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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抗浪潮，而是成为浪潮的

一部分；不是短期溢价，而是长期共

生。从大山走向海洋，茅台的倔强从

未改变。站在“双碳”目标与全球化重

构的十字路口，茅台仍有信心穿越历

史周期前行。

在亚马逊热带雨林，每一株植物

都在争夺阳光雨露，却又通过根系网

络共享养分——这片“地球之肺”用亿

万年进化证明：唯有开放共生的生态

系统，才能抵御物种灭绝的宿命。当

关税壁垒如雨林砍伐般割裂全球供应

链，当消费品的市场寿命不断缩短，现

代商业正重演着自然界的生存法则：

企业要么成为生态构建者，要么沦为

生态依附者。

让人津津乐道的促销战、联名款、

直播秒杀，构建起了“短平快”的增长

模型，却也催生了品牌忠诚度的崩

塌。当消费品行业经历周期更迭、消

费代际迁徙，有一个品牌始终稳居中

国高端消费心智高位。

茅台的“反常识”之处，在于用慢

变量构筑起护城河，在赤水河畔坚守

着“端午踩曲、重阳下沙”的千年节律，

将其转化为不可复制的时间价值。当

行业沉迷流量博弈，真正的头部玩家

正以开放姿态构建产业生态——用时

间沉淀替代短期刺激，让每一次消费

都成为对可持续价值的投票。

茅台茅台ESGESG实践实践：：向世界讲述中国式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绿色酿造绿色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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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领域的付出，本质是对时间

价值的守护与传递。“中国茅台・国之栋

梁”公益项目13年投入13亿元，资助25

万学子圆梦大学，并探索让公益善举成

为产业人才的蓄水池。莫桑比克孤儿院

捐赠等实践，则将ESG实践从赤水河畔

延伸至“一带一路”沿线。

在自身员工的培养上，茅台将千年

的酿造技艺拆解为可复制的成长路径，

深入践行“工匠八步”培养计划，提升员

工的专业技能水平，鼓励全体员工传承

并发扬工匠精神。在茅台看来，员工不

仅是生产者，更是文明的传承者。

不是对抗浪潮，而是成为浪潮的一

部分；不是短期溢价，而是长期共生。从

大山走向海洋，茅台的倔强从未改变。

站在“双碳”目标与全球化重构的十字路

口，茅台仍有信心穿越历史周期前行。

未来会如何？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但可

以确定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领悟“不

是征服雨林，而是成为雨林”的生存智慧，

商业文明终将迎来真正的可持续时代。

莫桑比克贝拉ACC孤儿院
捐赠活动

在全球机场免税店货架上，茅台的

红色瓶身总能瞬间唤醒国人的文化亲切

感。这份跨越地域的品牌认同，不仅源

于酒体本身的卓越品质，更来自茅台对

“大企业担当”的深度诠释——茅台的社

会责任实践开始走出传统的慈善范畴。

2024年，白酒行业呈现“冰火两重

天”：在批零倒挂、渠道库存高企的行业

困境中，茅台目前以18.7%的高端市场

占有率稳居第一，并构建起“企业-产

区-社会”的共生生态。

上游筑基：守护产区共生系统。在

赤水河两岸，茅台实施一证、一图、一地、

一库、一网的“五个一”工程，带动11万

农户融入绿色种植体系，其中包括1.4

万余户脱贫户。在道真县打造食用菌产

业闭环，带动1000余户脱贫，户均增收

5万元，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可持续

模型。

中游赋能：构建商业共同体。美美

与共是一种智慧，面对大量供应商与经

销商，茅台打破传统零和博弈，建立“情

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下游塑造：建设行业责任风尚。茅

台持续完善营销管理制度，加强负责任

营销审计与培训，提升营销活动合规

性。同时推广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大

力倡导理性饮酒。

可以看见的长期主义

《尚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

AI 浪 潮 正 在 袭 来 ，就 像 当 下

DeepSeek被疯狂接进各种商业应用

里，技术创新会碰撞出新的产品和想

法。

茅台产品自问世至今虽然已是“高

龄”，但并没有做“躺平派”，布局合成生

物学、生物基材料等前沿领域。2024年

茅台年报显示，公司研发投入显著增

长，同比增长38.76%，用科技赋能传统

工艺。

在ESG治理架构层面，茅台正在创

新和完善治理架构，提升董事会运行有

效性，保障决策的科学制定与高效执

行。同时，持续优化董事结构，确保董

事会的专业性和多元化；持续完善风险

与合规管理体系，围绕价值链系统梳理

并绘制制度地图，筑牢商业道德防线。

数据安全与数字化治理成为新战

场。面对“i茅台”累计注册用户7386.3

万人的庞大数据资产，茅台通过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测评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

任。通过“匠品链”区块链技术实现“一

瓶一码”溯源，从包装生产到终端销售

的全链路数据存证，构建起消费者与品

牌的数字信任纽带，让ESG从理念转化

为可触摸的管理系统。

以创新思维破解以创新思维破解ESGESG治理难题治理难题

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始终在浪潮

中迭代。

回望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匮乏催

生刚需经济。粮票、布票仍是消费凭

证，消费品以“能用”为核心。市场经

济确立后，外资品牌纷纷涌入，那是

一个喝可乐就可以代表接轨国际的

时髦年代。在中国消费品市场的迭

代浪潮中，流量催生的网红品牌平均

生命周期已缩短至几个月，而茅台在

高端白酒市场里占有率持续领跑

——其穿越周期的密码，就藏在赤水

河畔“绿色酿造”的生态经济学里。

赤水河畔的晨雾还未散尽，北纬

27℃的酱酒黄金产区已苏醒在千年

酿造的韵律中。

2024年，茅台完善气候变化应对

治理架构，将气候风险纳入公司整体

风险管理。在节能降碳方面，从原材

料到配送中心，分别设置了多项举

措；在用水方面，优化水资源管理制

度体系，根据2023年全年用水情况修

订水资源消耗标准，明确各单位的用

水“定额量”，同时对供应商进行用水

管理。

作为“水经济”典型行业，茅台持

续探索：

流域级水治理。水循环利用率

超 87%，2024 年单位产品耗水较

2023年实际降低7.28%，既保障酿酒

用水品质，也将水资源管理转化为成

本优势。

水足迹测算跟踪。2024年茅台

首次开展CDP水问卷回复，深化水足

迹测算工作并设置了公司层面的短

中长期节水目标，并以TCFD框架为

基础，详尽披露气候变化应对专项内

容，制定具体减排目标并跟踪其进

展，以全生命周期角度实施节能降碳

计划，探寻生态增值路径。

跳出企业自身看行业，会有不一

样的视角。茅台还以绿色酿造为核

心，联动赤水河产区生态治理、科技

创新与共同富裕，带动社会各界协作

参与。

努力探索的同时，茅台也有了新

的收获。例如，积极开展微生物多样

性评估工作，运用多种组学技术，在

全球范围内首次发现茅台酿造体系

中的两株全新梭菌菌种，分别命名为

“石窖梭菌”和“茅台梭菌”。

茅台对保护自然生态、包材及废

弃物管理、产品碳足迹等环境维度的

议题，也纷纷进行了实践。例如，在

包材方面，茅台开始在多个省市试验

空瓶回收资源化处理，并针对重点包

材供应商设置相关目标。

在双碳目标与消费理性化的双

重倒逼下，茅台的实践，其实是尝试

构建生态系统的价值认同。

绿色酿造：重写消费品价值的底层代码

“回到住地后，也是我们工作人

员与他一起共进午餐，并一一与我们

碰杯、干茅台酒。”1974年4月，邓小

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

六次特别会议，中国外交官唐龙彬在

回忆录里写到这段。

茅台酒与世界的碰杯声，早已超

越了饮品本身的物理属性。今天会

有藏家为20世纪末的茅台酒支付溢

价，不仅因为酒体本身，更因瓶身承

载的时代记忆。若要说起茅台的出

海，其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上怒掷酒瓶的传奇里，在1972年尼克

松访华时点燃酒杯的外交佳话中，在

巴黎奥运的干杯声中，其核心并不是

价格标签，而是穿越周期的价值共识。

2024年，茅台海外营收为51.89

亿元，同比2023年（海外营收43.5亿

元）大增。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

大背景下，今天的消费品如何更好地

走向国际市场？尤其是在全球化重

构与绿色转型的双重浪潮下，ESG正

从企业的加分项演变为出海竞争的

硬通货。

就在近日，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信披办法》）第六十五条明确提

出“上市公司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该《信披办

法》将于 2025 年 7月 1日起正式施

行，不少企业早已摩拳擦掌。

在贵州茅台《2024年环境、社会

及治理（ESG）报告》（以下简称“ESG

报告”或“报告”）里可以看到，茅台的

ESG披露标准已经开始探索系统性

对标国际主流评级和行业优秀实践。

这里有评级体系的对标突围。

此次报告首次引入“双重重要性”分

析框架，双重重要性的识别、分析、管

理和响应等一系列行动，可帮助企业

在当前国际关系、气候变化、自然资

源、社会和技术变迁等风险中更好地

看清自己所处的位置、竞争力，以及

和周边的互动关系、未来的风险和机

遇等。茅台参照欧盟《可持续发展报

告准则（ESRS）》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

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中关于双重

重要性的合规要求，披露“治理、战略、

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四大支柱，将

ESG议题与财务绩效深度绑定。

也有对披露的更加量化。搭建

ESG指标体系，以关键绩效等量化数

据呈现，并持续跟踪。茅台公布了减

排目标，包括2025年和2030年减排

目标在 2024 年 ESG报告中已然列

出；同时建立了内部的ESG指标体

系。茅台将其核心产品飞天茅台的

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测算结果也展示

在报告中，从而直观反映ESG实践。

在ESG的话语体系里，与世界“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