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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文化酒时代潮流，发展兰陵文化酒

韩佃刚，陈晓春，徐希望

（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苍山 5===78）

摘 要： 面对新世纪，中国白酒的发展趋势是向优势品牌集中，“调整”是白酒产业的唯一出路。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

激烈，文化竞争是中国白酒个性化差异竞争的终极目标。“文化酒”是一个文化的产业链，是全方位展示酒文化经营战

略的系统工程。新世纪的第一年，兰陵集团又打出了“顺应中国文化酒时代潮流，发展兰陵文化酒经营战略”的伟大旗

帜，同时提出了发展兰陵“文化酒”战略的目标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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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蒸馏白酒，是一部华夏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伴随着她的

是酒文化发展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的名优白酒以其独特

风味、优美的质量驰名中外，深受国内外广大饮者的赞誉，这是我

国劳动人民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从曹操的“煮酒论英雄”到李白的“斗酒诗百篇”，中国白酒又

曾酝酿出多少悲欢离合、人间沧桑。融诗词歌赋、书法戏曲等艺术

于一身，集政治、宗教、礼仪、医学、风尚于一体的中国酒文化应运

而生，同步发展。

进入56世纪<6年代末，酿酒界及酒文化研究人士开始了孜孜

不倦的全新探索，将“酒文化”这种纯精神概念物化成为“文化酒”

并最终体现于某种具体产品上。知识经济时代的58世纪，真正将精

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渐趋“合二为一”，以文化色彩和精神气质构筑

而成的“高附加值”，真正体现出产品的超一流品位的“文化酒”，以

一种全新概念产品面世了 W8X。

“酒鬼”酒打出了“做新世纪中国文化酒引领者”的大旗，山西

龟龄集酒以“健康饮酒”的魅力，引领白酒新世纪时尚，中国白酒界

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文化酒风潮”，茅台、泸州老 窖 、剑 南 春 、酒 鬼

酒、孔府家酒、道光廿五酒、汝阳杜康酒、双沟酒、宝丰酒和今世缘

酒，“十大文化名酒”个性特色各有千秋，象一朵朵瑰丽的花朵长久

开在广大消费者的心田。兰陵，北方酒文化经营战略发展的前驱

者，新世纪也打出“顺应中国文化酒时代潮流，发展兰陵文化酒建

设战略”的旗帜 W5X。

> 白酒行业的发展趋势及产业对策

酒是一种特殊商品，既是食品饮料，又是多彩的文化和风俗的

载体。从8<=@年至8<<@年，我国酿酒工业经历了快速发展、产品调

整和产业调整7个阶段，并取得重大成绩，产业增长86;Y=倍。进入

56世纪末，白酒市场总体走势低迷，产大于销，供过于求。但白酒业

同时也步入一个创新、发展特色和品牌竞争，从“无序”向“有序”发

展的时代。一个令人欣喜的市场发展趋势正悄然出现：白酒，正向

各优势品牌集中。特别是56世纪<6年代末，众多白酒企业在经历了

诸如广告战、价格战等一系列大战的洗礼之后，全行业竞争实力格

局已逐步形成，尤其是前86家优势品牌的排序大致稳定。“六朵金

花”、“茅台”、“酒鬼”、“古井贡”、“双沟”、“杏花村”、“洋河”、“兰陵”

等白酒优势品牌正以其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较大的品牌优势，较显

著的品牌效益实力，在白酒行业占有日趋重要的地位。

面对Z1[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白酒行业正经受着行业

内外的白热化竞争，各大企业均在苦苦地探索产业对策。5668年被

业内定为“调整之年”，大多数企业提出了“调整、提升、改造、转型”

八字方针。白酒行业正步入一个创新求特、品牌竞争的时代。

众所周知，没有特色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的。白酒行业正在追

求一种特色生存意识，以香型定特色，也许只是白酒产品特色划分

的一个方面，它体现了白酒企业对创新、求特的追求，对产品特色

的渴望。另一个“个性化差异竞争”在于酒文化竞争，人们常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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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一半是文化，文化营销是文化酒时代”的主题。从此，酒业的营

销战略以8<<=年以前的以广告宣传为主的数量营销，8<<=年以后

以品牌经营为主的品牌质量营销，逐渐转移到以人为本的文化营

销，这种文化营销战略现在已成为不少酿酒企业决胜市场的法宝。

迎接文化酒时代的挑战，摆在我们每一个酿酒企业的面前，发

展文化酒建设战略，中国白酒行业的又一条崭新的道路。

5 兰陵酒文化到文化酒的发展历程

兰陵美酒始于殷商，成于两汉，盛于唐宋，著于民国，漫漫三千

载，悠悠十七代，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沿袭而今。兰陵，荀子的故居，

李白醉卧兰陵吟诗篇，“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

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吟诵至今。明代医学泰斗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写道：“兰陵美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

痛，不口干，不作泻”。同时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兰陵酒的传说故

事，充分记录和展示了兰陵人的勤奋和智慧。“兰陵”文化正是在这

片丰厚的土壤中得以孕育和成长 >7?。

企业快速发展的89年间，兰陵酒文化与企业同步腾飞。我们早

在56世纪<6年代初就成立企业自己的酒文化研究会，与企业文化

建设、党建、宣传教育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兰陵酒文化建设，取得了

累累硕果。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是把酒文化建设停留在企业

文化建设的表面。

5;8 兰陵首先注重的是自己的品牌、文化

我们利用兰陵这片丰厚的土壤文化大打“兰陵”牌，有了自己

的金牌兰陵大曲、二曲、特曲产品，利用九七香港回归这一国人喜

庆的历史事件，隆重推出“喜临门”品牌并得以快速发展。借跨世纪

契机，大打“世纪龙”牌。利用兰陵悠久的文化底蕴，推出“陈香”和

“兰陵王”品牌，并开发五年陈、十年陈、精品兰陵王等系列产品。在

品牌建设上，充分做到“兰陵———追求消费者永恒的信赖”，同时永

葆“兰陵酒不上头”这一历史特色。保护品牌，发展品牌，这是兰陵

几代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兰陵”这一非比寻常的名字，正喻示出她

的独特，她的超群，她的神奇魅力。

5;5 兰陵较早意识到生态文化的重要性

兰陵高含锶型天然矿泉水，泉水清芬，清冽甘醇，是品质极佳

的天然矿泉水，进一步说明了兰陵酒好源于水，同时兰陵的制曲等

自然生态环境，极少受到工业污染，是宝贵的天然资源。近几年来，

兰陵十分注重以生态、微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生物

工程技术，为兰陵的纯净及生态文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真正的

生物合成纯净酒即将在兰陵问世。

5;7 兰陵注重用文化来引导消费

兰陵美酒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种维生素，88种微

量元素，常饮可补血养肾，舒筋健脑，延缓衰老 。 民 国 年 间“巴 拿

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质品牌之所以名传海外，誉满神州，

就在于她向人们宣传一种健康的饮酒风尚，“不上头”更是用文化

去感染和征服消费者。在兰陵酒的消费宣传中，兰陵注重用文化去

引导和规范人们的饮酒观念和行为，这是兰陵酒带给人们特有的

文明之风。

5;A 完成促销到文化营销的顺序过渡

在山东大打“广告大战”之前，兰陵就十分注重企业的文化促

销。56世纪<6年代初，兰陵特液与中国旅游同台唱戏，获得“中国旅

游消费者最喜爱的大众名牌”荣誉称号。为了推动兰陵郁金香产品

市场，我们多次运作了大型郁金香花卉展；兰陵成为北方第一个成

立自己影视公司的酒类企业，用画面全方位宣传兰陵；我们聘请了

金巧巧等影视名星作为企业产品形象代言人，同时多次成功举办

“棋圣”名人棋赛等文化娱乐活动。在企业内部，我们创办兰陵企业

报，以文化机构、文化顾问、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与全国文化名家

建立广泛的文化网络。

兰陵“文化旋风”让广大消费者很快了解和认同其独特的文化

理念和产品内涵，同时一种“名酒、文化与消费”三位一体的市场营

销战略新思维和运作模式正在逐渐形成。兰陵文化营销战略瓜熟

蒂落了，兰陵文化酒时代到来了。

兰陵文化经营特别是市场文化营销战略的成功实施，无疑对

兰陵短短十几年的超常高效发展至关重要。兰陵也由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酒厂发展成为中国十大酿酒企业集团和山东省重点企业

集团。企业现有总资产 85;B亿元，职工万名，拥有酒类、饮料、包装

制品、生物制药等四大类别、十大系列、8@6多个产品品种，成为中

国三大酒类生产基地，真正的“天下第一酒都”。

7 发展兰陵文化建设战略的几点思考

在文化酒时代的新世纪，兰陵文化酒发展战略全部展开。我们

提出了“顺应中国文化酒时代潮流，做文化酒发展之新高”的宏伟

目标，向“十大文化酒名牌”看齐，与酒文化工作者一道，以文化营

销为突破口，从文化管理入手，从而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天

地。新世纪，新兰陵，她必将为兰陵插上腾飞的翅膀。

7;8 文化营销战略常抓不懈

人们的消费观念追求“感性的生活风格”。酒已经成为人们为

了满足精神享受和文化享受需要的一种“感情商品”，这是消费者

求品质求品味的必然结果。兰陵营销战略已经完全渗透了以人性

原则为基础，以人文精神筑品牌，以文化资源为材料，主张产品有

文化品位，富有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文化营销，并将其作为我们

新世纪营销战略创新的主要内容。

7;5 做好传统管理方式向文化管理方式的转变

面对文化酒时代，我们将企业管理方式由过去的产量、质量型

向文化效益型转变。在酒的酿造上下功夫，使兰陵酒酒体从口味、

品质等方面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文化需要，在市场上适销对

路，同时采用新工艺技术，不断提高兰陵酒的科技含量，向“优质、

低度、纯净、高效”的目标发展。在文化管理体制上，要适应兰陵自

身发展的需要，顺应中国文化酒时代潮流，符合文化营销战略和市

场的需求。

7;7 继续抓好兰陵酒文化建设

文化酒需要文化人来研制，消费者的饮酒品味需要文化人来

倡导，文化营销更需要文化人来策划和操作，应该学会把物质技术

上的奇迹和人性的需要结合起来，使“酒”有性格，有情感，有品味，

有精神价值，有文化感染力，以满足人们的高层次需要。我们拟聘

高层次的酒文化工作者为企业发展战略顾问，同时从企业内部培

养兰陵式的酒文化工作者，靠他们倡导饮酒人也要提高文化品位，

给饮酒人介绍选酒、品酒、健康等常识，让饮酒人讲究文化社交，树

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同时，随着C1D的加入，对国际酒文化和

国际酒类市场的研究更加重要。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工艺、技术、

设备、管理的同时，也要促进我们酒类企业文化素质全面提高，在

向国外出口酒类产品的同时，也要向世界推广中国酒文化，为中外

名酒交易和文化交流牵线搭桥，这是文化酒发展战略更高更深层

次的内容。

7;A 创新和调整是兰陵“文化酒”建设过程中永恒的主题

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是“文化酒”了，企业就不需要创新和调整

了，兰陵酒文化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创新和调整是企业发展永恒的

主题，同时也是文化酒时代的必然结果。

中国白酒，在新世纪新形式下，只有坚持技术创新，发挥质量

特色，继承传统工艺，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生产出高质量而且具备

民族特色和独特风味特征的酒类产品，来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

独特需要，这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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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6;5 ,甲基红溶解于866 (3无水乙醇中。

5;5;7 6;8 :盐酸标准溶液。

5;5;< 甲基红酸性试验溶液。

吸取6;8 :盐酸标准溶液6;= (3放入8666 (3容量瓶中，滴9滴

6;5 >甲基红指示液，用蒸馏水定容至刻度，摇匀备用。

5;7 操作

5;7;8 取新酒瓶用自来水洗净。再用蒸馏水洗5次，最后用甲基红

酸性试验溶液洗5?7次。

5;7;5 玻璃瓶中灌入甲基红酸性试验溶液 （注入瓶容量@6 >）A7B，

瓶口用煮过的塑料内塞盖紧。用铁架台固定玻璃瓶颈部，置于水浴

锅中央，瓶内外液面要保持一致，在86?89 ("+时间内，瓶内试验溶

液温度要达到C9D5 E，恒温76 ("+。然后取出玻璃瓶，观察瓶内试

验溶液颜色是否变化。有色玻璃瓶可将试验溶液置于洁净的烧杯

中观察。

5;< 结果判定（见表5）

7 讨论

7;8 试验中所用蒸馏水FG值应为9;9D6;8（滴5滴甲基红指示液，

水色应为橙红色）。若蒸馏水FG值不是9;9D6;8时，可用6;68 :盐酸

溶液或6;65 : :)HG溶液，在酸度计上进行校正。由于甲基红变色

范围（FG值）<;<?I;5，若水的酸性过大或偏碱性，都将影响结果判

定。

7;5 玻璃瓶内壁附着的硅酸盐与试验溶液中GJ离子作用，消耗了

部分有机酸，致使试验后试验溶液FG值变大，引起试验溶液颜色

变化，达到检验玻璃瓶是否具有化学稳定性和耐稀酸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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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B 范登科，等;浅析引起白酒沉淀的原因及防止办法AKB;酿酒科技，8@@I，

（<）：<9’<=;
A5B 蔡定域;酿酒工业分析手册（第一版）ALB;北京：轻工业出版社，8@CC;
A7B MN<9<C’C<，玻璃瓶罐耐稀酸侵蚀试验方法A-B;

废水等污染了环境，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严重威胁酿酒行业。

7;7 酿酒原料混杂，少有专用品种，不少企业使用劣质大米甚至

黄变米，既影响酒的质量，又带来食品安全的隐患。

7;< 工艺上墨守成规，新产品开发乏力，企业之间缺少应有的技

术交流，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7;9 啤酒的快速发展，葡萄酒的复苏崛起，对黄酒产品的推开带

来压力，至今黄酒消费人群未见有大的扩展，中国的民族酒———黄

酒，要想成为国酒，谈何容易！

< 意见与建议

中国黄酒业界有过短暂的发展后，近86年来事实上处于下滑

态势，任何自我吹捧和粉饰均无济于事。希望大大小小决定政策的

以及有关各级协会、学会的掌门人，站在振兴民族酒业的高度，认

真地作出抉择，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本人意见与建议如下：

<;8 加强行业管理，及时了解国外酒类科技发展和有关信息，更

好地为生产企业服务，为政府制订有关政策作为参谋。

<;5 增加酿酒企业、大专院校与研究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不

断吸纳现代酿造科技以改造传统的酿造工艺，使之不断发展完善。

<;7 向啤酒、葡萄酒、白酒等其他酒种学习，借鉴其先进的设备和

有关工艺，走创新之路，改变黄酒业陈旧的面貌。

<;< 借鉴、学习日本清酒先进的现代化设备、管理及有关工艺，取

我所需，促使黄酒业界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跨上一个台阶。

<;9 从水质及其处理、原料、菌种、工艺及其后处理等各个方面严

格把关，切实提高黄酒的质量，出新品、出精品，生产符合当今社会

人们口味的大宗产品，扩大黄酒饮用的地域和人群，使之真正成为

名符其实的民族酒。

<;I 加强黄酒技工的培训和中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使黄酒业界

后继有人，促进黄酒科研水平的提高，并逐步走向现代管理。

<;= 加强企业三废处理，增强环保意识，争创绿色食品，提高黄酒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成为利国利民的颇具特色的民族酒。!

近几年来，兰陵的产品结构、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企业内部机

制等逐步调整，特别是传统白酒发酵技术向现代化发酵技术转变，

也就是说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从根本上置换传统产业的技术基

础。这是我们企业发展战略的大转移，也是应对文化时代的需要。

经过几年的创新和调整，兰陵企业机制、产品及市场结构不断

理顺，兰陵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兰陵品牌效益不断提高。

5668 年兰陵陈香被评为“中国著名创新品牌”。“兰陵———追求消

费者永恒的信赖”的企业理念更加根深蒂固。新世纪，新兰陵，创新

和调整仍是我们的主题。

7;9 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文化酒发展战略体系

自湘泉集团首先明确打出“文化酒”品牌概念，首先主动用文

化塑造企业和品牌形象，并通过“文化J情感”手段对市 场 营 销 战

略加以科学有效的运作以来，发展文化酒战略摆在我们每个酒类

企业面前。如何占领文化竞争这一全新的制高点，烘托出真正文化

名酒品牌的夺人之势，为企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竞争佳绩，我们兰

陵通过近一年来的运作，深刻体会到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发展战略

体系十分重要，作为文化酒时代的顺应者，照搬照抄绝对不行，“酒

鬼”酒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只是启示，而非不变的真理，我们必须因

地制宜，因企业而异，深挖企业酒文化，形成个性强烈的独特体系，

在体系中要特别注重品名文化，香型工艺文化，生态文化，消费文

化，营销文化，并做好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结合文章。谋文化情

感之势，谋著名品牌之势，谋战略营销之势。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文化酒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新的开

始，她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酿酒界朋友们，让我

们携起手来，共同驰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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