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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场景二：家庭聚会
与家人团聚时，期待享受美酒好菜，会优先选择在家和中高档餐厅。白酒和啤酒是首选。
“18-29岁”消费者更多为了好喝而选择喝酒，更喜欢洋酒和低度酒。
“30岁以上”消费者更在意调节气氛和场合需要的需求。

场景四：商务应酬
应酬喝酒以推动社交氛围融洽为主要目的，更多选择在中高档餐厅，酒饮消费金额偏高。
男性和“30岁以上”消费者的社交目的更强，虽然偏好大众餐厅，但酒饮消费比其他细分人
群高，更倾向选择白酒和葡萄酒。

酒精饮料行业发展新变化
品类：多元化的新式酒饮快速发展，以低度酒、洋酒和果酒为代表。
人群：年轻群体和女性消费者崛起，线上酒饮消费人群不断扩大。
态度：酒是多元化需求的载体，对自我需求的关注同样重要。

一个人喝酒更多是为了享受和放松心情。家是首选地点，通常选择喝啤酒、低度酒和白酒。
男性消费者更关注酒饮本身，以满足享受和品鉴的需求，更偏好选择啤酒和白酒。
女性消费者更关注酒饮背后的情绪和功能需求，对酒吧/小酒馆的偏好度更高。消费大方，倾
向选择低度酒和葡萄酒。

场景一：一人独酌

场景三：朋友畅饮
跟朋友一起喝酒除了调节气氛，也希望得到放松和享受。啤酒和白酒更受欢迎。
“18-29岁”消费者其缓解情绪和品鉴的需求更明显，更偏好喝啤酒和低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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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多元化的新式酒饮快速发展
以洋酒、低度酒和果酒为主的新式酒饮线上销售额份额连续3
季度增长，且增速超酒饮行业整体

*低度酒：包括保健酒、清酒、烧酒、苏打酒、茶酒、起泡酒、黄酒。
来源：博晓通大数据平台 www.bxtdata.com。

*低度酒：包括保健酒、清酒、烧酒、苏打酒、茶酒、起泡酒、黄酒。
来源：博晓通大数据平台 www.bxt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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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年轻“她力量”崛起
线上酒饮消费中，女性和年轻群体规模增长，催生更多元酒
饮选择
微博上“低度酒”话题的阅读量有39.7万，“适合女生喝的酒”话题阅读量更是高达1.6亿。品牌纷纷打出“小甜酒”
“少女酒”“晚安酒”“小甜水”“高颜值低度酒”这类专门吸引女性用户的产品标签，并获得较快的电商销售增长。

来源：CBNDATA《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

年轻和女性线上酒饮
消费人数增速和占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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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晓通大数据平台 www.bxtdata.com。

针对年轻和女性消费者的酒饮产品
新概念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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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Q2-Q4酒类电商关键标题词销售额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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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我更愿意选择新的酒饮类型

喝酒能让我暂时忘记一些烦恼的事情

饮用高品质的酒可以提升生活质量

为了更加激发食物的美味，我会搭配不同的酒饮

通过喝酒可以拉进和别人的距离

酒是重要的社交元素

适度喝酒，对身体还是有益处的

喝酒可以帮助我放松心情、缓解负面情绪

微醺即可，不会过量

喝酒可以调节社交环境的气氛

占比（%）

态度：酒是多元化需求的载体
满足气氛调节的需求外，也表达了对自我需求的关注，体现
为对微醺、适度和缓解负面情绪等观点的认同

来源：于2022年3月由艾瑞自有调研平台“艾客帮”采集获得。
样本：下列关于喝酒的观点，哪项是您认同的？请选择最认同的5项。N=1952。

消费者关于“喝酒”认同态度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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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酒饮消费四大细分场景
在酒饮品类发展、人群、和态度的新趋势下，酒被赋予了更
多定义。聚焦细分场景，分析不同人群的驱动因素、行为特
征和品类选择，为酒饮产品定位提供洞察支持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

朋友聚会

空闲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喝上一
杯小酒，不仅能增强和朋友之间的关
系，也是打工人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
余可以喘一口气的机会。

03

家庭聚会

酒饮是家庭聚会中的传统角色。当一
家人其乐融融、欢聚一堂时，美酒好
菜成为了团聚时刻的重要点缀。

02

一人独酌

在繁忙的工作节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消费者开始享受可以一个人“躲
起来”的片刻，以释放压力和情绪。
“酒”则成为这个场景下的自我治愈
的重要调剂品。

01

商务宴请

商务宴请延伸出的酒桌社交文化被广
泛讨论，微博上多个关于“职场酒局”
的话题均有较高热度。不论是部分年
轻人的嗤之以鼻，还是打工人的默默
接受，都不能否认“酒”是这个场景
下的必需品。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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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细分场景的消费差异
不同性别和代际间酒饮消费的需求侧重点不同，催生更多元
的消费行为和更丰富的品类偏好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

社交目的弱 强

一人独酌 家庭聚会 朋友聚会 商务应酬

享受美酒，放松心情 团聚时刻，享受美酒好菜 助兴之余，也为放松和享受 推动社交氛围更融洽

需
求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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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消
费
行
为

品
类
偏
好 啤酒 低度酒 白酒 白酒 低度酒 啤酒 白酒啤酒 低度酒 低度酒

NO.1为生活增色

NO.2调节情绪

NO.1社交目的

NO.2为生活增色

NO.3调节情绪

NO.1为生活增色

NO.2社交目的

NO.3调节情绪

NO.1社交目的

NO.2为生活增色

NO.3调节情绪

NO.1家里/宿舍（55.1%）

NO.2酒吧/小酒馆（20.3%）

NO.3大众餐厅（9.4%）

NO.1家里（32.2%）

NO.2中高档餐厅（30.8%）

NO.3大众餐厅（20.6%）

NO.1大众餐厅（31.8%）

NO.2中高档餐厅（30.4%）

NO.3酒吧/小酒馆（20.3%）

NO.1中高档餐厅（58.4%）

NO.2大众餐厅（12.9%）

NO.3酒吧/小酒馆（12.5%）

白酒 洋酒

消费金额：中低 消费金额：中 消费金额：中高 消费金额：高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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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兴/调节气氛

更容易入睡

缓解负面情绪

放松心情

品酒、品鉴

尝鲜、尝新

有益于健康

提高生活品质

佐餐，使得食物更美味

享受美酒

占比（%）

一人独酌：享受美酒、放松心情
男性更关注酒饮本身，偏好享受和品鉴好酒，对缓解情绪的
偏好度次之；女性更关注功能和情绪层面的需求，更希望通
过喝酒满足食物更美味、身心更健康和尝鲜好奇心的需求

来源：于2022年3月由艾瑞自有调研平台“艾客帮”采集获得。
样本：对比其他饮品，您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喝酒？请选择最重要的3个原因。N=1952。

一人独酌——与其他饮品对比，选择喝酒的原因TOP10

男性TGI 女性TGI

114 79

男性TGI 女性TGI

享受美酒 112 81

佐餐，
使得食物更美味 92 112

提高生活品质 114 78

有益于健康 83 127

尝鲜、尝新 83 127

品酒、品鉴 121 69

“缓解负面情绪”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1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