，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者更喜欢去一些相对便宜的地点购买白酒。

题号： A4，最常购买白酒的渠道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整体人群% 25 23 13 12 10 6 6 3 2

一线城市 24 25 15 11 12 5 5 3 0

二线城市 24 23 13 13 12 6 6 2 2

三线城市 25 23 13 11 9 7 6 4 3

四线城市 25 21 13 12 9 6 6 4 2

连锁品牌烟酒店 白酒品牌专卖店
（单一品牌）

独立烟酒店
（多品牌）

超市/大卖场
（内部白酒货架）

电商/网络渠道 超市/大卖场
（独立烟酒专柜/店）

餐饮渠道 便利店 批发市场

获取白酒信息渠道 | 分城市级别

<60 <90 >110 >120

目标群体在整体群体中的强势或弱势指数，用以下字体颜色表示：

各渠道在各个
人群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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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传统的行业也难逃被“互联网”所笼罩

哪怕白酒作为一个十分传统的行业，但是互联网依旧是大部分消费者了解到白酒信息的最佳渠道。

30% | 抖音等短视频APP

29% | 天猫、京东等购物APP/网站

27% | 今日头条等新闻类APP/网站

26% | 百度、搜狗等搜索APP/网站

25% | 微信

25% | 酒类论坛（如百度贴吧、酒市网等）

24% | 看直播带货（如李佳琦、薇娅等）

24% | 白酒品牌官方网站/小程序等

23% | 酒仙网等酒类电商平台

21% | 微博

21% | 爱奇艺、优酷等视频APP/网站

18% | 知乎

48% | 店内货架陈列/展示

46% | 店内售货员

45% | 朋友/同事/家人/亲戚等推荐

45% | KOL/懂酒的资深人士推荐

26% | 电视广告

22% | 户外大型LED广告牌

21% | 地铁/公交车身广告

21% | 电梯外等候区/电梯内广告

17% | 机场/高铁站大型交通枢纽广告

获取白酒信息渠道 | 整体人群

题号： E2，获取白酒相关信息渠道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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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7%

37%41%

线下体验活动最受白酒消费者的偏爱

相对来说，男性对“跨界/联名的非白酒产品”更感兴趣，而女性则对 “艺术活动”，“赞助综艺” 以及“直播带货”
类型的白酒活动更感兴趣一些

表示男性显著高于女性/女性显著高于男性 题号： E3，感兴趣的白酒品牌活动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38%

开展了线下
体验活动

48% 37%

37% 36% 29%

与艺术展览/博物馆
合作举办艺术活动

推出跨界/
联名的白酒产品

直播活动
（如参观酿酒基地等）

推出跨界/
联名的非白酒产品

赞助某个综艺节目 举办线下嘉年华 在国际评酒大赛中获奖 直播卖产品 合作举办歌舞剧表演

感兴趣的白酒品牌活动 | 整体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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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不同区域的白酒消费者们有着自己所偏好的白酒活动

不同区域的白酒消费者也有着自己所偏好的白酒活动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赞助综艺以及在国际评
酒大赛中获奖更能吸引
到东方的白酒消费者

生活在南方的白酒消费者
对于跨界/联名的白酒产品

有着难以言表的执着…

线下体验活动以及非带货的
直播活动是中部白酒消费者

比较感兴趣的白酒活动

北方的“老铁们”对直播带
货和合作举办歌舞剧表演相
关的白酒活动更感兴趣一些

题号： E3，感兴趣的白酒品牌活动

感兴趣的白酒品牌活动 | 分区域

来自西部的“文艺青年们”
对白酒类的文化活动以及合
作举办歌舞剧表演更感兴趣



谁才是喝白酒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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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的饮用地点选择
随着年龄略有不同

年轻人爱“聚会”，
中年人应酬多、图“安静”

28-40岁是喝白酒的主力
消费人群

每月饮酒频率

33-36岁的中年人是
喝白酒“黄金年龄段”

3.6次

4.3两 每次饮用白酒量

聚会场景—更多以18-22
岁白酒饮用人群为主

应酬场景—更多以33-36
岁白酒饮用人群为主

独饮场景—更多以37-40
岁白酒饮用人群为主

18-27岁更偏爱50-99元
中餐厅饮用白酒

28-32岁更偏爱300元以
上中餐厅饮用白酒

33-36岁更偏爱100-300
元中餐厅饮用白酒

年龄段不同，饮酒行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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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1%

26% 27%
28%

24%

18-22岁 23-27岁 28-32岁 33-36岁 37-40岁 40岁及以上

28-40岁是喝白酒的主力消费人群

从白酒饮用的渗透率来说，以40岁为分水岭，在18-40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喝白酒的比例也越高，并且在
37-40岁达到峰值

基数：总执行样本N=12751题号： S7，过去6个月是否饮用过白酒

过去6个月饮用过白酒% | 分年龄



46© Ipsos |白酒消费者洞察报告 X X

在白酒消费年轻人群中，33-36岁的中年人是喝白酒“黄金年龄段”

从饮酒量来说，23岁是年轻人饮用白酒的一个分水岭，18-22岁的青少年可能“爱喝但量少”，他们有着最高的白
酒饮用频率，然而同时也有着最低的白酒饮用量；而23-27岁这批刚踏入了社会，他们的白酒饮用量较高，处
于频率和量的中间水平。

基数：总样本量N=3100题号：S9，过去6个月饮用白酒的频率；D4b，最近一次一桌人的饮用量；D4a，最近一桌几个人喝白酒

饮用频率 * 饮用量 | 分年龄

3.5 4.2 4.3 4.3 3.8 4.3

3.9 3.6 3.5
3.7 3.8 3.6

18-22岁 23-27岁 28-32岁 33-36岁 37-40岁 41岁及以上

频率均值
3.6次/月

饮用量均值
4.2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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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6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白酒的支付能力也越强

41
38

33 33 32 34

51

41
37

41 39 40

4
8

14

9
12 12

4

14 14
18 17 14

¥190 

¥269 ¥286 ¥308 ¥300 ¥292 

就最经常购买的白酒价格段而言，33-36岁人群依旧是白酒价格的主要驱动人群

平均而言，大家最经常购买的白酒价格在： 元/瓶（500ml）

100元以下

100元-299元
300元-599元

600元及以上

题号： S11，过去一个月最经常购买的白酒价格段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平均价格

289
购买白酒价格（元/500ml/瓶）| 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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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61%

41%

57%

37%

15% 15%

27% 24%

12%

41%

9%

37%

16%
7%

12%
6%

2% 1% 2%
9%

1%
6%

1%

朋友聚会 同事聚会 大家庭聚会 商务应酬 私人应酬 政务应酬 婚宴 生日宴 日常正餐 夫妻约会 一人独酌 品鉴美酒

通常饮用白酒的场景

最常饮用白酒的场景

年轻人爱“聚会”，中年人应酬多、图“安静”

18-40岁年龄段和整体人群无明显差异，但在18-40岁年龄段中再进行拆分能够看到在“聚会”场合中主要还是
以年轻人为主，而“应酬”场合的年龄覆盖范围更加广阔，“日常生活”场合中的年龄分布较均匀。

题号： D1，过去6个月通常饮用白酒的场合；D1a，过去6个月最经常饮用白酒的场合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33-36岁为主 37-40岁为主 33-36岁为主18-22岁为主 28-32岁为主 18-22岁为主 37-40岁为主 37-40岁为主

聚会 应酬
大型
宴会

日常
生活

过去六个月饮用白酒的场合% | 18-40岁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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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的饮用地点选择随着年龄略有不同

年轻人更倾向于在低消费的地方喝白酒，而中年人更多在中高档中餐厅喝白酒

18-40岁年龄段

题号： D3，最近一次白酒饮用地点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人均消费100元-300元的中餐厅

自己家

人均消费50-99元的中餐厅

人均消费300元以上的中餐厅

亲戚/朋友家

夜市排挡/烧烤摊

24 

9 

24 

7 

12 

7 

28 

15 

16 

9 

7 

6 

34 

12 

11 

12 

7 

4 

38 

13 

13 

8 

7 

4 

31 

15 

13 

10 

9 

3 

TGI指数: <60 <90 >110 >120

18-22岁 23-27岁 28-32岁 33-36岁 37-40岁

TGI指数：代表目标群体在整体群体中的强势或弱势指数

最近一次饮用白酒的地点% | 18-40岁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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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岁人群的职业分布

大部分的白酒饮用者还是以“普通白领”为主

题号： F4，职业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28%

21%

15%

9% 8%
5% 5%

3% 2% 3%
1% 1%

企业普通管理人
员/业务人员

企业中级
管理人员

专业人士
（如律师、会计、

医生、等）
技术工人

私营企业主，个
体承包商/ 批发

商等
公司合伙人

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

服务行业
（服务员，营业
员，司机等）

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

科级以下
在读学生

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

科级或以上
失业/下岗/待业

白酒饮用者的职业分布 | 18-40岁年龄段



白酒购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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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购买白酒增长空间较大
线上购买-为了聚会
线下购买-为了应酬

线上购买白酒人群，
喝酒频率更高

购买白酒的渠道选择，带动着不同的购买行为

选择在线上购买白酒

线上购买的白酒，
有57%的用处在于聚会 线上购买的白酒更便宜

201元/瓶 299元/瓶

线上购买 线下购买VS.

>

<

线下购买的白酒，
有30%的用处在于应酬

白酒购买者平均每个月饮
用白酒频率

线上 4.0次

线下 3.6次
白酒购买者平均每个月饮用

白酒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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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依旧是白酒的主要购买渠道，并且线上线下的白酒价格也有
十分显著的差异

白酒的消费渠道比较集中，90%的白酒消费者仍旧会选择在线下购买白酒产品，并且在购买单价上，线下的
单瓶购买价格更高。

43 42

10
4

33
40

11
16

100元以下 100元-299元 300元-599元 600元及以上

最常线上购买

最常线下购买

题号： S11，过去一个月最经常购买的白酒价格段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仅10%的消费者表示
过去一个月最经常
在网上购买白酒

购买白酒价格（元/500ml/瓶）| 分购买渠道

线上白酒购买者的白酒购买价格在201元/瓶（500ml）

线下白酒购买者的白酒购买价格在299元/瓶（500m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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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8%

9% 9%
6%

2% 3% 2%

8%

2%

11%

0%

22%

14%

8%

22%

7%

2% 3% 2%

7%

2%

9%

1%

朋友聚会 同事聚会 大家庭聚会 商务应酬 私人应酬 政务应酬 婚宴 生日宴 日常正餐 夫妻约会 一人独酌 品鉴美酒

线上白酒购买者

线下白酒购买者

不同购买渠道下的白酒饮用场合也各不相同

57%线上白酒的购买者最近一次饮用白酒的场合是聚会；而更多的线下白酒购买者（30%）最近一次是在应酬
的场合下饮用白酒

题号： D1，过去6个月通常饮用白酒的场合；D1a，过去6个月最经常饮用白酒的场合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聚会 应酬
日常
生活

大型
宴会

线上白酒购买者 线下白酒购买者

最近一次饮用白酒的场合% | 线上 vs. 线下购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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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9

23

7
2 2

31

39

23

6
1 1

每月1-2次 每月3次 每周1次 每周2-3次 每周4-6次 每天一次或更多

电商的快速发展似乎可以催生更多的“酒友”

最常线上购买

最常线下购买

题号： S9，白酒的饮用频率 基数：总样本量N=3100

线上白酒购买者平均每个月要饮用4.0次白酒 线下白酒购买者平均每个月要饮用3.6次白酒

更便宜，更方便的线上购买白酒的方式，让大家无形之间喝白酒的频率也变得更多了，当然也可能是依托于
聚会场景的频率，但线上购买，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白酒购买渠道。

白酒饮用频率 | 线上 vs. 线下购买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