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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o Joy News撰稿人

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茅台酒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

质量是企业取得成功的不二法

门，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永恒追求和存

量竞争的关键因素。

五粮液一直都是唯求完美酿造的

传承者、永树品质标杆的践行者，以质

量管理夯实产品“支撑力”，以守正创

新提升酿造“硬实力”，以绿色生态培

育持续“发展力”，正因为五粮液坚守

“质量三力”，才有了人间至味、名震全

球的五粮美酒。

一是以质量管理夯实产品“支撑

力”。

五粮液秉承“品质为魂、匠心酿

造”的质量理念，制定了20余项质量管

理制度和50余项严于国际国内的企业

内控标准，实现了从原料到产品的全

过程监测把关，构建了“从一粒种子到

一滴美酒”的全产业链一体化质量管

理模式。

二是以守正创新提升酿造“硬实

力”。

五粮液既守传统之正，又创技术

之新，在坚守传统酿造工艺的同时，先

后建成中国白酒风味科学研究中心等

7个国家级创新平台，目前拥有以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为代表的

国家级等专家人才近200人，持续开展

以发酵机理、健康因子、风味物质为核

心的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平台、创新人

才、创新成果行业领先。

三是以绿色生态培育持续“发展

力”。

五粮液以建设零碳酒企为引领，

坚持扩绿、节能、减污、降碳，打造生态

化园区、实行生态化生产、提供生态化

产品，先后入选国家发改委2023碳达

峰碳中和绿色发展优秀案例、中国国

际服贸会绿色发展服务示范案例、联

合国2023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优秀案

例。

质量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永恒话

题，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必然会

带来质量理念、机制、实践的深刻变

革，不仅需要企业在设计上适应、功能

上拓展、性能上提升、水平上提高，还

要满足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向

往。中国企业要坚守文化自信、提高

产品质量，推动更多兼具质量与文化

的中国产品走向世界，让更多中国制

造、中国品牌誉满全球。

因此，企业在未来的质量建设之

路上，要做到三个“和美共进”：一是坚

定发展信心，推动文化“软实力”与质

量“硬支撑”和美共进；二是加强质量

交流，推动质量标准“本土化”与“国际

化”和美共进；三是深化全面管理，推

动质量管理“高水平”与“全要素”和美

共进。

质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提升质

量是企业共同的追求。五粮液愿秉承

“质量至上”的发展理念，坚守品质之

和、产业之和、文化之和、生态之和、社

会之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践行质量承诺、提升质量水平、守护质

量价值，不断以高质量的发展满足人

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为建设

质量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更多和美力量，谱写和美新篇章。

“质量三力”护航大国浓香高质量发展

茅台的辉煌历程，深刻诠释了区

域合作与国际化战略对其发展的重要

性。

1951 年地方国营茅台酒厂成立

后，茅台恪守“产量服从质量、速度服

从质量、成本服从质量、效益服从质

量”准则，这成为企业实现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通过引入和适配国际化管理准

则，茅台积极适应国际市场，不断完善

经营模式和发展路径，深化对国际市

场的认知和对跨文化交流的理解。

2016年以后，茅台积极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坚定国际化发展战略，以

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推动

产品销往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2023

年出口额超43亿元，占中国白酒出口

额的77%，一步步走出贵州大山，在国

际化进程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酒文化

和民族品牌的独特魅力。

在这里，我们从“质量、品牌、文

化”三个维度，分享一下茅台的国际化

路径。

一是质量为核，持续满足“两个市

场”。

茅台卓越品质源于 15.03 平方公

里不可复制的核心产区，也源于“质量

是生命之魂”的信仰。从三次获得“全

国质量奖”，到今年成为EFQM全球奖

采用新标准评审后，首家获得七钻的

中国企业，品质已成为茅台五大核心

竞争力之首，更是茅台持续深耕国际

市场的内核。

茅台将矢志不渝锻造卓越品质，

满足海内外“两个市场”个性化和高质

量需求，持续扩大茅台海外“朋友圈”，

让全球消费者感受来自东方的匠韵。

二是品牌为要，更快形成“品牌集

群”。

作为民族品牌代表，茅台通过引

入和适配国际化管理准则，从全球视

角重新审视自身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路

径，深化对国际市场的认知和对跨文

化交流的理解，并根据各国情况制定

“一国一策”海外推广战略，布局打造

样板市场，因地制宜做好渠道和品牌

文化建设，创新品牌叙事表达。同时，

坚持茅台系列酒和茅台家族产品同步

推动，不断构建优势互补、覆盖全面、

协作共赢的经销网络，形成茅台国际

化“品牌集群”，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三是文化为媒，高效跨越“地域边

界”。

茅台出海，文化先行。作为中国

酒文化的极致代表，茅台以“酿造高品

质生活”为使命，践行“顺天敬人、明理

厚德”的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同时，茅台主动走出国门，在海

外多个国家广泛开展品牌文化活动，

传播中国故事，以文化高效跨越“地域

边界”。茅台将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持

续深化国际交流，助推中华文化更好

地走向世界。

当前，“一带一路”的第二个金色

十年新篇章正徐徐展开，为全球带来

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机遇。茅台将

秉持丝路“合作共赢”的理念，怀仁爱

之心酿造美酒、修厚德之行铸造品牌、

以文化之蕴链接世界，和更多企业一

起，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向世界展示中国品牌的独特魅力

奔富正式确认了在中国建立葡萄

园和酒庄的计划，标志着其本土化战

略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雄心勃勃的

项目的时间表和地点仍未确定，此举

无疑是打算继续其长期以来的多元化

战略。

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奔富已经

与当地合作伙伴推出了两款中国产的

葡萄酒，尽管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

最近已被取消。

这一消息得到了奔富母公司富邑

葡萄酒集团（Treasury Wine Estates，

TWE）的 证 实 ，在 回 复 Vino Joy

News 时，该公司表示：“正如 TWE 之

前所说，我们一直有兴趣寻求对支持

我们奢侈品牌的供应资产的投资。中

国仍然具有对奔富极具吸引力的长期

增长机会，并将继续成为吸引我们目

光的区域。”

TWE 公共关系及企业传讯总监

Tommy Tse 表示：“我们在过去一年

多的时间里，一直在探索这个机会，并

积极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自己的酿酒资

源。但是，由于项目的复杂性，我们还

不能提供具体的时间表。”

在谈到奔富在中国的酒庄选址

时，奔富中国区总经理 Jack Wu 提到

了宁夏和云南，这两个地区已经与当

地的葡萄酒生产商建立了合作关系。

Wu 表示，此举不仅将重振公司的品

牌，还将为宁夏和云南等葡萄酒产区

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不过，奔富没有具体说明，这是否

意味着它将在这两个地区建设酿酒

厂，还是选择其中一个？

奔富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进口葡萄

酒品牌之一，中国市场对该公司的成

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富邑的

2024 财年报告，奔富的销售收入为

6.29亿澳元（合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4.7%，其中，中国市场占 62.92%。今

年3月底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

倾销关税后，订单激增，这对这一增长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已成为奔富“多产区战略”的

核心市场，这一战略包括扩大该品牌

来自不同产区的葡萄酒系列。例如，

与帝龙香槟（Champagne Thienot）合

作推出了自己的香槟。2022年，奔富

推 出 了“ 奔 富 一 号（One by Pen-

folds）”，这是一个更实惠的葡萄酒系

列，产品来自法国、美国、中国和澳大

利亚。其中，产自宁夏的中国混酿葡

萄酒每瓶售价 288 元人民币（合 40 美

元），在高成本的宁夏葡萄酒产区具有

竞争力。

奔富还在2023年推出了一款更高

端的中国葡萄酒CWT 521，这款酒由

82%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赤霞珠和

18%来自宁夏的马瑟兰混酿而成，每瓶

售价1080元人民币（合150美元）。奔

富的网站显示，该公司已经进行了初

步的多地区“中国酿酒试验（Chinese

Winemaking Trials，简称 CWT）”，以

“CWT 521”的标签生产赤霞珠混酿

葡萄酒。

这两款中国产的葡萄酒都很受欢

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奔富经销商

指出，宁夏产的“奔富一号”是该系列

中最畅销的葡萄酒，限量产的 CWT

521在几乎没有促销的情况下迅速售

罄。

尽管取消了关税，奔富仍在继续

推进在中国的本土化生产。CWT

521是奔富酿酒团队与香格里拉酒业

合作生产的，而宁夏版奔富则是与保

乐力加公司合作生产。此外，富邑集

团还与中国酒业协会达成了一项“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中国本

土葡萄酒产业。

“在中国投资固定资产使奔富的

增长更加安全，因为当地生产有助于

跨国公司应对反倾销税等贸易制裁。”

该经销商补充道。

关税取消了，奔富为何还要在中国建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