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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须关注的“四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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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白酒业的发展应关注以下“四大问题”：（8）辩证看待“集中度”。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比较晚，走过的路不

长，尚未形成垄断巨头企业，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机遇。今日之“酒业大王”未必是明日之垄断巨头，现实的

“大”不代表未来的“大”，但中国白酒走向垄断和集中却是历史的必然；（5）“改制”是“妙药”，但绝非“灵丹”。“改制”是

企业发展的一种手段，是过程而非目的，关键是解放生产力，理顺企业经营状况与经营者收益的关系；（7）“通路”后要

解决消费者的需求问题。只有把握消费者的需求和变化，才能真正赢得市场，树造白酒品牌应基于人性诉求和自我主

张；（?）面对新税制，调整以自救。调整产品结构是核心，必须提高产品档次，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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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皖酒发展而共商大计的安徽白酒发展战略论坛 “双轮”峰

会，前不久在双轮集团隆重举行。由于这届峰会邀请到包括沈怡

方、高景炎等酒界权威在内的866多位业内外人士，他们的积极参

与和直抒胸臆，使得这次峰会的内容和意义已远远超出“皖酒”范

畴，不少论者的观点不仅对皖酒而且对全国白酒的发展颇具启示

和借鉴价值。

笔者从众多论点当中概括提炼出以下四方面观点，希望与大

家共享，并进一步加以探讨。

8 观点一：辩证看待“集中度”

集中度差，这是白酒品牌、白酒企业乃至整个白酒产业现实发

展的一大阻碍。

安徽目前究竟有多少个白酒厂家？没有一个准确数据。从亳

州到古井，区区56公里的沿途，竟有不下86几家酒厂在生产；阜阳

等7个市县周边地区，更有大小酒厂96余家；放 眼 全 国 酒 企 ，何 止

7;=万这个数！那些未被统计或者根本统计不上来的小酒厂、小作

坊到底有多少，从来没人说得清。

白酒业产品过剩、品牌过滥、恶性竞争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其“集中度”过差。而要想铲除这些痼疾、实现规范运作、

理性经营，产品、品牌、企业乃至市场向优势企业、优势品牌集中势

在必行。

要“集中”就需走向“垄断”。然而，历经近56年残酷激烈的市场

竞争，为何白酒产业至今仍然“优”未胜而“劣”难败呢？

安徽双轮集团总裁刘俊卿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

首先，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比较晚、路程短，垄断白酒的巨头企

业尚未形成；第二，中国现行的财税体制限制了酒类大型企业集团

对全国白酒业的垄断。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各地方政

府为发展当地经济、扩大税源就必须大力兴办和扶持自己的当地

企业，所以地方保护和本位主义倾向在所难免，市场因此而形成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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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由于市场人为地被分割，使得中国白酒由分散走向垄断注定要

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

市场被分割、产业集中度差，这对中国白酒业来讲既是灾难又

是希望。对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这种市场割据状态恰好给他们提

供了得以充分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客观上为那些有可能做大做强

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刘俊卿认为，绝不要以为现在的“酒

业大王”或名酒大腕们就一定会是明天的垄断巨头，绝不是这个概

念。实际上，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些目前带有“优势”色彩的名

优酒厂相当程度上仍在吃过去的老本儿。伴随市场竞争的加剧和

这些老酒企“肌体”的老化，许多老名优酒厂很可能会逐步垮下去；

而有些不知名或者尚未出现的企业，凭借其良好的机制、敏锐的市

场洞察力和旺盛的竞争实力，很可能多年之后会成长壮大成为未

来中国白酒产业的一代巨擎！市场经济没有不倒的品牌，也没有永

恒的市场。中国白酒走向垄断和集中，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然而

现实的“大”并不代表未来“大”，任何“大”都来于源于 “小 ”，任 何

“强”都产生于“弱”，这才是最朴素的辩证法。

5 观点二：“改制”是“妙药”，但绝非“灵丹”

由于白酒企业日趋艰难，于是“改制”便成为不少人寄希望于

爬出低谷的“救命悬梯”。中国加入“世贸”，带来国有向民营转变的

历史性趋势，而国家在非“国计民生”产业积极倡导的“国退民进”

政策，更让白酒行业近年来改制成风。

不少酒企的成功改制确实给行业树立了典范。著名白酒专家

高景炎指出，河北承德的“乾隆醉”酒厂原是一家小企业，改制后其

产量和效益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人均利润在全国白酒业位

居第四；山东中轩集团，改制后其产量虽不算大，但人均利润竟然

超过“五粮液”和“茅台”，全国酒业第一。这些企业改制成功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走出了一条“国退民进”、员工股份制的路子，将员工利

益与企业利益紧紧捆绑，极大调动起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

性，机制新而活力增。

白酒权威沈怡方认为，从大的方面说，改制实际上是要解决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的

发展了；从小的方面看，改制则有助于深化解决白酒企业“政企不

分”的弊端 ，克服“国企病”，使业内广大有作为的企业家真正放开

手脚，专心致志去搞经济。但他同时强调，改制成功与否关键是要

看企业真改制还是假改制。那些中小企业改起来比较容易，也很有

效果；而那些大型企业集团（包括一些传统名优酒厂）改制难度就

相当大，有些虽然名义上“改”了，但观念、机制没多大变化，还是换

汤不换药，这样的改制就很难有作为。

应该说，近年来白酒企业的改制可谓五花八门，有些改制是真

正的“市场”行为，有些则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改制的目的有些

是确确实实想要解决体制问题，有的则纯粹是为了上市或融资；改

制的企业当中，因经营艰难不得已而为之的多，未雨绸缪自觉自愿

的少；特别是国有大中型和名优酒企，走过场的 多 ，真 正 “触 及 灵

魂”的少⋯⋯

双轮集团总裁刘俊卿认为，改制是“妙药”，但绝不是“灵丹”，

不是万能的，它是企业为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是过程而不是目

的。对于那些观念僵化、经营彻底陷入困境的企业来说，无论怎么

改恐怕也无力“回天”。相反，改制的弊端却很可能在这样的企业里

得以“充分体现”：职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领

导借“改制”变国有为私有，从而中饱私囊等等。

针对人们的某些认识误区，刘俊卿特别强调指出：国有、集体

企业效益下滑，其实不仅仅是“体制”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

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明确，企业的经营状况与企业经营

者的收益不成比例。譬如，赢利企业与亏损企业、纳税上亿元的企

业与纳税几万元的企业，其经营者的收益几乎相同。这种分配上的

不公平造成了企业经营者对企 业 责 任 心 下 降 并 不 安 于 企 业 的 经

营。所以要解决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下降问题，最关键的应该是尽

快明确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倡导高绩效、高收入，

拉大经营者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国外数千万美元年薪的经营者不

乏其人。而且，西方企业资产拥有者通常并不是经营者，可企业办

得却很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明确了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利

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念和机制上的变革比起企业产权

体制本身的变革要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7 观点三：“通路”以后怎么办？

近年来，“通路”是所有企业最关注的大问题。从经销商队伍的

建设、供货渠道的理顺到终端网络的整合，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在围

绕着“通路”做文章。有关“通路”的研究和各种运作方式更是层出

不穷。

当“通路”问题被研究得几乎不再有话题之后，我们终于发现

原来自己穷追不舍的只不过是一个将产品如何摆放到消费者面前

的“方式”而已，至于消费者对产品买不买帐却要另说了。于是，终

于有人开始清醒地发问：“通路”以后怎么办？

前不久，某刊物拿出很大篇幅讨论“‘通路’以后怎么办”的问

题，却最终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其实，这个答案再简单不过：

“通路”以后归根到底就是要研究和解决消费者的需求问题！

安徽中轩广告公司徐建国经理指出，消费者的需求在什么地

方、它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去适应这些需求变化、在这

些需求当中如何去把握其本质的追求等等，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他认为，无论产品口味的调整、价格的制订还是通路手法的变换，

都必须围绕消费者来进行。只有紧紧地把握住消费者的需求及其

变化，才能真正赢得市场。

近年来，从安徽消费市场的调整情况看，大中城市居民近<6
=以上的收入支配都用在了非必需品的支出方面。具体到白酒消

费，8>><年以后社交饮酒已占到<6 =以 上 ，5668年 更 增 长 到?6 =
左右。这种社交、商务饮酒需求的变化和增长已十分明显，而且这

种趋势在全国白酒市场上也愈发突显。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白酒

企业不仅要看到某些地区消费者的局部需求，更要看到广大消费

人群更深层次的需求变化，要更加宏观地去把握这种消费趋势。近

年来，四川一些名酒厂家在开发高档产品上已经形成气候，全兴、

泸州老窖、剑南春、沱牌都在争相打造价位超过五粮液的高档精品

酒。这种一窝风去挤占“宝塔尖”的做法或许值得商榷，但起码它多

少反映出了这些企业对市场消费需求把握上的敏锐。

由于消费者对区域产品的认知程度等方面原因，皖酒或许暂

时尚不具备与那些高端名酒进行抗衡的实力，但在中端市场上它

却可以充分发挥自身诸多优势，开辟出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消费者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除了价格和饮酒动机，还包括对酒

的风味、酒的度数以及对酒健康概念的需求和变化，这些需求变化

能否形成趋势，这种趋势何时出现并最终形成市场，都需要企业去

认真研究和把握。

其实，上述这些需求只是一种表层需求，而企业真正追求的是

一种更深层次上的需求。刘俊卿认为，企业今后的目标是要把喝酒

人的行为及其心态研究透，并要把这种研究最终体现在品牌的塑

8?



酿酒科技

!"#$%&’()*"+, -."/+./ 0 1/.2+%3%,4
5667!" 5#$%" 889#&
:%;5 5667 1%3;889

造上。

品牌的基础是什么？是消费者基于其人性本质的需求。徐建

国认为，这一点国外香烟品牌的塑造体现得最为直观。譬如“箭牌”

追求的是一种吸烟后的轻松怡然；“万宝路”诠释的是成熟男人的

独立性；“<<<”展示的是绅士的矜持感；而“骆驼”张扬的则是西部

牛仔的粗犷与豪放。尽管同为香烟，它们对人性本质的诉求却各有

侧重，每一个品牌都拥有着特殊而庞大的消费人群。这才是品牌真

正魅力所在。

对中国白酒企业而言，在把握消费者需求的时候，如何从一些

浅度层面逐步上升到深度层面，从而铸造出一个品牌真正的内涵，

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机会多多。因为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一个真

正基于人性诉求、真正有着自我主张的成熟白酒品牌。

= 观点四：面对新税制，调整以自救

5668 年 < 月，国家出台白酒复合计税新政策。新税制的出台，

在白酒行业引起强烈反响。从企业到各省行业协会再到国家级协

会，纷纷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传达呼声。然而，新税制依然

“我行我素”，没有任何更改迹象。

按照新税制人们算了一笔帐，结果是 <>? 元以下的白酒基本

不能再做了，否则肯定赔钱。

当然，所谓“不能做”指的是那些照章纳税、规范经营的国有企

业，而对于偷逃漏避甚至根本无帐可查的农村小酒厂、小作坊而

言，却恰恰因大批国有企业在低端市场上全面退守而赢得了空前

巨大的发展机遇。近来这些小作坊、小酒厂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面对论坛会上众多企业对新税制的呼声，白酒权威沈怡方先

生指出，新税制的出台实际上是继颁发生产许可证之后国家对白

酒产业实施宏观调控的又一重要举措。其目的无疑是要扶优限劣、

解决白酒产大于销的根本问题。初衷是好的，但在操作过程中遇到

了执行如何到位的现实难题，客观上给产业格局带来了一些不利

影响：一些产品颇具市场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在对国家增加

税收的同时仍然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而很大一部分中小型国有

企业因被迫从量大面广的低端市场上退出而陷入困境，取而代之

的则是农村、乡镇作坊式的小酒厂大量涌现。

沈怡方先生认为，从今年税收大检查的实施可以看出，国家的

工作重点是要在税收政策执行上加大力度，使操作进一步落实到

位，而无意于对政策予以调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众多白酒

企业在向国家呼吁的同时就必须从现在起对自身的想法以及企业

的整体战略思维进行重大调整。调整的核心是产品结构，也就是说

从现在起我们的国有正规企业务必要尽快提升自己的产品档次，

产品结构要向着中档为主、高档为辅方向发展，普通白酒的生产和

市场只好在一段时间内暂时放弃给乡镇企业。这是我们不得不面

对的现实。

对于沈怡方先生的忠告，企业愤懑也好、不平衡也罢，却不能

不承认这是一句真诚智者的金玉良言。怨天尤人无济于事，消极等

待只能贻误自己。只有抓紧时机加速调整，企业才能找到摆脱困境

的出路。

回想一下，国家在 56 世纪 @6 年代曾对白酒税收实施过几次

重大调整，消费税从 8< A提高到 5< A，增值税达到 8? A。几乎每

一次调整都曾带来企业和整个行业的强烈震动，各省酒头召集开

会、邀请有关主管部门听取意见等等。结果搞来搞去，企业还是要

自己想办法活，税收还是要照政策缴，而且不仅没有减少甚至还发

展到今天的复合计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与其把希望寄托于渺

茫的政策性修改，远不如从现在起对企业自身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来得更现实、更牢靠。

沈怡方先生对双轮集团的战略调整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充

分肯定了企业领导班子超常的洞察与预见能力：他们早在8BBB年

起就预见到了白酒产业低谷的到来，并提前实施了人才、产品、技

术“三大结构”的及时调整，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去年新税制虽然

对它造成较大影响，但由于结构调整迅速，很快形成以“双轮家酒”

为龙头的中高档产品全新格局，企业很快适应了新税制，跟上了市

场发展的步伐。这样的企业才大有希望。!

!!!!!!!!!!!!!!!!!!!!!!!!!!!!!!!!!!!!!!!!!!!!!!!
李渡（无形堂）烧酒作坊遗址考古暨产品质量鉴评会召开

本刊讯：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江西省食品工业协会、李渡酒业有限公司承办了李渡（无形堂）烧酒作坊遗址考古介绍暨产品

质量鉴评会，于 5667 年元月 86 日>88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副会长张菊明、办公室主任王贵荣；中国酒类商业协会秘书长刘

员；白酒专家、白酒国家评委和名酒企业技术负责人于桥、王贵玉、陶家驰、雍级三、邓少平、郭宾、谢义贵、赖登一、李明政、杜小威、卢建春、谢玉

球、赵国敢、丁前胜；茅台酒厂（集团）公司总经理、茅台股份公司董事长袁仁国先生等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西省经贸委主任蒋国宾、江

西省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蔡海流、秘书长余福鑫、高级工程师于金德；《中华美酒》杂志副主编薛跃进、《酒海观潮》总编李雨思；江西文物考古研

究所所长樊昌生及李渡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管楚彬、总经理林泽民等 76 余人。

会议由江西省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蔡海流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李渡（无形堂）烧酒作坊遗址考古介绍并参观了遗址现场，遗址是在 5665
年 9 月厂区扩建过程中发现的，遗址面积约 8<666(5，现已挖掘的有 766(5，遗址发掘了元、明、清代的水井、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备及与之相

配套的水沟、墙基、砖柱、灰坑、路面等，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标有元、明、清代年号的陶器、瓷器、木器、金属器皿和酒具等。据国家及江西省文物考

古专家鉴定，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目前全国发现时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最具地方特色、工艺流程最完整的烧酒作坊遗址，其中元代

酒窖的确认是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考古的重大突破，它将我国固态发酵法酿造白酒的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一个朝代。与会专家及代表为之鼓舞，

一致认为，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酒行业难得的国宝！对推动我国及江西酒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议品评了李渡酒业股份公司生产的 =< 度及 7@ 度精品李渡酒，品评意见如下：

8;李渡精品酒（=< 度）专家意见

无色透明，窖香浓郁，醇厚绵甜，酒体丰满，香味协调，回味悠长，风格典型。

5;精品李渡酒（7@ 度）专家意见

无色透明，窖香浓郁，醇和绵甜，香味协调，尾味爽净，风格突出。

最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在分析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白酒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要求全行业同

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我国白酒工业发展推向一个新水平。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王贵荣）

8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