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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酒类消费品居高不下，呈旺盛的上升势头，食用酒精作为

酒类产品的重要原料，其市场需求量也日益增增长，有着较为可观的市场需求空间。另外，

以10%的无水乙醇加入汽油作为汽油醇，是目前国家重点推广的生物代用能源，受国家政策

的重点保护。医用酒精在制药、医药行业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有极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酒精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研究报告

》共十四章。首先介绍了世界酒精产业运行态势、中国酒精行业发展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

国酒精行业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酒精行业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酒精行

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酒精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战略。您若想对酒

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酒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2012年世界酒精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世界酒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现状及影响分析 

二、世界酒精政策状况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世界酒精制造业运行总况 

一、世界酒精制造工艺研究 

二、世界酒精产量分析 

三、酒精制造业区域分布 

第三节 2012年世界酒精的主要产品概况 

一、食用酒精 

二、燃料酒精 

三、医用酒精 

四、工业酒精 

第四节 2012-2016年世界酒精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章 2012年世界部分国家酒精产业运行透析 

第一节 美国 



一、美国酒精的生产与消费 

二、美国酒精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三、2012年美国取消酒精进口关税 

第二节 巴西 

一、巴西酒精产业发展概况 

二、巴西酒精业对外贸易分析 

三、甘蔗种植拉动巴西乙醇产业 

第三节 其他国家 

一、日本乙醇年产量有望升至600万立方米 

二、泰国以甘蔗增产推动酒精产业发展 

三、哥伦比亚酒精制造业发展迅猛 

四、墨西哥大量种植甘蔗用于酒精生产 

五、印度食糖减产或将抑制酒精生产 

第三章 2012年中国酒精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酒精行业发展政策环境分析 

一、酒精国家标准 

1、食用酒精国家标准 

2、工业酒精国家标准 

二、食用酒精产品生产许可证换（发）证实施细则 

三、中国酒精制品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中国酒精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2012年中国酒精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酒精产业动态分析 

一、酒精制造业逆势上扬态势强劲 

二、酒精制造业小型企业发展迅猛 

第二节 2012年中国酒精主要消费市场分析 



一、酿酒业 

二、对外贸易 

三、生物能源 

四、化工及医药行业 

第三节 2012年中国酒精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酒精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国内酒精行业面临整合 

三、酒精企业的原料风险 

四、废液治理制约薯类酒精行业发展 

第五章 2009-2011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 

第一节 2009-2011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总体数据分析 

一、2009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0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1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全部企业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09-2011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9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0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1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09-2011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一、2009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二、2010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1年中国酒精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第六章 2009-2012年中国酒精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09-2011年中国酒精产量数据分析 

一、2009-2011年酒精产量数据分析 

二、2009-2011年酒精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酒精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2年全国酒精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2年酒精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2年中国酒精产量增长性分析 



一、产量增长 

二、集中度变化 

第七章 2012年中国燃料乙醇行业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2年国际燃料乙醇行业发展分析 

一、世界燃料乙醇行业概况 

二、世界燃料乙醇发展面临双重挑战 

三、美国燃料乙醇行业 

四、巴西燃料乙醇行业 

第二节 2012年中国燃料乙醇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燃料乙醇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燃料乙醇发展的多角度分析 

三、中国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特征 

四、中国对燃料乙醇发展的政策支持 

第三节 2012年中国燃料乙醇原料非粮化 

一、中国停建粮食燃料乙醇项目 

二、中国非粮燃料乙醇收购制度有望实施 

三、木薯是取代粮食生产酒精的理想替代物 

第四节 2012年中国燃料乙醇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发展燃料乙醇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粮食安全成燃料乙醇发展瓶颈 

三、技术及成本因素制约燃料乙醇的发展 

四、中国燃料乙醇行业发展策略 

第八章 2012年中国酒精饮料行业市场运行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酒精饮料行业发展概况 

一、酒精饮料发展分析 

二、中国酒精饮料行业利润分析 

第二节 2012年中国白酒行业发展分析 

一、白酒产品基本情况 

二、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概况 

三、2012年白酒产量及价格分析 



四、白酒行业消费特征分析 

五、中国白酒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三节 2012年中国啤酒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啤酒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啤酒行业已进入全面整合阶段 

三、国内啤酒行业竞争格局 

四、中国啤酒行业的未来走势 

第四节 2012年葡萄酒行业发展分析 

一、中国葡萄酒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国葡萄酒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葡萄酒行业发展趋势 

第五节 2012年酒精饮料主要产品比较分析 

一、消费特征分析 

二、行业竞争分析 

第九章 2012年中国酒精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2年中国酒精制造业竞争现状 

一、酒精制造业竞争程度 

二、酒精制造业竞争力体现 

三、中国酒精制造业外资进入情况 

第二节 2012年中国酒精产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生产企业的集中分布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酒精产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章 2012年中国酒精区域市场竞争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东北地区 

一、2012年东北三省酒精产量分析 

二、东北粮仓成燃料乙醇重要产区 

三、黑龙江向酒精强省迈进 

四、吉林省大力发展玉米酒精加工 

五、辽宁制定《甜高粱转化燃料乙醇产业化发展规划》 



第二节 华中地区 

一、2012年华中地区酒精产量分析 

二、江苏大力发展甘薯制燃料乙醇产业 

三、安徽积极推进秸秆制乙醇 

四、河南发展生物乙醇燃料&ldquo;非粮&rdquo;之路 

五、山东发展甜高粱乙醇 

第三节 华南地区 

一、2012年云南广西两省酒精产量比较分析 

二、广西打造中国最大非粮生物质能源基地 

三、广西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策略 

四、云南木薯酒精生产概况 

五、云南燃料乙醇产业趁势崛起 

第十一章 2012年中国酒精行业重要企业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一节 南阳天冠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焦作市河阳酒精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四川山山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黑龙江华润酒精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龙口市振龙酒精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宁津县又一春酿酒厂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梅河口市阜康酒精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天津市冠达实业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吉林省新天龙酒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吉安生化乾安酒精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二章 2012年中国酒精制造业原料市场运行局势探析 

第一节 玉米 

一、酒精工业对世界玉米市场行情的影响 

二、2012年中国玉米市场概况 

三、2012年国内玉米市场走势分析 

四、中国玉米深加工业发展概况 

五、中国玉米酒精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第二节 木薯 

一、以木薯为原料生产酒精的优势 

二、木薯产业发展概况 

三、国内木薯进口量分析 



四、中国木薯酒精产业前景及趋势 

第三节 糖蜜 

一、糖蜜酒精发酵的特点 

二、中国糖蜜酒精的市场影响力减弱 

三、甜菜乙醇有望实现规模化发展 

第四节 纤维素 

一、纤维素乙醇的研究与应用概况 

二、纤维素乙醇不可盲目追求产业化 

三、影响纤维乙醇产业化的主要因素 

第十三章 2012-2016年中国酒精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中国酒精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酒精行业的发展趋势 

二、中国酒精发酵工艺的发展方向 

三、中国燃料乙醇行业发展思路? 

四、中国木薯酒精产业发展方向及目标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酒精行业前景展望 

一、2012-2016年中国酒精制造业预测分析 

二、中国燃料乙醇非粮原料的发展前景 

三、中国纤维素乙醇有望在2012年实现产业化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酒精市场预测分析 

一、酒精产量预测分析 

二、酒精市场需求消费情况预测分析 

三、酒精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十四章 2012-2016年中国酒精产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12年中国酒精产业投资概况 

一、中国酒精产业环境分析 

二、中国酒精产业投资价值研究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酒精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酒精产业区域投资潜力分析 

二、与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酒精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调控风险 

二、技术创新风险 

三、竞争风险 

四、经营管理风险 

五、其他风险 

第四节 专家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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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2012-2016年中国酒精市场深度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



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

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irr.org/report/R02/R0206/201206/15-101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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