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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产区与品牌矩阵 四川白酒产业健康发展 

“2+4”产区矩阵、“6+10”品牌矩阵的确立，帮助川酒形成了一个丰富、完善，能够协调发

展的的区域白酒生态，协调各方资源，在打造川酒品牌共性的基础上，实现川酒的整体繁荣。 

一、四川白酒产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四川白酒产业发展较好，产量、营收、利润等多项指标均居于全国首位。 

产量方面，2007年四川白酒产量超越山东，开始占据全国第一的位置。当年，全国白酒产量为

493.94万千升，四川、山东白酒产量分别为86.18、83.44万千升，全国占比分别为17.45%、16.89%。

2017-2021年间，四川白酒产量从86.18万千升增长至364.12万千升，产量占比从17.45%提升至

50.88%。 

图表 1：四川省、山东省白酒产量对比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企业数量方面：2018-2021年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从1445家缩减480家至965家，四川省

规模以上白酒企业从326家缩减32家至294家，四川省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数量占比从22.56%提升至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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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四川省规上白酒企业数量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销售收入方面，2016-2021年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销售收入从6125.74亿元略减至6033.48

亿元，四川省规模以上白酒企业销售收入从2176.11亿元增长至3247.60亿元，四川全省规模以上白

酒企业销售收入占比从35.52%提升至53.83%。 

图表 3：四川省规上白酒企业销售收入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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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方面，2016-2021年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利润总额从797.15亿元增长至1701.94亿元，

四川省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利润总额从211.6亿元增长至655亿元，四川全省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利润总

额占比从26.54%提升至38.49%。 

图表 4：四川省规上白酒企业利润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二、产区规划和品牌矩阵共同推动川酒发展 

四川省白酒产业资源丰富，产区建设走在了行业前列，省内“4+2”产区矩阵明确，聚集效应

显著。“2”指泸州、宜宾两个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2021年规模占全省的83.5%，白酒产量占

72.1%；“4”指成都(邛崃)、德阳(绵竹)、遂宁(射洪)、自贡(富顺)全国优势白酒产区。 

其中，2021年宜宾产区规模以上白酒企业51家，生产白酒70万千升，同比增长2.8%，全国占比

为9.8%；实现营业收入1635亿元，同比增长14.2%，全国占比达到27.1%；实现利润365亿元，同比

增长16.6%，全国占比达到21.4%。 

2021年泸州产区规模以上白酒企业124家，实现营业收入1085.6亿元，同比增长14.9%；实现利

润226.4亿元，同比增长44.1%。 

2021年德阳（绵竹）产区规模以上白酒企业25家，生产白酒23.8万千升，同比增长13%；实现

营业收入213.2亿元，同比增长25.2%；实现利润36.7亿元，同比增长17.3%。 

2021年成都产区规模以上白酒企业18家，生产白酒18.58万千升，同比增长7.9%；实现营业收

入54.4亿元，同比增长15.7%；实现利润3.5亿元，同比增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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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遂宁产区规模以上白酒企业4家，生产白酒5.74万千升，同比增长85.11%；实现营业收

入57.22亿元，同比增长44.82%；实现利润18.62亿元，同比增长92.81%。 

以上五大产区中，宜宾产区在产量、营收、利润等方面均远超其他产区。宜宾产区主要是由川

酒龙头五粮液所支撑，2021年五粮液实现营业收入662.09亿元，同比增长15.51%；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3.77亿元，同比增长17.15%。贡献了宜宾产区40.49%的营收和64.05%的利润。 

此外，四川省已经确立 “六朵金花”和“十朵小金花”为架构的品牌建设架构，形成了覆盖

高、中、低端市场的品牌矩阵。 

图表 5：“6+10”品牌矩阵 

 

来源：东吴证券，新华财经 

产区构建和品牌矩阵的确立，帮助川酒形成了一个丰富、完善，能够协调发展的的区域白酒生

态，协调各方资源，在打造川酒品牌共性的基础上，各产区各品牌也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实现差异化

定位，实现川酒的整体繁荣。 

三、省内需求规模超 400 亿  酱酒悄然兴起 

2021年，四川省人口总量超8300万，居全国第5位；GDP总量为5.39万亿，同比增长8.2%,全国

占比4.71%，居全国第六位。人均GDP为6.43万元，同比增长10.9%，居全国第18位；人均可支配收

入2.91万元，同比增长9.6%，居全国第18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70万元，同比增长7.31%，

居全国第1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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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四川省常住人口及 GDP 情况 图表 7：四川和全国人均 GDP 对比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图表8：四川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对比 

图表9：四川和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

费性支出对比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根据东吴证券测算，四川省白酒需求市场规模在414亿元-431亿元之间，其中四川本地酒占据

70%市场份额，从香型分布上看，浓香型占据一半市场，酱香型、清香型、其他香型分别占据约20%、

13%、17%的份额。在四川酱酒市场中，2020年总体需求规模已经超过80亿，其中省外酱酒企业占据

超过60亿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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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2019 年四川市场香型分布 

 

来源：乐酒图，东吴证券，新华财经 

四、多项政策出台 保障川酒产业健康发展 

四川省各级政府长期高度重视川酒产业的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措施，保障白酒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中，2020年10月发布的《四川白酒“十朵小金花”及品牌企业三年培育计划》（以下简称《培育

计划》）提出，到2022年，“十朵小金花”品牌影响力和辨识度进一步提高，企业规模实力进一步

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快速增长，10户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速力争达到12%，利润年均

增速力争达到12%；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5户，其中超20亿元2户。《培育计划》从加强规

划指导、加大技改力度、加强质量建设、加强创新融合、强化宣传推广、强化人才建设等6个方面

提出了产业培育的主要任务，并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税支持、创新金融支持、营造发展环

境、加强监测管理等5个方面的推进措施。 

2020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制定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动优质白酒和精制川茶、饮用水、健康食品、精品服饰、特色轻工

等创新发展，突出品牌制胜，培育世界级消费品产业集群。壮大世界级白酒产业集群和钒钛产业集

群， 

2021年6月11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推动四川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

简称《措施》），从推动四川省白酒全产业链、全要素发展的各方面出发，提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巩固扩大优质产能、加快技术改造升级、做大做强优势企业、持续提升川酒品牌影响力、推动酿酒

专用粮基地建设、加强产业创新发展、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加强质量安全管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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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共十二条举措。《措施》支持泸州、宜宾加快建设世界

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支持成都（邛崃）、德阳（绵竹）、遂宁（射洪）、自贡（富顺）加快建成

全国优势白酒产区。对列入省级重点的优质白酒产能提升项目，在土地供给、环评审批、要素配置

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对于“浓酱双优”的规划是，巩固浓香型产区品牌优势地位，做强赤水河酱

香产区品牌。 

2022年3月29日，四川省优质白酒产业推进会公布《全省白酒优势产区创新升级行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方案》项目清单表共列出30多个重大项目，主要锁定在几大优势产区范

围内，计划投资总额超千亿元，多数都将在2025年底前竣工。到2025年，四川省将初步建成世界级

白酒产业集群，川酒产业规模有望突破4000亿元。 

分析认为，川酒名酒、名企众多，近年来发展情况较好，在全国市场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

四川仍旧存在大量规模较小的白酒企业，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生存艰难，部分企业存在以次充好、

以劣充优的现象，在年份酒中“虚假标注”的情况而已时有发生，这些都需要政府层面加强监管同，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进一步推动川酒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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