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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广阔，养育了一方好酒，

北方酱酒的香味风格与茅台酱香品类

相同，但由于其原料不同、产地不同、

发酵剂不同，产品风味也存在差异。

北方酱酒酿造历史悠久，形成了各种

不同风味的区域产品，而且演化出了

中国白酒的多样性。

酱酒的发展历程应该是从1963年

辽宁的凌川试点开始，到1979年走向

以香型为赛道的评酒机制。

1963 年，辽宁省在凌川酒厂开启

了北方酱香酒的探索之路，1964年，为

期两年的“茅台试点”开始。在茅台试

点过程中，就确定了茅台的基本香型，

进一步推动了酱香酒的工艺发展，并

且北方酿酒科技人员在“茅台试点”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酱香酒并非仅源于

贵州，北方在酱香酒的发展史上，同样

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北方酱香酒在市场上具有独特的

优势，尤其是在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

健康饮酒的需求方面。同时，酱酒在

社会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这是北方酱酒存在的一个原因。

北方酱酒由于酿酒工艺不同，且生产

成本也较低，因此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当时，国家有一个政策导向，其中一个

就是降低粮食消耗的问题，并沿用至

今。酱酒是耗粮大户这一点还有待商

榷，北方的酱酒成本低、性价比高，白

酒在北方地区又有着广泛的消费基础

和文化底蕴，所以，我们有好的市场、好

的生产工艺、好的经营回报，这也是北

方酱酒存在的一个优势。

当前，酒业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

为了迎合现代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

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创新是酒业发

展的力量源泉，主要体现在酒体风味

上的创新，复合香是我们未来的发展

方向。在技术创新方面，北方酱香酒

企业正在积极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科

技的结合，通过麸曲创新、细菌曲应用

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酒的品质和

风味。

同时，北方酱香酒企业应注重品

牌建设和产业升级，避免低价竞争，注

重质量创新和风味提升，以在市场竞

争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以东北产区为例，有清香、浓香、

芝麻香、酱香等，其包容性比较强，但

是现在缺少资本的进入，尤其是辽宁，

几乎没有外地资本对酒业进行投资。

东北现在的生产条件、生产力已显著

提高，已经克服了过去气候上存在的

不足，同时，不少企业已引入智能化酿

造，完全可以在东北酿造出美酒。

今后，如何酿造出更健康的美酒，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各

酒企的共同努力。

北方酱酒应注重质量创新与风味提升

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大

背景下，国内市场仍有发展空间，海外

市场仍是所有白酒企业发展的“蓝

海”，名酒必将成为推动整个行业实现

新一轮复苏与增长的核心引擎。

团结一致，共树发展信心。

一是坚定产区信心。遵义、宜宾、

泸州、亳州、吕梁、宿迁、绵竹等核心产

区，在市场中占据了中国白酒五成以

上的产销量、八成以上的利润额，具有

不可复制的先天优势。

二是坚定文化信心。从1952年到

1989年评选出来的历届全国名酒，历

经70余年，至今依然是中国白酒产业

的领军品牌，造就了一批千亿单品、百

亿单品。品牌底蕴与文化传承，构成

了白酒企业穿越周期、历久弥新的生

命力。

三是坚定发展信心。从孩提时代

的“百日酒”，到金榜题名的“状元酒”，

再到洞房花烛的“合欢酒”，美酒不仅

是美好生活的象征，更是社群交流的

重要纽带，只要社会向前发展，白酒产

业就会继续开花结果、长盛不衰。

先立后破，共谋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以数

字经济开辟发展“新路径”。

作为传统行业，白酒要积极拥抱

智能化变革，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以用户生态为帆，构建线上线下深度

融合的消费新场景，精准连接不同代

际的情感共鸣；以文化赋能为翼，借数

字技术激活酿造的文化密码，才能在

变局中开新局。

二是把握消费趋势变革，以推动

“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打造“新价

值”。

满足新需求。积极打造多元化、

个性化产品，满足多层级消费需要，从

“渠道为王”向“用户主权”转变，赋予

白酒更多“美好生活方式的价值”；探

索新场景。重构酒厂直达消费者的消

费场景新体验；拓展新路径。通过酒

文旅等多业态发展路径，打造真正满

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社交需求的“新价

值”体系。

三是把握“双循环”趋势，合力“出

海”拓展“新空间”。

中国白酒要在国际市场赢得持久

竞争力，关键在于文化赋能与价值传

递——这需要我们以江河汇流之势凝

聚行业合力，以百川归海之志开拓国

际市场，共同推动中国白酒从民族品

牌向世界品牌跨越发展。

当前，我们认为一是做“难而正确

的事”，甘坐冷板凳打磨品质，而非追

逐流量快钱；二是做“创新但不忘本的

事”，在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坚

守传统酿造工艺，在变革中坚守品质；

三是做“利他且共赢的事”，一方面更

加自觉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方

式，另一方面是构建多方共赢的生态

圈。

做“难而正确的事”，不追逐流量快钱

全球葡萄酒行业正站在一个充满

挑战与机遇的历史节点。

过去十年，葡萄酒行业经历了前

所未有的震荡。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

织（OIV）的数据显示，欧洲红葡萄酒

销量较十年前下降超 15%，而健康意

识的兴起加速了低度酒和有机产品的

需求分化。这种趋势迫使行业直面一

个根本性问题：当传统市场的光环逐

渐黯淡，增长的新动能何在？

意大利Masi酒庄的突围路径为这

一问题提供了启示。这家拥有250年

历史的家族企业，在行业低迷期实现

了北美市场 19%的营收增长，其成功

密码在于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捕捉与战

略创新。一方面，Masi 通过高端化策

略推出限量版单一园葡萄酒，同时开

发低酒精度有机系列，既满足了新兴

市场对品质的追求，又契合健康消费

浪潮；另一方面，它将酒庄改造为文化

体验空间，将品鉴与艺术、历史深度融

合，使游客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衍生

收入占比升至15%。这种从“卖产品”

到“卖体验”的转型，揭示了葡萄酒行

业价值重构的核心逻辑——在物质消

费之外，构建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

新兴市场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葡

萄酒版图。亚洲市场的高端化趋势尤

为显著：中国进口葡萄酒均价年复合

增长率达4.3%，印度与东南亚则通过

婚庆、商务场景扩大起泡酒消费。这

些变化不仅带来增量空间，更倒逼企

业重新定义竞争维度。当消费者愿意

为品牌故事支付溢价时，单纯的产品

质量已不足以构成护城河。西班牙桃

乐丝酒庄的“历史窖藏”系列便是一个

典型案例，它将酿酒工艺与本土文化

遗产绑定，将每一瓶酒转化为文化叙

事的载体。

技术革新与可持续发展则从另一

维度推动行业进化。Masi酒庄引入区

块链实现全流程溯源，利用AI优化种

植管理，使水资源消耗减少25%、碳排

放降低18%。这些实践不仅回应了欧

盟将30%农业补贴与低碳生产挂钩的

政策导向，更揭示了数字化与绿色转

型的必然性。

然而，复苏之路仍布满荆棘。红

海航运危机与东欧化肥价格上涨持续

挤压利润空间；气候变化更构成长期

威胁——联合国报告指出，若全球升

温突破 1.5°C，30%以上产区的传统

风味可能消失。与此同时，如何触达

“清醒一代”消费者成为关键课题。年

轻群体饮酒频率下降，但对品牌价值

与体验创新的敏感度显著提升。这要

求企业通过数字化营销（如社交媒体

互动、虚拟现实品鉴）重建与新一代的

对话方式，将饮酒行为从单纯的感官

享受升级为生活方式表达。

打破“陈酿”，葡萄酒业的未来突围战

中国食协白酒专委会副主任、

辽宁酿酒协会名誉会长、

第五届全国评酒会专家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