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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酒传统知识产权
———建立茅台酒工业生态功能保护区

范光先，吕云怀

<贵州茅台集团技术中心，贵州 仁怀 =>7=69?

摘 要： 建立以茅台镇为中心，赤水河流域为延伸的茅台酒工业生态功能保护区，界定茅台酒生产核心功能区的产

业结构规模及人口发展总量，将是保证核心功能区空气、水、土地及微生物资源合理、有效利用，保证茅台镇生态平衡，

保证茅台酒工业生态功能持续稳定发挥，维护国酒传统知识产权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茅台酒工业区； 生态功能保护区； 生态平衡；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1-5>5;88；@9A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9669’C5D>（5667）68’69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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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茅台酒工业区现状分析

茅台酒在“十五”期间将完全实现“万吨”生产能力。作为茅台、

仁怀、遵义乃至贵州的支柱产业，茅台酒的发展无疑促进了仁怀市

经济的发展和市镇建设的发展，尤其是茅台镇市镇建设的发展。

市镇建设的无序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终将带来资源的过度

消耗，环境的恶化，生态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9;9 人口的无序增加

人口的无序增加，人类的活动所带来的过多的废气、废水、废

渣、声波、电波、辐射等将直接破坏茅台的空气环境、土壤环境和水

环境，从而，直接破坏茅台微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将可

能导致微生物物种的变异、消亡，尤其，人类和家畜是酒类发酵有

害微生物的主要载体，其中，口腔和肠道中的链球菌、乳杆菌、葡萄

球菌、大肠菌群是引起酒类发酵乳酸升高及其他邪杂味出现的主

要原因 Y9Q5Z。人口的过度增加将导致这类微生物的密度加大而破坏

原有的平衡，加上前述原因最终将影响茅台酒的质量甚至会改变

茅台酒的风格特征。

9;5 市镇建设无序发展

市镇建设的无序发展，将加速有效耕地及自然土地的消亡。而

有效耕地及自然土地是绿色植物的温床，是茅台微生物赖以生存

和繁衍的乐园；更为重要的是，土地及其生长的绿色植物是空气湿

度及温度的自然空调，维持着人类及其他生物生存的有效温、湿度

环境。有效耕地及自然土地的减少，将可能人为地破坏自然界的自

我调节功能，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环境温度升高，水分散失加快，

生态失衡，微生物物种变异甚至 消 亡 Y9，5Z，最 终 影 响 到 茅 台 酒 的 质

量甚至改变茅台酒原有的风格特征。

9;8 城市经济无序发展

城市经济的无序发展，也将导致生态失衡及茅台酒传统工艺

的地域垄断性丧失。据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茅台镇现有数百家

生产不规范、环保无措施的小酒厂、小作坊外，天津“金士利”集团

已在茅台征地 956 亩发展酱香型白酒 9666 L<据可靠消息Q某大企

业集团准备投资该公司 8 亿元人民币Q 继续在茅台征地 =66 亩Q发
展酱香型白酒 =666L，并组建中国最大的酱香研究中心?；据传，广

州某集团也打算在茅台征地 >66 亩发展酱香型白酒；贵州“云峰酒

业”集团在茅台至二合方向已征地 866 亩，不知将发展何种香型酒

业。

9;7 无序发展带来的危害

无序发展必将带来以下危害：

如果这些企业去发展其他香型白酒，无疑会损毁茅台酒赖以

生存的特殊自然生态环境，损毁微生物种多样性、独特性，打破原

有的生态平衡，出现所谓“白酒同质化”的现象；茅台酒生产本地化

粮源的争夺也将导致地方粮源市场竞争的无序化和种植的非科学

化管理。

企业的无序发展必将导致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人口密度的

增加，土地资源、水资源的减少，空气质量的进一步降低，环境生态

收稿日期：5667’65’65
作者简介’范光先（9C>D’），男，贵州省毕节市人，工学硕士（工业微生物），现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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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衡，茅台地域微生物的变迁，茅台酒质量及其风格的丧失！茅

台酒———人类与自然遗产的损毁！

赤水河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区，有丰富的煤、磷、硫铁矿资源，一

旦被开采将严重地污染赤水河，直接影响到茅台酒的产质量。赤水

河流域人口和经济的无序发展，将会引起水土流失、水资源过度消

耗甚至枯竭，直接影响茅台酒的发展。

茅 台 镇 海 拔 较 低 （756<==6 (）、四 面 环 山 、山 滑 路 陡 、夏 季 炎

热，很不适宜大规模建筑和居住，尤其是交通不便，夏季气候恶劣，

不宜于定居和城市发展。

5 建立“茅台酒工业生态功能保护区”的目的和意义

5;9 可有效地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茅台地域微生物资源、水资源、

土地资源、空气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持生态平衡，保护茅台酒———

人类与自然的宝贵遗产不受损毁。

5;5 可有效地利用国家政策支持、资金优势，合理规划保护区，逐

步实现人口控制、人厂分离、厂镇分区，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保护区

的生态环境质量，维持生态平衡和茅台酒工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5;8 有利于提升茅台酒的品牌价值和消费价值，使生态酒、健康

酒、文化酒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卖点更加突出。

5;7 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职工和镇民的生活质量及居住条件。

8 建立“茅台酒生态功能保护区”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8;9 理论依据

8;9;9 协调自然的现代生态观>8?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人类各种活动越来越不受环

境条件的约束，人类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环境。物质生产的长足

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口激增和粮食营养要求提高的需要。

尤其是近半个世纪，几乎全人类都开始了向生物圈施加暴力的剥

夺行动，人们不时地为他们所使用化石能源和科学技术带来的成

功而沾沾自喜，但出乎人们意料的灾难却同时也在身旁发生了。不

断扩大自己的索取领域，从土地延伸到整个生物圈，大大加快了自

然资源在经济过程中的消耗速度；在人类向自然开发与索取的过

程中，忽视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性与统一性，逐步酿成了一系列

的生态灾难，如耕地锐减，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森林破坏，物种灭

绝，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能源的广泛使用，造成了今天严重的能

源危机。面对危机，过去的经验起不了多大作用，以往能够纠正错

误的自动调节也失灵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展现在我

们眼前的世界如此之陌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一种近乎末

日的来临。

为了摆脱这种严峻的局面，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

关系，反省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回顾人类发展历次最重要的生态事

件，重温“玛雅文明”的消失和“撒哈拉沙漠”的产生等历史教训，人

们开始猛醒，觉察到人为的干扰程度不能经常地超过生物圈中诸

因素自然波动的程度，觉察到人类正在悄悄消耗生产资源基础本

身，一天天的在生物界形成“赤字财政”，认识到大自然尽管是一位

永恒的母亲，但她那资源的乳汁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之相互关系的生态学，随着整个生物圈

内众多的人为变更，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日益加剧的破

坏和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和健康的反作用等问题

的突出化，使得生态学成为生物科学最前沿的学科。由于现代生态

学不仅具有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全球性特点，并且与经济、社会和

政治等问题密切相关，而在方法和科学认识上有着统一性的特征，

使生态学在研究人与自然、生命圈与生物圈等全球的历史性问题

具备了最普遍的科学意义。

特别是近 86<76 年来，生态学的研究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使

人类意识到，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片面强调主观需

要，而必须把人类发展的需要同自然生态的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

达到既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能需要，又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得

到不断改善的双重目的。随着人类这种意识的成熟化，于是终于形

成了科学的现代生态观———协调自然的观念。

8;9;5 工业生态系统>8，7?

9@A@ 年 @ 月，一篇题为“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的文章在美国

科普月刊《科学美国》发表。文章提出了“工业可以运用新的生产方

式，对环境的影响将大为减少”的观点，同时，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

概念。

文章认为，在传统的工业体系中，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独立于其

他工序，消耗原料，产出将销售的产品和将堆积起来的废料。我们

完全可以运用一种更为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这种简单化的传

统生产方式，那就是工业生态系统。一个工业生态系统完全可以像

生物生态系统那样循环运行：植物吸收养分，合成枝叶，供食草动

物享用，食草动物本身又成为食肉动物所捕食，而它们的排泄物和

尸体，又成为微生物的食物和土壤营养。在丹麦的卡伦堡工业共生

体中，以 BC+)/C 燃煤火电厂为卡伦堡工业生态系统的中心 ，BCD
+)/C 燃煤火电厂对蒸汽和热能进行了多级使用，分别向炼油厂和

制药厂供应生产过程中的蒸汽，向炼油厂提供生产所需蒸汽的 76
E，为制药厂提供所需蒸汽的 966 E；为卡伦堡镇的 7=66 户 居 民

提供集中供热；余热还供养鱼厂温水养鱼和温室种植等。烟气脱硫

一年生产 56 万 F 石膏，G 万 F 除尘飞灰用作建材。卡伦堡工业共生

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产生了极大的环境、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几

个 方 面 ： 减 少 资 源 消 耗 ， 每 年 减 少 7=666 F 石 油 、9=666 F 煤 炭 、

H66666 (8 水；减少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和污染，每年减少

9G=666F 二氧化碳和 99666 F 二氧化硫（用于生产硫酸）、@6666 F 石

膏、9=66 F 氮和 H66 F 的磷。该共生体系 56 年总投资额（9H 个废料

交换工程）估计为 H666 万美元，而每年产生的效益为 9666 万美

元。当然，也许人们远远达不到一个完美的工业生态体系的境界，

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保持或提高生活质量而又不去破坏环境的话，

企业家与消费者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习惯。

8;5 法律依据

8;5;9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8;5;5 《生态功能保护区评审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

环发（5665）9=@ 号I
“第三条，生态功能保护区是指在保持流域、区域生态平衡，防

止和减轻自然灾害，确保国家和城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江河

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

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重要渔业水域以及其他具有重

要生态功能的区域，依据规定程序划定一定面积予以保护、建设和

管理的区域”。

“第四条，生态功能保护区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

跨省域和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重点流域、重

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建立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

跨地（市）及对维护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

用的重点区域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建立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

跨县（市）及对维护地（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重点区域

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建立地（市）级生态功能保护区”。

“第五条，国家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立，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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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报国务院批准。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立，由地（市）级人

民政府提出申请，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地（市）级生态功能保护区

的建立，由地（市）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地（市）级 人 民 政 府 批

准。跨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立，由两个以上行

政区域的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提出申请，并按照前三款规定的程

序申报”。

“第十五条，本办法中所用术语的含义是：

生态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中所形成的维持人类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重要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调节

气候，净化空气和水体，调蓄洪水，防风固沙，维持生物多样性，培

育土壤等功能。

主导生态功能———是指在维护流域、区域生态安全和生态平

衡，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功能，也是建立生

态功能保护区的根本依据”。

7 茅台酒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的初步设想

7;9 总体布局

7;9;9 申请建立生态功能区 “赤水河流域水土保持暨生物多样性

功能省级或国家级保护区”，控制流域人口及非环保型经济增长，

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生态产业。

7;9;5 申请建立主导生态功能区 “茅台地域微生物资源多样性暨

茅台酒工业生态功能省级保护区”，限制茅台镇人口及非环保型经

济增长，逐步建立茅台酒工业生态系统，最终实现“人厂分离、厂镇

分区，茅台酒可持续健康发展”。

7;9;8 申请建立“中枢’鲁班茅台移民区”，配合“茅台酒生态功能

保护区”的建设。开发中枢’茅台高等级公路，缓解交通压力。

7;5 规划目标的制定

以<年为期，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8个阶段。

7;5;9 总体目标

保持赤水河上游流域范围内不采矿，不建工厂、化工厂，赤水

河无污染。控制赤水河流域的人口及非环保型经济增长速度，保证

水土不流失，保证水资源不枯竭、不断流，保持赤水河流域的生物

资源多样性功能不丧失。

限制茅台镇人口及非环保型经济的无序增长，最终实现零居

住或移民；控制非茅台酒经济的无序增长，最终实现零增长或搬

迁；在区域内逐步建立“茅台酒工业生态系统”。从而，进一步提高

茅台镇生态环境质量，维护茅台镇生态平衡，保持茅台地域微生物

资源多样性及稳定性功能不丧失，保证茅台酒风格稳定，质量稳

定，并达到5=8 万吨的生产规模（届时的职工总量可替代现有的城

镇人口）。

7;5;5 近期目标

根据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

《生态功能保护区评审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制定相关的

法律法规，对赤水河流域及茅台镇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规划作

出相关规定。

控制茅台镇人口不超过现有的总量，控制茅台镇其他经济的

发展不超过现有的规模和总量，极力推行和扶持绿色、环保产业。

控制赤水河上游流域范围内的人口增长速度，杜绝新增工厂、

化工厂的建设，整改现有工厂、化工厂 >若有?，推行林业、农牧业等

绿色环保产业。

7;5;8 中期目标

实现茅台镇人口零居住，茅台镇非“茅台酒”企业零发展，极力

推广林业、农牧业等绿色、环保产业。

限制赤水河流域的人口增长，实现赤水河上游流域范围内无

工厂、化工厂，不采矿，极力推广和扶持绿色、环保产业，如高粱、小

麦等有机原料基地及山苍子（世界十大香料，也产于赤水河上游流

域）等经济林基地。

7;5;7 远期目标

保持茅台镇生态功能，维护茅台地域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和稳

定性，发展茅台酒支柱产业（在现有人口聚居区域———曾经使茅台

酒闻名于世，获得“9@9<”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茅台酒生产旧

址周围可再发展茅台酒 9 万吨）。

有效地建立区域内的茅台酒工业生态系统，用信息化带动工

业化，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最终实现“从有机原料的生

产>用‘公司A农户’的模式来管理?到生态、健康、环保型茅台酒的

酿造 >采用机械制曲等实用技术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贮

存>应用现代物理技术缩短老熟期?、勾兑>应用微机勾兑技术提高

工 作 效 率 ?、包 装 >组 建 玻 璃 瓶 子 厂 、纸 箱 厂 、彩 印 厂 ，增 加 就 业 机

会，减少假冒伪劣?、销售（把‘生态、环保、历史、文化’等理念贯穿

于整个销售及消费过程），到废弃物的无污染、零排放及作为‘可再

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底锅水、黄水回收制作优质窖底或燃

气———沼气，废糟生产高蛋白饲料或有机生物肥再用于原料基地）

为一体”的清洁生产工艺，即所谓“工业生态系统”，把老祖宗留下

的“国酒品牌”传递下去。同时，也调整了仁怀市的产业结构，增加

了就业机会和经济总量。

开发以“茅台酒工业生态园区”为中心，以“赤水河流域生态功

能保护区”为延伸的“茅台酒工业生态暨赤水河生态旅游”产业，调

整产业结构，发挥资源优势，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 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的效益评估

<;9 经济效益

“茅台地域微生物种资源多样性暨茅台酒工业生态功能保护

区”的建立，有利于实现茅台酒工艺技术的地域垄断，有利于茅台

酒风格的保证、质量的稳定，有利于保证茅台酒是世界上最好的蒸

馏酒，有利于茅台酒及仁怀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茅台”品

牌价值的进一步提升，生态、环保、健康产品是消费者永远追求的

时尚。

功能保护区的建立，居民的搬迁，有利于茅台酒在有效的区域

内发展规模经济。

保护区的建立，有利于发展生态旅游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

点。

<;5 社会效益

保护区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和职工的生活质量，让不

利于人口居住的茅台镇成为微生物的乐园，成为茅台酒生产的有

效基地；让交通方便，地势平缓、开阔，气候温和的“中枢———鲁班”

成为移民的乐园，城市化的契机。

功能保护区的建立，茅台酒风格和质量的保证，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是仁怀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唯一选择；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得以延续的唯一选择；是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得以保护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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