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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5667’6=’6:
作者简介：杨志琴（9:>7’），女，江苏人，大专，《酿酒科技》特约记者，专门从事白酒产业的调研、采访、宣传报道工作，发表了数十万字的酒类报道文

章，在业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

编者按：人们都说，白酒既是“高税高利”，又是一个步履艰难、危机四伏的产业；作为历史悠久、惟我中华独有的民族宝贵传统产

业，她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又承受着太多误解、偏见与责难。

本刊特约记者经过长时间采访、调研和思考，撰写了这篇“忧思”，现全文刊发于后，期待能唤起人们更多地去认识白酒、思

考白酒、关爱白酒，为中国白酒产业的未来持续、健康、科学发展尽一份心和力。

对中国白酒业的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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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琴

（北京东方樽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海淀 9666?6）

摘 要： 中国白酒产业在56世纪?6@:6年代，曾经是“高税高利”产业，“利大于税”曾一度成为白酒产业的巨大经营

优势。9::A年以后，国家相继对白酒税收做了几次重大调整，至此，白酒产业已成“昨日黄花”，风光不再。5665年整体

亏损面近9 B 7，亏损总额达?亿元。前86家企业年资产回报率大部分在7 C@8 C，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足9 C。因此，白酒产

业呼唤“公平待遇”，希望国家为酒立法，“公平税赋”，让白酒业焕发新的生机，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

献。（小雨）

关键词： 白酒产业； 发展态势； 公开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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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税高利”，这是多年以来白酒留给人们的一个深刻产业印

象；而“三斤粮食一斤酒”的俗谚，更似乎证实了这个行业无可辩驳

的“低成本”与“高利润”。

于是“当个好县长办个好酒厂”便成为众多“县太爷”的“仕途

经”；于是争先恐后、一哄而上便成为全国数万家酒企的共同抉择；

于是“标王”秦池不计生死的疯狂运作便有了它“必然”的根据；于

是愈来愈多参与“围城”的业外资本“进城一游”的愿望和躁动日趋

强烈；于是，更重要的，也就由此而引发出近96年来国家相关部门

出于种种考量而对白酒的不断增税与加压。

9 白酒利润，还那么诱人吗？

“去年，广东搞‘白酒财富论坛’，主办者邀我去参会。我对他们

讲，会可以参加，但我去了只能给你们泼冷水。对方问为什么？我

回答：你们了解白酒企业目前的状况吗？你所谓的‘财富’现在白酒

行业究竟有多少？”广东省酒类专业协会郑衍立会长前不久对我这

样诉说。

不错，白酒的确有过“高税高利”的“好日子”，只不过那早已成

为自56世纪?6年代中后期到:6年代中后期的一段 “美好记忆”而

已。当初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白酒尤其是名酒价格放开

以后，成本与售价之间落差逐步拉大，“利大于税”曾一度成为白酒

行业的巨大经营优势，白酒盈利水平令人艳羡，白酒发展从此进入

了“突飞猛进”时代。然而9::A年，国家首次重大调整税收政策，对

白酒开征消费税，且税率高达58 C。加上9> C的增值税以及其他

一些税种，白酒的税金总和已占据白酒销售额的A8 C以上甚至更

多。从此白酒利、税比例彻底发生转变。尽管此后白酒发展的脚步

并未停顿，山东、四川等酒业大省相继以“板块”形式崛起，甚至还

出现了秦池“标王”之类的超常运作，但白酒这个“利税大户”的头

衔已成虚名，除缴税堪称“大户”外，白酒的平均利润水平已无从炫

耀，它甚至与其他食品加工、制造业都难以相提并论。9::>年，为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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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某些不公平竞争，国家再度调整白酒税制，大幅提高配制酒消费

税率，同时出台“白酒广告费税前不得列支”等一系列“限制性”措

施；自56世纪:6年代中后期开始，白酒业的“繁荣”从整体上看已基

本属于“泡沫”发展，大多数企业的“兴旺”要么得益于当地政府的

优惠政策，要么凭借税收当中的投机取巧，甚至还有不少企业是靠

着从银行贷款支撑着暂时的“红火”局面。“白酒泡沫”堆积到56世

纪:6年代末，随着税收征管的加压（起码对国有正规企业如此）、市

场竞争白热化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导致市场不

振，白酒企业乃至整个白酒产业的“泡沫”被打破了，所有潜在的危

机迅速爆发。9:::=5669年几乎是所有白酒企业最难熬的日子。一

些企业开始艰难调整，众多中小企业为求生存则大量使用践踏诚

信、偷逃漏税、贿赂营销等种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市场环境、产业形

势趋于恶化。从晋酒、鲁酒、豫酒的沉寂到皖酒、湘酒、黔酒乃至“川

老大”的颓势渐显，从郎酒被托管、双洋集团、孔府宴“零价转让”到

沱牌、全兴、古井等名酒巨头们的效益滑坡，如果说几年前白酒行

业还有“几家欢乐几家愁”景象的话，这个时候却几乎是“难得欢乐

家家愁”了。

就 在 白 酒 产 业 艰 难 调 整 的 关 键 时 刻 ，5669年8月 经 国 务 院 批

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再一次对白酒消费税实施重大调整，出

台“复合计税”新政策，在过去从价征收白酒消费税基础上，再对每

斤白酒按6<8元从量加征一道消费税，并取消以往外购酒可以抵扣

消费税政策；继而，国家又宣布从5665年起取消对白酒上市公司先

征后返9> ?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有人把这次调税形容为“雪上加霜”，而绝大多数企业则把这8
角钱“从量税”称之为“悬崖边上的8角钱”。此次税制调整加上前几

次调整带来的综合效应，使得白酒制造业至5665年底整体亏损面

已接近9 @ 7（5A<:A ?），比全国食品 行 业 平 均 高 出B<5个 百 分 点 ；企

业亏损总额达>亿元以上，亏损同比竟然增长了B5<C9?（这些还只

是年销售收入866万元“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数字，实际亏损面、

亏损额及其比率则大大超出此数）；同时，总资产贡献率（97<CA
?）、资本保值增值率（96B<98 ?）、流动资金周转次数（6<:7）等各项

经济指标均明显低于全国食品行业平均水平（9><8C ?，995<9> ?，

9<:6）。尤其是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过低，说明白酒企业资金占用严

重，经营状况欠佳；5665年白酒行业实现利润总额只有75<B7亿元，

比5669年下降了97<B8 ?，较之9:::年、5666年的B9<A亿元和B7<5A
亿元，其下降幅度堪称“显著”，而这两年已是白酒行业走向困顿的

开始；至于白酒类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更不容乐观。全国9B家白

酒类上市公司5665年除个别几家外，大部分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普

遍下降、业绩一路下滑，其中数家公司净利润同比降幅甚至达到C6
?以上。主营收入减少、企业经营难度增大、毛利率下降、7项费用

大幅增长、偿债能力特别是短期偿债能力变弱等等，已成为目前众

多白酒类上市公司普遍遭到的尴尬境遇。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白酒产业 （也包括众多名优白酒企

业）的高额利润时代已被划上历史的句号，白酒利润早已没有想象

中的那般诱人。伴随行业盈利水平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下降，

大多数企业已经而且必将走向微利甚至亏损，长此下去白酒行业

的整体市场竞争能力亦将无可避免地从根本上被削弱，这绝非危

言耸听。

这样的“生意”，“老农”都不干！

“现在我们不少国有大中企业，表面看税缴得不少，实际上企

业亏得一塌糊涂。白酒产业从整体上说，其再发展的后劲明显不

足。”中国酒类商业协会刘锦林副会长不无忧虑地说。

我们暂不讨论亏本企业，只把注意力聚焦在那些被我们引以

为荣的“全国白酒利税总额前 86名企业”的身上。5665年这“前86
名”企业实现利税:C<>:亿元，占全行业利税总额的AC<B5 ?。毫无

疑问，此“前86名”堪称是中国白酒产业的菁英，其经营和发展实力

至少让我们觉得它们还是中国白酒未来发展的希望。那么，这些白

酒企业的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呢？

5665年白酒利税第一大户“五粮液”实现利税79<>>亿元、利润

9A亿元；其次“茅台”实现利税97<5亿元、利润C<C亿元；“泸州老窖”、

“汾酒”和“沱牌”分别实现利税、利润B亿元 和9<5亿 元 、7<9亿 元 和

7666万元、5<9:亿元和B66>万元。单纯看这组数字或许感觉还不

错，尤其前两位“大户”，作为白酒企业年创利9A亿元和C<C亿元似

乎很是令人羡慕。然而我们想过没有，这可是两家总资产达到986
亿元和CB亿元、且以中高档产品为主的超大型企业的利润呀！9A亿

元和C<C亿元是什么概念？它意味着我国白酒最具实力的两大“航

母”企业其年资产回报率只不过区区96 ?=99 ?；而对于资产总额

达5>亿元的“泸州老窖”、56亿元的“汾酒”以及5A亿元的“沱牌”来

说，9<5亿元、7666万元、B66>万元的利润额则说明上述7家企业的

年资产回报率尚不足8 ?和9<8 ?（后两家均如是）；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位居第9C和第55位的“泰山生力源”和“金种子”。“金种子”全

年销了C亿元，实现利税ABA>万元，最终却仅获利9>66万元，年资产

回报率不足9 ?；最惨的是“泰山生力源”，全年销了7<8亿元，缴税

9<97亿元，到头来仅落得区区9<5万元利润，“资产回报”几乎无从谈

起⋯⋯

篇幅所限，笔者不可能把“前86家”企业的统计数字统统罗列

进来。但毋庸讳言，“86家”当中年资产回报率达到96 ?以上的可

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企业徘徊在7 ?=8 ?之间，而且相当一部分

竟然不足9 ?！这里须强调的是，这些还都是白酒产业经营最好的

“利税前86名”企业，而其他成千上万经济效益更差的众多白酒企

业的绩效就更不必说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产业状况！我们是否已从这组数字中看到了

中国白酒产业未来生存发展的深刻危机？

这就好比一位农民，年初花966元钱买个猪娃子，辛辛苦苦把

它喂养大，到年底你却只让他赚96元钱。无疑，这样的买卖连“老

农”都不会干。然而我们众多号称“现代企业”的国有大中酒企却在

任劳任怨、年复一年做着这种连“96元钱”（96 ?）都赚不到、连“老

农”都不屑去做的“生意”！我们不妨去问问国外的企业，也可以去

问问国内的私企，年资产回报率不到96 ?甚至不到9 ?的生意，他

们究竟有谁会去做？！

千万不要说：并非所有企业的资产都可以变成赚钱的资本。要

知道企业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和发展。企业资产与其他资产

的最大不同特性就在于它必须通过持续不断“滚动经营”式的投资

回报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和快速有效的资产增值。请问，一个资产

回报率如此之差的产业和企业群，在日趋开放的市场环境下，究竟

有何实力、有何资本去参与未来国际高水平的企业与市场竞争呢？

有资料显示，9:::年白酒制造业的利税总额为95:<:亿 元 、利

润总额为B9<A亿元，但7年后的5665年上述两项指标非但没有增

长，反而下降为95C<A:亿元和75<B7亿元；横向对比软饮料制造业，

9:::年其利税 和 利 润 总 额 只 有78<A亿 元 和9A<C亿 元 ， 而7年 后 的

5665年该产业的上述两项指标却同步增长到CA<9C亿元和7:<A9亿

元，特别是其利润总额7年当中不仅弥补了过去与白酒的巨大差距

而且大大超越了白酒。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大产业7年

来利、税水平一上一下的鲜明反差？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愿列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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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个数字供大家思考：5665年白酒产业的利润额只占其利税总

额的9 = >（58 ?）；而软饮料制造业的利润额却占到其利税额的7 = 8
（近@6 ?）。这难道不是产业发展形成鲜明反差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吗？

一位企业老总曾对笔者披露，“由于获利日减，现在不少国有

大中酒企不得不靠着吃‘折旧’来弥补企业的拮据。然而固定资产

是有限的，如果新的资产得不到增加，只能越吃越少，早晚会把国

有固定资产彻底吃光！”

5 白酒产业，呼唤“公平待遇”

步履维艰、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这是“洗尽铅华”后中国白酒

产业的真实面貌。

白酒何以陷于如此困顿与尴尬？

对此，人们或许可以找出市场消费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失衡、

技术创新迟缓、企业经营管理落后等等一大堆原因，而且这些问题

也的确对白酒发展产生着相当影响。但一个更重要、更本质的原因

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回避，那就是：连年增压的产业税收重负以及限

制性的产业政策导向。

有人说，看一个产业整体资产回报率如何，就知道这个产业究

竟有没有前途了。对于一个利润指标连年下滑、平均年资产回报率

不要说 96 ?甚至连 9 ?都难以达到、以至很多企业不得不靠吃

“祖宗”（折旧）来支撑局面的白酒产业而言，我们究竟出于何种考

虑还要对之课以重税呢？

这些年，白酒产业税收政策的制定，似乎始终有一个“基准”，

即效益最好的那部分国有名优大酒厂，9A ?的增值税、58 ?的 消

费税、每斤 8 角钱的“从量税”以及其他各种附加税等等，所有这些

税种及其税率只要那几家名优酒企能够承受，便一概出台没商量。

然而，我们毕竟制定的是整个白酒产业的税收政策，这些政策的制

定和出台在确保国家收益的同时，究竟为白酒产业的整体利益考

虑了多少？又为白酒企业资源的积累、储备和成长考虑了多少？企

业（包括国有企业）的发展，“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理当同时

被兼顾，尤其企业实力的积蓄与滚动发展，事关整个产业的生死存

亡。然而我们现在的产业税收政策，除负担日趋沉重以外，到底给

企业发展留下了多少空间与后劲？且不说众多勉强度日的企业，现

在就连那些“效益最佳”的“利税前 86 名”企业，也已经因资产回报

水平衰减到 96 ?甚至 8 ?以下而大大削弱了其进一步发展所必

需的更新与再生能力，包括名优酒企在内的愈来愈多的企业，其技

术开发、设备更新以及设施改造的投入能力已明显减弱。

我们从未奢望过白酒能从国家税收那里得到优惠政策，但白

酒产业也从没有放弃过这样一种企盼：在税收政策上能够享受与

其他食品产业、起码能够享受与其他兄弟酒种相同或相近的“公平

待遇”。

客观地讲，这种“公平待遇”并不全是为了白酒本身。近期利益

与远期利益、“竭泽而渔”式的眼前收获与“放水养鱼”带来的长远

绩效，二者间的辩证关系不言自明。而只有白酒产业始终保持持

续、健康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长久而稳定的税源，这个道理也

绝非深奥。

“白酒是唯我中华独有的民族传统产业，她悠久的历史渊源、

独特的酿造工艺、丰富多彩的香型风格、源远流长的饮用习俗以及

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当中最为璀璨的一

部分，我们应当保护她、珍爱她，就像法兰西民族珍爱自己的葡萄

酒一样，因为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炎黄子孙独有的文

化遗产！”著名白酒权威沈怡方先生充满深情地说。

“可是现在的白酒业，就像个被遗弃的老人。”黑龙江省酿酒协

会栗永清会长忧心忡忡地说，“你蹬一腿他踹一脚，总是不受待见。

要说这‘老人’的生命力还真够顽强的，搁其他 产 业 这 么 整 ，早 垮

了。幸亏这个产业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和市场潜力。”

的确，这些年无论是国家税收政策还是基本产业方针，对白酒

从来都是限制有加而极少鼓励支持，即便是对白酒产业的评价、新

闻媒体舆论的导向也历来带有一种 “失之公允”的偏颇，“浪费粮

食”、“危害健康”、“夕阳产业”等一顶顶帽子动辄便扣到白酒头上，

国家各相关产业管理部门对白酒多年来所做的巨大贡献也往往低

调处理，生怕为之“评功摆好”⋯⋯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能还白酒产业一个公允的评价？

白 酒 业 自 9::8年 以 来 每 年 的 生 产 总 值 都 在>66B866亿 元 以

上，包括白酒生产与经销企业在内年销售收入接近9666亿元、实现

利税亦达数百亿元。“白酒行业不仅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的一大重

要支柱，而且在增加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丰富市场供应、拉动

经济消费、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等诸多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而卓越的

贡献，其历史和现实功绩不可抹杀。”安徽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

话语之间颇为动情。

如果说96多年前白酒产业还被“耗粮大户”指责压得喘不过气

且无从争辩的话，而今这项“罪名”早该被抛到太平洋里去了！“中

国已经告别粮食短缺时代，粮价跌落、农民卖粮难、剩余粮食急需

加工转化以提升附加值，这是今天中国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白酒

业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快速实现粮食的转化与增值，堪称是

一项利国利民产业。”江苏双沟集团总经理赵凤琦直抒胸臆。该集

团董事长陈长风进一步强调，“过去都讲‘酿酒耗粮’，可业内人士

最清楚：白酒主要用的是玉米、高粱这类粗杂粮。这种粮食几十年

前还有人吃，现在只能喂牲畜当饲料了。白酒‘化糟糠为财富’，让

粗杂粮转化增值，谁能说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在我国很多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偏远地区，能够种植的农作

物只能是玉米、高粱这类粗杂粮。因为粗杂粮不占耕地，对种植技

术、土壤、水肥没有太高要求。尤其是高粱，全世界最大产区就在中

国，它不像大豆、小麦受世界产量的冲击。“现在新高粱>角多钱、陈

高粱8角多钱一斤，农民种上一亩打个千八百斤，扣完税还能落下

几百块钱，这是农民的一条生计。但是现在粗杂粮转化是大问题。

玉米除了做酒精就只能用于饲料和医药；高粱的用途就更窄了。所

以，加快粗杂粮转化增值，增加农民收入，致富农村经济，酿酒无疑

是一条很好而且有效的出路，我们为什么限制而不是科学地去发

挥其积极作用呢？”江苏今世缘酒业公司周素明董事长真诚地发

问。

“白酒作为一项产业，其可取之处还在于它不占用国家任何不

可再生的资源，而且其副产品还能再利用，譬如酒糟稍加处理即可

变成很好的转化饲料。此外，像‘沱牌’白酒生态园工程的实施、‘茅

台’以及山东中轩集团等众多酒企绿色环保认证标志的获得，都说

明白酒不光为国家创造巨额财富，而且还是一项符合国家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产业”，著名白酒专家高景炎先生感慨良多。

前些年有人说“白酒危害健康”，并以“酒度太高”、“酗酒伤身”

等作为依据，倡导大家都去喝葡萄酒。著名白酒专家高月明先生指

出，“随着降度、低度酒的大量出现和日臻成熟，现在 @6度以上的高

度酒已基本退出市场，>6度上下的白酒产品已处于主导地位，这与

国际上流行的伏特加、威士忌等‘烈性酒’的酒度标准已基本接轨。

至于‘酗酒伤身’，怎么能说是白酒的过错呢？任何事情丧失节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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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好处。饭吃多了还撑死人呢，能说是‘饭’的罪过吗？‘酒是粮食

精’，谁说它对人体无益？定时定量适度饮酒，不仅舒筋活血，而且

可以缓解高血压和心脏病。这可是有科学根据的”。

我们知道，国外葡萄酒开发中国市场时曾做过不少舆论准备，

包括葡萄酒与心血管疾病的宣传，也许这种理论不无其道理，但真

正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是不管怎么说，让国人都去喝葡

萄酒绝对不符合中国国情。“首先种植葡萄需占用大量优良耕地，

而耕地恰恰是中国最紧缺的资源；其次葡萄酒渣没有再生价值，不

能转化再利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6 A的人口和 绝 大 多 数

酒民都在农村，他们的人均收入究竟有多少？怎能想象让收入并不

宽裕的广大农民兄弟都去喝那一瓶几十元的葡萄酒呢？要知道中

国农民喝白酒不仅是习惯，也体现了一种消费能力。劳作一天，花

块八角钱喝四两小酒，消疲解乏，悠然自得，这是农民兄弟们尚可

承受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生活享受”。山西玄中酒业公司白峰董事长

对此颇有见地。

白酒的确需要公允的评价，不过它更需要“公平”的管理，特别

是税收征管上的“公平税赋”。白酒业内人士在谈及税收时往往陷

于这样的困惑：

国家征收消费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消费税针对的难道不是

珠宝玉器、首饰化妆品、汽车及其相关用品等等 高 消 费 “奢 侈 品 ”

吗？那么，高档酒不说，普通老百姓日常饮用且价值不过7B8元 、

76B86元的中、低档白酒难道也成了高消费“奢侈品”了吗？

消费税究竟应该在哪个领域里征收？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

域？当企业还不知道产品最终能否被消费时，就要把这笔税费提前

预加到酒价里去，这合理吗？

我国征收消费税据说是96年前向国外借鉴学习的结果。那么，

国外消费税也有“重复计征”这一说吗？从“价”计征一道，再从“量”

计征一道；外购基础酒卖者缴纳一道，买者勾兑灌装后还要再缴一

道，这是什么道理？行业内的分工合作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外

购酒消费税不允许抵扣，又怎么鼓励白酒向产业化大分工的现代

化方向发展？

自每斤6<8元消费税开征以来，市场需求量最大的7B8元低档

酒，为什么小作坊一干就“活”，而出酒率相对较高的大酒厂一干就

“死”？为什么即使将所有不规范小酒企封杀，而且全部采用食用酒

精勾兑，白酒的出厂价格仍不会低于5666块钱一吨？为什么大酒厂

“只要不亏本或不违法、深受广大老百姓欢迎的十几元以下的低档

白酒就根本没办法生产”（湖北枝江酒业总经理蒋红星语）？这到底

是什么问题？

“白酒税收合理与否我们暂不去谈，但是‘公平税赋’却是我们

必须重视的大问题。只有税赋公平，企业才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

环境。所以前不久我们协会提出白酒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项标

准中，就专门列入了一条‘公平税赋’标准。这一条很重要。”中国

酿酒工业协会白酒分会理事长王延才说。

笔者以为，“公平税赋”，它无疑还应当包括如何合理制订酒种

的税赋税率，如何兼顾国家、行业和企业各方利益均衡，尤其是以

农副产品为原材料产品的税赋应如何抵扣、商业流通环节的税赋

如何分担、税赋征收办法是否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等等，这些都应当

成为“公平税赋”深刻思考的内容。譬如，前一段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文件，提出取消各地小酒企的定额征税（估税）政 策 ，改 为 查 实 征

收。文件规定固然不错，但问题是税务部门究竟有没有那么大的力

量去付诸实施？如果实际操作难以落实，你又如何确保白酒企业公

平竞争呢？

白酒的困顿，相当程度上还源于产业管理待遇上的不公平。这

一点在烟、酒管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前常讲“烟酒不分家”。烟、

酒两大产业过去的税、利贡献据说相差不多。但烟实行专卖后虽然

企业和产量没有大的增长，利、税水平却迅速提升；而酒没搞专卖，

酒厂、产量虽然大增，税、利增幅却极其有限，这 两 年 甚 至 不 升 反

降。到5665年，烟的利润已增长到56:<8?亿元、利税增长到99=9<@?
亿元；白酒的利润和利税才仅有75<>7亿元和95?<@:亿元。两大产业

的利润已相差?倍多、利税相差近96倍！烟、酒的反差印证了产业法

制化专营管理对一个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尽管酒业广大人

士奔走呼吁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包括白酒在内的酒类专营管理就

是千呼万唤难出台呢？

“我们想做这件事已有56年了。这期间我们多次深入调研、撰

写报告、向国家呼吁，国务院也为此牵头各部委进行过专门研究，

后来还草拟出一个酒类管理法规初稿。但是酒不像烟，它涉及的部

门和领域实在太多太广，终因各方面利益和意见难以协调而不了

了之。结果包括白酒在内的整个酒行业既没归成口，也没立成法。

就白酒而言，如果能像烟一样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制定一套专门的

法规把它管起来，对白酒产业、对整个中华民族都堪称功莫大焉。”

中国酒类商业协会刘员会长深有感慨地说。

把酒的产销纳入国家产业法制化专营轨道，为酒立法，让白酒

产业尽快实现有序、规范和健康发展，这件事果真如此之难吗？既

然烟能办到，何以酒却办不到？此事拖了近56年，究竟难于“操作”

还是难在了“关注力度”上？

白酒产业，呼唤“公平待遇”。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瑰宝，

她的历史令我们自豪，她的贡献令我们称道，她的未来令我们担

忧。她需要人们给予她科学而公允的评价，她需要积极、热诚、充满

关爱的政策引导，她需要“公平税赋”为她营造规范而又相对宽松

的竞争与生存环境，她更需要通过法制化管理的强化实施确保其

未来的持续与健康发展。

正如四川丰谷酒业王旭光总经理所言，“当全社会对白酒的内

涵、价值及其贡献有一个真正认识的时候，我想人们都会提出一个

响亮的口号：解放白酒！”

白酒，这位被誉为“世界蒸馏酒鼻祖”的“老人”、这个充满了文

化魅力且极具顽强生命力的古老民族产业，让她焕发青春将是我

们这代人的期待、骄傲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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