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 

 

 
 

 
各行业延续高增，酒类增长亮眼  

食品饮料行业 2020 年 6 月阿里系线上数据点评｜2020.7.9 

 中信证券研究部 

 

核心观点 

 

  

 

薛缘 

首席食品饮料 

分析师 

S1010514080007 

 

顾训丁 

食品饮料分析师 

S1010519110002  
 

 

 2020 年 6 月，各行业延续线上靓丽表现，膳食营养补充剂、休闲食品、乳制

品、酒类及饮用水销售均实现双位数以上强势增长，各行业龙头表现分化。

2020H1 疫情驱使居民部分消费转为线上，带动线上各行业整体高速增长。 
 
▍膳食营养补充剂：线上增长强劲，618 活动刺激消费。2020 年 6 月，膳食营养

补充剂行业销售额达 33.0 亿元、同增 60.8%。汤臣倍健、Swisse 实现销售额

2.3/1.9 亿元、分别同比+63.1%/+52.4%，Swisse 增速落后于行业。2020H1，

行业累计销售达 124.6 亿元、同增 35.2%。其中，汤臣倍健、Swisse 累计销售

为 9.4/7.3 亿元，分别同比+44.4%/+41.6%，龙头表现优于行业。2020 年 6 月

阿里平台益生菌销售额为 2.3 亿元、同增 71.9%，Life-space 销售额为 2434 万

元、同比+40.9%。 

▍休闲食品：行业持续增长，多因素致龙头份额下降。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休

闲食品行业零售额达 58.0 亿元、同增 25.1%。疫情下消费者线上购买休闲食品

的习惯逐步养成&618 活动刺激消费，整体销售稳健增长。龙头三只松鼠/百草味

/良品铺子实现销售额 5.8/3.3/2.7 亿元、分别同比-18.4%/-5.8%/-18.1%，市占率

为 10.1%/5.7%/4.7%，多因素导致龙头份额下降：①短期加大站外流量投入；②

部分精力投放于新品牌开发；③线下品牌加速线上化发展，加剧线上竞争。

2020H1，休闲食品行业销售为 367.8 亿元、同增 25.0%。其中三只松鼠/百草味

/ 良 品 铺 子 累 计 销 售 额 分 别 为 43.7/27.4/17.0 亿 元 、 分 别 同 比

+16.2%/+16.4%/+14.8%，龙头表现稍落后于行业。 

▍乳制品：液奶销售持续强劲，奶粉线上渠道增速保持。1）液奶：2020 年 6 月液

奶行业销售额为 14.3 亿元 、同增 83.4%，龙头伊利/蒙牛销售额为 4.2/2.1 亿

元、同比+139.4%/-5.4%，龙头表现分化。2020H1，液奶销售达 55.2 亿元、同

增 77.9%。伊利/蒙牛累计销售额为 14.8/10.9 亿元、同比+93.4%/+60.8%，液奶

销售线上高增。2）奶粉：2020 年 6 月牛奶粉行业实现销售额 15.9 亿元、同增

50.8%，爱他美 /飞鹤 /美素佳儿销售额分别为 2.8/1.5/1.3 亿元、同增

59.1%/119.9%/71.3%。 3）奶酪：2020 年 6 月奶酪行业实现销售额 7413 万

元、同增 79.6%，行业持续高增。2020 年 6 月，百吉福/妙可蓝多/伊利销售额分

别为 3160/1343/763 万元，市占率为 42.6%/18.1%/10.3%。 

▍酒类：啤酒线上动销强劲，白酒维持快节奏增长。啤酒：2020 年 6 月啤酒行业

销售额为 3.7 亿元、同增 65.5%、环增 57.0%，行业逐步步入销售旺季。行业前

三的品牌青岛啤酒/百威/哈尔滨啤酒销售额分别为 6266/5173/3571 万元、同比

+64.9%/+56.4%/+125.2%。2020H1，行业累计实现销售 11.5 亿元、同增 63.2%。

青啤/百威/哈啤/雪花累计销售额为 1.7 亿元/1.4 亿元/1.1 亿元/4472 万元、同比

+77.3%/+77.8%/+148.8%/+71.6%。白酒：2020 年 6 月白酒行业销售额为 10.1

亿元、同增 130.5%。其中，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阿里平台销售额为

3.6/1.0/0.6/0.4 亿元、同比+259.2%/+141.3%/+120.9%/-19.2%。2020H1，白酒

销售额为 45.5 亿元、同增 94.9%。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累计销售额分别

为 13.0/4.2/3.3/3.0 亿元、同比+321.7%/+65.5%/+94.6%/+16.4%。 

▍饮用水：2020 年 6 月，饮用水行业销售额为 3.2 亿元、同增 51.5%。阿里平台

行业前三的品牌农夫山泉/元気森林/巴黎水分别实现销售额 7230/2290/2268 万

元、分别同比+39.5%/+133.3%/+38.6%，市占率为 22.5%/7.1%/7.1%。 

▍风险因素：消费需求转弱，食品安全风险，行业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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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膳食营养：线上增长强劲，618活动刺激消费 

2020年 6月，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销售额达 33.0亿元、同增 60.8%。膳食营养补充

剂行业维持高增，主要系 618 电商节刺激消费影响。其中，海外保健品销售额为 15.1 亿

元、同增 44.2%，天猫 B2C 端实现销售额 11.4 亿元、同增 44.0%；淘宝 C2C 端实现销售

额 3.8 亿元、同增 44.8%。 

汤臣倍健/Swisse增长强劲，新品牌 Bio-e跃居第三。汤臣倍健、Swisse 实现销售额

2.3 亿/1.9 亿元、分别同比+63.1%/+52.4%，市占率分别为 7.1%/5.8%，分别同比+0.1/-

0.3Pct。Bio-e 于 2020 年 5 月实现销售额 1.6 亿元、快速跃升至保健品第三，主要销售益

生菌、代餐等产品。 

2020年 1~6月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累计销售达 124.6亿元、同增 35.2%。其中，汤

臣倍健、Swisse 累计销售为 9.4/7.3 亿元，分别同比+44.4%/+41.6%，占行业总销售额

的比例为 7.5%/5.8%、同比+0.5/+0.3 Pct，双龙头整体表现优于行业。 

益生菌品类：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益生菌销售额为 2.3 亿元、同增 71.9%，维持迅

猛增长势头。成人海外益生菌营养品/成人普通益生菌营养品/婴幼儿益生菌营养品/孕妇益

生菌销售额分别为8185/7916/6096/393万元、分别同比+93.8%/+113.1%/+25.1%/+19.8%，

疫情下成人免疫保健需求旺盛，成人类益生菌产品崛起，驱动行业高增。2020 年 6 月 Life-

space 销售额为 2434 万元、同比+40.9%。 

成人海外益生菌营养品中，2020 年 6 月前三大企业分别 Life-space/Jarrow formulas 

/ Nutrition care，市占率分别为 20.2%/16.7%/11.4%。婴幼儿益生菌中，2020 年 6 月前四

大企业为合生元/拜奥/康萃乐/Life-Space，市占率分别为 35.1%/16.5%/16.2%/7.3%。 

图 1：201901-202006 阿里平台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各膳食营养补充剂各品牌销售规模（万

元）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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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阿里平台汤臣倍健、Swisse 销售额增速 VS 行业增速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4：201901-202006 阿里平台益生菌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汤臣倍健销售额第一产品为增肌粉乳清蛋白质，Swisse 最热销产品为钙+维生素 D

片。2020 年 6 月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的 TOP3 产品主要是汤臣倍健增肌粉乳清蛋白质、

汤臣倍健胶原蛋白口服液、乳清蛋白粉。Swisse 海外旗舰店中 TOP3 产品主要是钙+维生

素 D、奶蓟草片、蜂蜜清洁面膜。 

表 1：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 2020 年 6 月热销产品 

 宝贝名称 价格（元） 销售额（万元） 

TOP3 产品 

汤臣倍健增肌粉乳清蛋白质（1360g/桶） 246 716 

汤臣倍健胶原蛋白口服液（30ml*10 瓶） 288 516 

汤臣倍健乳清蛋白粉（450g+150g 礼盒装） 358 420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表 2：Swisse 官方海外旗舰店 2020 年 6 月热销产品 

 宝贝名称 价格（元） 销售额（万元） 

TOP3 产品 

澳洲进口 Swisse 钙+维生素 D 片（150 片） 169 824 

澳洲进口 Swisse 奶蓟草片（120 粒） 210 732 

澳洲进口 Swisse 葡萄籽提取物（180 片） 217 545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休闲食品：行业持续增长，多因素致龙头份额下降 

2020年 6月，阿里平台休闲食品行业零售额达 58.0亿元、同增 25.1%。各子行业中，

糕 点 / 饼 干 / 卤 味零食 / 坚 果的销 售规 模分别为 11.7/11.1/10.5/7.9 亿 元 、同比

+41.1%/+4.8%/+58.2%/+14.3%。 

三只松鼠、百草味和良品铺子分别同比-18.4%/-5.8%/-18.1%。2020 年 6 月，龙头三

只松鼠/百草味/良品铺子实现销售额 5.8/3.3/2.7 亿元、分别同比-18.4%/-5.8%/-18.1%；市

占率为 10.1%/5.7%/4.7%、分别同比-5.4/-1.9/-2.5Pcts。我们认为短期多因素叠加导致龙

头增速慢于行业：①短期加大站外流量投入、缩减站内投放；②部分精力投放于新品牌开

发，三只松鼠/良品铺子已相继推出小鹿蓝蓝、良品小食仙品牌；③疫情背景下，线下品牌

线上化发展加速，加上淘宝特价版扶持等因素，加剧线上渠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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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6月，休闲食品行业销售为 367.8亿元、同增 25.0%。其中三只松鼠/百草

味/良品铺子累计销售额分别 43.7/27.4/17.0 亿元、分别同增 16.2%/16.4%/14.8%，龙头表

现落后于行业，市占率为 11.9%/7.5%/4.6%、分别同比-0.9/-0.5/-0.4Pct。 

图 5：201901-202006 阿里平台休闲零食行业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6： 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休闲食品子行业销售额（亿元）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7：201901-202006 阿里平台休闲零售行业均价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8：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各品牌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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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阿里平台三只松鼠、百草味、良品铺子阿里平台均价增速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0：阿里平台三只松鼠、百草味、良品铺子销售额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三只松鼠/百草味零食大礼包和每日坚果作为爆款继续热销。三只松鼠 TOP3 产品分

别是零食大礼包、每日坚果、休闲食品零食小吃礼包。百草味销售 TOP3 产品为每日坚果、

零食大礼包（夜宵小吃）、麻辣零食大礼包系列。 

表 3：三只松鼠旗舰店 2020 年 6 月 TOP3 热销产品 

 宝贝名称 价格（元） 销售额（万元） 

TOP3 产品 三只松鼠_零食大礼包(多规格) 35 6276 

三只松鼠_每日坚果（750g/30 包） 106 4079 

三只松鼠_休闲食品零食小吃礼包 45 3862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表 4：百草味旗舰店 2020 年 6 月 TOP3 热销产品 

 宝贝名称 价格（元） 销售额（万元） 

TOP3 产品 百草味-每日坚果（750g/30 袋） 128 2987 

百草味-零食大礼包（夜宵小吃饼干组合） 50 1282 

百草味-麻辣零食大礼包系列（多规格） 43 1205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乳制品：液奶销售持续强劲，奶粉线上渠道增速保持 

2020 年 6 月，液态奶行业强劲表现持续、同增 83.4%，伊利 /蒙牛分别同增

139.4%/26.1%。2020 年 6 月液奶行业销售额为 14.3 亿元1、同增 83.4%。其中白奶/酸奶

销售额分别为 9.4 亿元/4.0 亿元、同增 91.5%/65.5%。伊利/蒙牛销售额为 4.2 亿元/2.1 亿

元、同比+139.4%/-5.4%，双龙头阿里系线上合计市占率为 43.9%、同比-6.7Pcts，其中伊

利/蒙牛市占率分别为 29.4%/14.5%、同增 6.9Pcts/同降 13.6Pcts。 

2020年 1~6月，液奶销售达 55.2亿元、同增 77.9%。伊利/蒙牛累计销售额为 14.8/10.9

                                                   
1注：由于淘数据调整了乳制品定义，2019 年 8 月加入含乳饮料及调制乳。考虑到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我们对乳制品行业收入

及销量进行修正，即从该阶段的收入及销量中去除含乳饮料及调味乳产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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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93.4%/+60.8%，液奶销售线上高增，蒙牛线上增速落后于行业。 

图 11：201902-202006 阿里平台乳品行业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2：201808-202006 阿里平台乳制品 TOP3 均价同增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3：201808-202006 阿里平台乳制品 TOP3 销售同比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4：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乳制品行业销售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2020年 6月，牛奶粉行业销售额稳健增长，同增 50.8%。2020 年 6 月牛奶粉行业实

现销售额 15.9 亿元、同增 50.8%。爱他美/飞鹤/美素佳儿销售额分别为 2.8 亿元/1.5 亿元

/1.3 亿元、同增 59.1%/119.9%/71.3%，市占率为 17.9%/9.6%/8.1%。2020 年 1~6 月牛

奶粉行业总销售额为 63.5 亿元、同增 42.1%。爱他美/飞鹤/a2 销售额分别为 11.6 亿元/6.1

亿元/4.6 亿元、同增 55.7%/114.5%/34.1%。 

2020年 6月，羊奶粉行业销售额同增 56.8%。2020 年 6 月羊奶粉行业销售额为 7905

万元、同增 56.8%。行业前三产品为佳贝艾特 /可瑞康 /卡洛塔尼，销售额分别为

3704/1051/422 万元，市占率为 46.9%/13.3%/5.3%。 

2020年 6月，奶酪行业销售额同增 79.6%，行业持续高增。2020 年 6 月奶酪行业实

现销售额 7413 万元、同增 79.6%，行业持续高增。2020 年 6 月，百吉福/妙可蓝多/伊利

销售额分别为 3160/1343/763 万元，市占率为 42.6%/18.1%/10.3%。丹麦品牌爱氏晨曦保

持行业第四（市占率 4.0%），2020 年 6 月销售额为 2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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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1808-202006 阿里平台牛奶粉行业销售额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6：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各品牌牛奶粉销售额占比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7：201810-202006 阿里平台羊奶粉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8： 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各品牌羊奶粉销售额占比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19：201902-202006 阿里平台奶酪零食市场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0：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奶酪零食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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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类：啤酒线上动销强劲，白酒维持快节奏增长 

2020年 6月，啤酒行业销售额同增 65.5%、环增 57.0%，逐步进入销售旺季。2020

年 6 月啤酒行业销售额为 3.7 亿元、同增 65.5%、环增 57.0%。行业前三的品牌青岛啤酒

/百威/哈尔滨啤酒销售额分别为 6266/5173/3571 万元、同比+64.9%/+56.4%/+125.2%。

雪花啤酒延续 5 月快速增长势头，5 月实现销售额 1466 万元、同增 81.0%。 

2020H1，啤酒行业累计实现销售 11.5亿元、同增 63.2%。青啤/百威/哈啤/雪花累计

销售额为 1.7 亿元/1.4 亿元/1.1 亿元/4472 万元、同比+77.3%/+77.8%/+148.8%/+71.6%。

总体来看，上半年啤酒行业线上销售实现较快增长，疫情线下销售受阻后，各家啤酒企业

注重线上渠道拓展，连续多月销售取得快速增长。 

图 21：201902-202006 阿里平台啤酒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2：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主要品牌啤酒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3：201811-202006 阿里平台啤酒行业销售额同比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4：201905-202006 阿里平台啤酒行业均价同比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2020 年 6 月，白酒销售额同增 130.5%，茅台电商持续快速放量。2020 年 6 月白酒

行业销售额为 10.1 亿元、同增 130.5%。其中，茅台销售排名第一，销售额为 3.6 亿元、

同增近 259.2%，持续快速放量，占行业总销售额的 35.6%。五粮液/泸州老窖/汾酒/洋河/

牛栏山阿里平台销售额为 1.0 亿元/6293 万元/4174 万元/3501 万元/1437 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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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120.9%/-19.2%/+14.1%/32.8%。 

2020H1，白酒销售额为 45.5亿元、同增 94.9%，接近翻倍增长。其中，茅台/五粮液

/泸州老窖/洋河/山西汾酒/牛栏山累计销售额分别为 13.0/4.2/3.3/3.0/1.8/0.9 亿元、同比

+321.7%/+65.5%/+94.6%/+16.4%/62.3%/31.2%。 

图 25：201903-202006 阿里平台白酒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6：2020 年 6 月阿里平台主要品牌白酒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7：201812-202006 阿里平台白酒主要品牌销售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图 28：201810-202006 阿里平台白酒主要品牌均价同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淘宝网，中信证券研究部 

 风险因素 

消费需求转弱，食品安全风险，行业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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