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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转变”与四大酒类

李维青

（甘肃武威市北关东路 8 号，甘肃 武威 >==666）

摘 要：“四个转变”是我国酿酒工业的既定方针，与四大酒类密切相关。“四个转变”的重点是白酒，降低产品酒精度

则是“四个转变”的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白酒类已取得明显效果。提高酒类产品的内在质量是对四大酒类的基本要

求。（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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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转变”是我国酿酒工业的既定方针，已延续贯彻执行 8>
年，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试从“四个转变”与四大酒类的

关系谈一点粗浅认识，敬请同行指正。

“四个转变”是指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

粮食酒向果类酒（不是果露酒）转变，以及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这

是 8<@> 年全国酿酒工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业内人士简

称为“四个转变”。

四大酒类为啤酒、白酒、黄酒和果露酒。这里所指果露酒，暂包

括果酒、习惯单列的葡萄酒和露酒（即配制酒）三大系列酒。

“四个转变”的核心是节约粮食、降低酒度、提高质量和调整原

料品种 7 个方面，对于四大酒类来讲，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比如，

节约粮食，可以相对增加酒类的产量；降低酒度，不仅可以增加酒

的产量，有利于饮者的健康，还有可能将酒类打出国门，远销海外；

提高质量，可以赢得更多的顾客，开拓市场，进一步使酒类增产；调

整原料品种，有可能开发出具有产品个性、又适应消费时尚的新品

种，促进酒类的发展。如贵州醇，就是利用高粱与葡萄酿制而成的

白酒，兼有清、甜、爽、净、优雅细腻的风味，并略带洋酒的感觉，初

步实现了粮食酒与果类酒结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8 “四个转变”

8:8 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

“四个转变”中，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是指酒类产品的酒精度

由高度酒（一般为 Y7 Z以上）向低酒度（一般为 56 Z以下）的产品

转变。低酒度产品与低度白酒是不能等同的。降低酒度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节约酿酒用粮。这一个转变，可理解为它是“四个转变”的

重点，四大酒类生产企业都应该认真贯彻到生产经营的各项活动

中去。

8:5 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

是指酒类酿制工艺上的转变。提出该转变的初衷也是为了节

约酿酒用粮。它是对我国酿酒工业的总体、宏观要求，属于酿酒工

业的发展方向之一。

8:= 粮食酒向果类酒转变

是指酿制酒类的原料转变，目的也是为了节粮。该转变属于一

般号召。企业在研发新的酒类产品时，可结合当地资源加以践行。

8:7 普通酒向优质酒转变

是指酒类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的转变，目的是为了提高酒类

产品的质量，主要是内在质量。该转变对四大酒类都有密切关系，

属共性要求，基本要求。普通酒要不断提质创优；优质酒（含名酒）

要继续稳质保优，质量更加上乘，并逐步实现优质高档精品化。当

然，普通酒可理解为质量一般的酒，但是属于符合酒类产品标准的

饮料酒，而优质酒不仅指国家级的名酒和优质酒，也包括各省名牌

战略促进委员会评价认定的饮料酒，各省有关社团组织推荐的酒

类产品、酒类精品、名牌酒类等等。

5 “四个转变”与四大酒类的关系

5:8 啤酒类属于低度酒、酿造酒和粮食酒的范畴；普通酒和优质

酒兼有。

5:5 白酒类属于高度酒，但以降度酒为主，为蒸馏酒与粮食酒的

范畴；普通酒和优质酒共存。

5:= 黄酒类属于低度酒、酿造酒和粮食酒的范畴；普通酒与优质

酒兼有。

5:7 果露酒类属于低度和中度酒，其中果酒和葡萄酒为低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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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分别归属于酿造酒或配制酒类；果葡酒的原料属果类酒

范畴；普通酒与优质酒兼有。

“四个转变”与四大酒类都有关系，这是客观存在，而“四个转

变”的重点则是白酒类，关系到尽量少用粮食原料，降低产品的酒

精度和提高白酒的质量。

对于果露酒类主要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适当降低酒精度。

对于啤酒和黄酒两大酒类，关系到提高产品质量和尽量减少

粮食的消耗。

在“四个转变”的多年实践中，降低产品的酒精度是首要任务，

重中之重。白酒类在这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国家级名白酒

企业率先垂范，树立了榜样。早在 8;<; 年评出的、即现有的 8= 种

名白酒品牌中，曾经或继续面市的低酒度名白酒就有 87 种（见表

8），占 <5 >；涉及到 ? 种香型，占 ?6 >。上述 8= 种名白酒中，当时

产品的最高酒度为 @? >，最低为 A< >；中间酒度有：@A >，@5 >，

@6 >，?< >，?? >，?7 >，?A >，?5 >，7< >，7@ >和 A; >等 88 种品

牌。对于普通白酒的酒度降低是采取渐进式的逐步降低，搞得有声

有色。为了开拓中国白酒的世界大市场，白酒企业可重点开发酒度

在 76 >以下的、有明显个性的非烈性酒。目前，市场上畅销白酒的

酒 度 在 7? >左 右 或 以 下 ，比“四 个 转 变 ”正 式 提 出 的 时 刻 约 降 低

8? >以上。

黄酒类颁布的新标准 BC D 18A@@5’5666，对产品的酒精度放

宽了，有利于低酒度黄酒的发展。近年开发的“和酒”、“状元红”、

“灵芝精雕酒”等低度黄酒新产品，口味清爽、醇和，并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

四大酒类的生产企业在进一步贯彻酿酒工业“四个转变”时，

要对其内涵进行全面理解，对粮食酒、高度酒和蒸馏酒并不是暂停

或不要生产了，而是提倡利用果类原料，酿造酒类的工艺，生产出

真正低酒度（56 >以下）范围的白酒，为“四个转变”后的“终端”白

酒产品。要进一步明确在坚持稳定提高酒类产品质量的同时，适度

控制高度酒的发展，支持果类酒的发展，鼓励低度酒、酿造酒的发

展；通过引导消费，舆论导向，将酒类中高酒度酒的酒度适当降低；

利用部分果类取代粮食原料或混合原料发酵开发新型白酒、果味

啤酒；以及加强酒类产品的卫生营养，增加可混饮功能等，这将有

利于四大酒类的发展。总之，“四个转变”给四大酒类指引了前进的

方向，四大酒类深入贯彻“四个转变”，必将迎来一个我国酒业健康

发展的春天。!

正。因为大部分白酒企业因消费投诉造成了很多经济损失，为了解

决问题不得已只好用精密过滤设备过滤掉这些香味物质。

7 质量指标变化与保质期的问题

根据笔者 86 余年来白酒分析的经验，低度浓香型白酒理化指

标和口感会因存放而变化，低度白酒每年总酸升高的幅度在 56 >
以上，总酯降幅在 86 >以上，己酸乙酯降幅也在 86 >以上，乙酸

乙酯会略有微量的升高，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合格产品在一定时间

后会出现不合格，酒是陈的香的观念对于低度酒是不适宜的，因

此，建议对于低度白酒应增加保质期的规定。

? 关于理化指标的一点建议

在白酒标准与蒸馏及配制酒标准中，笔者认为：应将理化标准

的单位统一起来，因为，在 BC D 186=<8 中，理化指标是以 , D ! 为单

位，而在 BC5=?=’<8 中则有以 , D 866(3 为单位的，也有以 (, D ! 为

单位的，这样对于同一份检验报告来说，显得单位比较混乱，建议

以 (, D ! 作为统一单位较为科学些。另外，在 BC5=?=’<8 的注释

中，把卫生指标，统一按 @6 度折算，笔者认为这一要求并无科学依

据，把低度酒浓缩至 @6 度，或高度酒降为 @6 度，均不存在此乘、除

折算关系。因此建议对低度酒也可以专门进行规定。

白酒新标准的试验和拟定，花费了行业专家很多的汗水和智

慧，它的诞生必将带来白酒行业一次新的质量技术进步。笔者以上

所谈观点只是个人想法，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总之，迫切

希望白酒新标准尽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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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对白酒评委实施动态管理

本刊讯：5667 年 7 月 8;F55 日E陕西省酿酒工业协会在太白酒业宾馆对全省 76 多名白酒评委进行了培训和年检，全国著名酿酒专

家李大和、白希智辅导授课，协会有关领导何钊、王怀祥等也亲临现场辅导参会。

根据近年来白酒行业的新情况和消费市场变化，本次活动紧密围绕白酒评委在新产品开发、产品结构调整和成品勾调过程需要了解

和解决的问题，通过培训达到提高评委素质，更新知识观念的预期目的。通过考核对全省白酒评委优秀者予以肯定，不合格者予以陶汰，

对评委实行动态管理。

近年来在省酿酒协会和行业领导的指导下，全省评委积极投入到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新产品开发上，全省 566 多个新产品投放市

场，特别是产品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反映在凤兼复合型白酒研制开发有了重大突破，得到专家认可和消费者好评，销量占到全省白酒销量

的三分之一，在全国有关香型白酒质量鉴评活动中 86 个产品受到表彰，陕西白酒也连续 A 年产量、销售收入稳定上升。（仇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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