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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结构中的决定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
政治、文化发展。中国白酒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产业。民族传统产业能否持续、健康

地发展，取决于科技发展、科技创新及对现代科技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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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gy are the determinants in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productive force. Besides, they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advancing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liquor has thousands years
of history and liquor-making is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with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iquor-making industry is dependent on technical development,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proper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iques. (Tran. by YU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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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科

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

不过是人的生产力发展及财富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
一种形式。恩格斯也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物质

生产过程，变成为由人类支配的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 [1]。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科学技术对生产

力的推动作用，远远不是马克思当年的概括所能表明的。
1988 年 9 月 5 日，邓小平在接见前捷克总理胡萨克时说

“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

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 江泽民同志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重

要标志”，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指明了科技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和决

定性作用。 在 2002 年的“5·31”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

强调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

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

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

略，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3]。

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认识

1.1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结构中的决定因素

科学技术虽然不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 但它是生产

力结构中的潜在因素，它渗透到生产力的三要素之中 [4]，
对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 科学技术渗

透到劳动资料中，会使劳动资料高度自动化；渗透到劳动

对象中，会使劳动对象高度人工化；渗透到劳动者中，用

科学知识武装劳动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1.2 现代科学技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 决定它的发

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工艺首先在科学试验室里

被创造出来[5]。 一系列新兴工业，如半导体、原子能、激光

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之上的。近 20 年来，高

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就会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6]。 这说

明，科学在与生产过程的紧密结合中，已成为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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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素。

2 我国民族传统特色白酒产业

中国白酒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 具有我国民族特

色的传统白酒产业能否持续、健康地发展，取决于整个行

业的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 中国白酒作为世

界三大蒸馏酒之一, 作为一个文化属性大于物质属性的

产品,其市场潜力无比巨大。但是,中国白酒又是一个十分

脆弱的民族工业，传统的手工操作，进入门槛低,行业竞

争无序。中国白酒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对于中国传

统白酒来讲，笔者认为除了品牌、独特的生产工艺外，科

技创新、 科技发展能力仍然是推动中国传统白酒产业的

核心动力[7]。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时代， 创新是一个民族

产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增长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创

新能力是一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充分体现， 它决定着一

个民族产业的兴衰。加强科技创新，以高质量、高性能、高

适应度的产品引领白酒市场， 是打造酿酒行业核心竞争

力的关键。 中国白酒产业要形成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可以说核心技术是核心竞

争力的核心[7]。 对于传统白酒产业来讲，只有做到“升华

传统、创新特色”，才能更好地生存。如果只停留在传统工

艺的继承上，而不注重科技创新和对传统产品的升华，那

也会丧失竞争能力[8-9]。 白酒行业只有充分依靠现代科技

革命所产生的新成果和新技术，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运用

先进的设备、方法、模式改造传统工艺，进一步提升整个

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依托科研设备和技术力量对传统白

酒业进行系列科技创新，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10]。

3 现代科技带给传统民族白酒产业的科技创新

3.1 提高对酿酒微生物基础研究的创新

酿酒微生物是白酒发酵过程的生产者、 消费者和还

原者。 其生命活动是产生白酒主体特征物质和微量滋味

成分的关键因素。以前，对白酒微生物群落结构和亲缘关

系的研究，主要采用常规分离培养方法，只能分离培养的

微生物只占微生物总数的 0.1 %～10 %， 远远不能满足

白酒微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需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检测

分析仪器和方法。如现在可以采用美国“BIOLOG 公司的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可实现对不同贮存期、不同质量

等级曲药的微生物群系结构及变化规律的研究， 为酿酒

生产及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这一科

研成果将对整个白酒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对提高产品质量和个性风味特征以及经济效益的

提高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1]。 这是现代酿酒业真正

的核心技术， 为行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不可估量

的影响。
3.2 促进酒体质量风味特征及对人体健康关系研究的

创新

现在对白酒质量风味特征的研究主要采用气相色谱

仪、液相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等，采用以上仪器设备对白

酒中微量香味成分进行分析， 其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不

同程度的偏差。 现在可以利用“原子力显微镜（AFM）”进

行分析， 将以往用化学分析检测白酒中微量香味成分分

析提高到对微观多分子聚合体物理形态特征的研究。 应

用先进的纳米科技对白酒酒体形态与质量风味特征的关

系进行研究， 可以实现对中国传统固态白酒的纳米级聚

合体物理形态特征的认识。 为中国传统蒸馏白酒香型鉴

别增加了一套独特直观的鉴别方式， 为科学的划分酒质

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11]。 这是对中国传统固态发酵蒸

馏白酒与人体健康功能研究的重大突破， 是对中国传统

白酒工业的全面科学的继承和升华， 对传统的酿酒业向

现代工业化迈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增强中国

传统白酒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3.3 对酒体滋味特色物质研究的创新

以往对白酒的香气、口味、典型性的研究主要采用气

相色谱（GC）、液相色谱（LC）、质谱（MS）等研究手段，这

些检测手段和方法存在峰容量不足的缺点， 对于中国传

统固态白酒复杂体系的分离分析难以取得满意的分析结

果。 美国 LECO 公司生产的全二维-飞行气质联用检测

仪（GC.GC）的应用是对中国白酒香味物质成分分析研究

升华的重大举措， 实现了中国白酒检测技术和酒体质量

滋味特色研究的又一次飞跃， 极大地推动了白酒行业对

酒体香气滋味特色物质全面剖析及风格形成机理研究的

进程。
3.4 对白酒质量评价体系的创新

20 世纪，全世界食品行业通用的、传统的判断产品

质量优劣的主要方法是采用人的感觉器官作为检测载体

和手段来判别食品的色、香、味、格。其方法靠的是鉴定人

员的经验累积， 但由于每个人的技术水平高低、 阅历长

短、领悟能力和经验积累等综合素质存在差异，以及感官

鉴定人员的生理和心理因素等的影响， 都将导致评酒结

果的不准确性。随着科技的发展，以现代计算机网络为依

托， 采用感官评酒的专家智能和理化数据有机结合研究

制定出科学的“名优白酒质量评价体系”。实践应用证明，
该“评价体系”具有高智能化性、能将专家的感官鉴定与

酒中微量香味成分的多少和量比关系有机结合起来，对

各香型白酒内在质量作出正确、综合、科学判断，确保了

酒质评价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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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在传统白酒产业发展过程中的

应用

然而，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活动对于人类来

说，既是作为正面作用的“生产力” ,又是作为负面作用的

“破坏力”， 科学技术扮演的角色并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

身,而取决于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
当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正日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

的主题之一，在我国发展建设的历史上，发展与资源的矛

盾，从未有这样突出。 水资源告急，全国 660 个城市中有

400 多个缺水；能源告急，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

采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7.7 %和 7.1 %……在这样

的大环境下必须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进行科技创

新，充分发挥科技发展的双面性，实现科学发展。 对传统

白酒产业来讲也一样，必须利用科学技术有利的一面，扬

长避短，采用循环经济的方式，合理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副产物，使生产、生活环境步入无污染、无公害的健康

轨道。
3.5.1 利用新科技对酿酒废水进行利用

利用甲烷菌将酿酒废水发酵生产沼气， 以沼气代替

煤做燃料可节约大量资金，而且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实现节能减排。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达到

了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3.5.2 对酿酒副产物黄水的综合利用

采用“DPD”新工艺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对黄

水进行利用， 其成果不但可使浓香型大曲酒发酵产生的

黄水得到充分利用，而且有效地减少了环境污染，可明显

提高和改善酒质。
白酒产业必须大胆地运用现代科技来丰富传统白酒

的内涵，用核心技术来支撑中国传统民族产业，使该产业

在生物技术、工艺技术等方面都得到升华与提高。
由此可见， 科技革命及其创新成果的合理应用为推

动传统民族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是利用科

技革命发展的技术成果对“升华传统、创新特色”的结果，
充分证明了科技创新是“传统民族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为“传统产业”永葆魅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中国传统民族白酒产业经济发展

建国以来，伴随着我国在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不

断的发展，特别是酿酒科技、新技术和新成果的应用。 我

国白酒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满足市场和消费

需求的同时，为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给国民带来精神

享受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国家财政积累了大量资

金，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2]。
4.1 白酒产量发展变化

我 国 传 统 白 酒 产 业 建 国 以 来 的 产 量 发 展 情 况 见

表 1。

从表 1 可看出，我国白酒工业从 1949～1978 年，29
年的时间里， 白酒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比例相当大，白

酒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家领导人对传统白酒

的发展十分重视。 这一阶段白酒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

果，白酒产业的技术改造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工作，为白

酒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五”期间，白酒产量

增长了 69 %，“六五”期间增长了 57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

变，白酒产业得到空前高速发展，“七五”期间白酒产量增

长了 52 %，“八五”期间增长了 50.6 %。 “九五”初期，我国

白酒产量达到历史高峰，总产量达到 801.3 万吨。
4.2 白酒销售收入、利税发展变化

“十五”期间，国家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节粮、满

足消费为目标”，走“优质、低度、多品种、低消耗、少污染、
高效益”的道路，对白酒行业调整的力度加大。 其经济指

标变化见表 2。

从表 2 可知， 白酒产品结构调整已见成效， 白酒质

量、经济效益全面提高。

5 现代科技发展的双刃性

现代科技发展像一把双刃剑， 应该清醒地看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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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面性。 科技活动对于人类

来说，既是作为正面作用的“生产力”，又是作为负面作用

的“破坏力”；一方面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丰富人类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威胁人类前景的全

球问题———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粮食危机、环境污染等

等[13-14]。 这些问题日渐突出，困扰着社会的发展。 因而，当

审视科学技术带给传统产业的社会功能时， 应用一种全

面的眼光，利用发挥它的正面作用，正视并抑制它的负面

影响[15]。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向自然索取”的规

模和速度调整到适当的程度， 就能较好地发挥科学技术

的正向功能，在实践中自觉走“绿色道路”，使“向自然索

取的速度”与“自然界恢复的速度”相平衡[16]。 只有这样，
才能用科技革命产生的新技术和新成果为人类的未来发

展做更大的贡献。

6 结束语

进入 21 世纪，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正冲

击着世界，也冲击着中国，在这样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形

势下，要正确对待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首先必

须认识到这是国际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

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必然结果， 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历史潮流。
中国民族传统产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加强科技投

入和科技创新， 实现中国民族传统产业生产力技术的一

次次飞跃。应该承认，中国民族传统产业的创新之路还很

漫长，只有扬长避短，依靠科技创新构筑民族传统产业的

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传统产业又好又快持续、健康地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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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茅台携重礼
高调亮相世博会

本刊讯：20102 年 4 月 28 日，上海世博局与贵州茅台集团

在上海半岛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国酒茅台为上海世博会备下

的重礼 4 个系列 81 款特制的茅台纪念酒将正式亮相世博会。
作为世博会唯一的白酒赞助商，此次贵州茅台为世博会设

计的特制纪念酒 4 个系列分别是：用 50 年茅台酒装瓶的世博中

国馆限量纪念酒；用 30 年茅台酒装瓶的个性国家馆限量纪念

酒；用 15 年茅台酒装瓶的个性化省市馆限量纪念酒和公开面市

的纪念酒。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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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白酒首季产量
居全国首位

本刊讯：近年来，四川白酒产业一直

发展迅猛。据息，2010 年一季度，四川白

酒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四川规模以上酒

类企业白酒产量 51.8 万千升，同比增长

50.5 %，占全国白酒产量的 24.9 %，居全

国首位。（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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