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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nks Business撰稿人

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权图酱酒工作室创始人

一直以来，茅台始终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推进“一

基地一标杆”建设，高效布局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空间”，聚焦水、能和碳、

气、声、固废“五条流线”，构建形成

“135”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体系，保护

了“水土气微”协调平衡的生态系统，

并通过产区生态保护、产业可持续发

展和生态产品提供，走出了一条“绿水

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路径，

为赤水河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输出

了“茅台样本”。

一是引领产区系统保护，共建赤

水河生态平衡。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

酒原产地和主产区的生态系统，以及

茅台酒 15.03 平方公里核心产区的独

特特征，造就了茅台酒的神秘与独特。

维护流域生态系统平衡。赤水河

酱香型白酒产区生态系统集中体现在

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以及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微生态。自然生态包含了

“水土气”三大要素，水即水量、水质、

水生态，土即地理特征、土壤、植被，气

即空气质量、气候，水、土、气等多要素

自然组成的自然生态，为微生态的形

成搭建了载体，而人文生态的选育和

驱动，进一步造就了微生态的独特。

与世界上其他的烈酒相比，以茅

台酒为代表的酱香型白酒，有着以谷

物为主要原料、自然混菌接种、开放式

固态发酵、甑桶固态蒸馏、陶坛长期储

存、以酒勾酒等特点，这背后是工匠精

神和技艺，它们共同构成了产区的人

文生态。因此，要保护好产区的生态，

就是要维护好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

微生态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维护好

整个产区的系统平衡，做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维护微生物多样稳定。微生物多

样性的平衡稳定，是产区生态系统的

基础。宏观层面，赤水河流域酱香型

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有区别于其他

烈酒产区的典型微生态环境；中观层

面，赤水河流域各小产区，如茅台酒核

心产区、茅台镇、和义兴、习水、二郎产

区等，都有着各自的微生物多样性特

征；微观层面，例如在茅台酒核心产

区，不同车间、班组、窖池等，在微生物

多样性上也有差异。

持续实施生态补偿。产区生态源

自流域生态，因此，上中下游都要共同

致力于流域生态保护。一方面，茅台

积极推进上下游生态补偿，累计出资4

亿元，专项用于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

践行赤水河流域生态补偿和长效保护

机制；另一方面，变“输血”为“造血”，

坚持发展成果共享，引领带动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推进产业反哺惠农、兴

农，大力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努力让发

展成果惠及区域百姓。

二是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提升产

业专业化水平。茅台酒的酿造讲究顺

天应时、因地制宜、循法而成，追求自

然生态、微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平衡。

其背后的本质，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以绿色科技的创新力量来支

撑绿色发展。

三是聚力产品价值转化，创造最

大化综合价值。依托赤水河独一无二

优良的自然生态，通过茅台万千匠人

的匠心独运，酿造出极具生态属性的

茅台酒，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的极大价值转化，赋予了茅台酒独

特的生态价值内涵。

未来，茅台将持续在国际化传播

上，讲好产品含“绿”量和含“文”量的

故事，努力实现从单一产品出口向集

产品、文化与服务于一体的全方位出

海转变，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

外传播上，展现更大茅台担当。

以绿色科技的创新力量支撑酒业绿色发展

自2018年-2022年酱酒繁荣周期

带来的酱酒产能扩张，到2024年已经

进入拐点。2024年，中国酱酒产能约

65万千升，同比下降13.33%；实现销售

收入2400亿元，同比增长4.35%；实现

利润约970亿元，同比增长3.19%。

头部酱酒企业无论是出于产业战

略，还是基建的延续性，未来还是会稳

产（茅台还在继续扩产），但三四线酱

酒和主产区中小酱酒已进入产能出清

期。未来，我国酱酒产能结构将发生

很大的变化，有效产能将保持在60万

吨-70 万吨，供给市场的酱酒产能将

维持在 50 万千升左右。其中，80%的

产能将由酱酒企业的TOP10占有，中

小酱酒企业产能大部分将永久出清。

据统计，目前我国酱香基酒库存

已经达120万吨，其中，酱酒主产区贵

州产区的酱香基酒库存已达100万吨，

这为酱酒产业未来发展奠定了品质优

势。未来五年，过去已投产的酱酒产

能将全部释放，这也意味着，酱酒产业

和市场供给压力将不断增大，酱酒品

类的品质竞争将不断升级，年份将成

为酱酒品质价值最重要的竞争维度。

价格是消费市场的晴雨表。2024

年，大部分酱酒明星大单品的市场真

实成交价，整体回落 10%-20%左右。

在 2024 年酱酒消费市场减弱的背景

下，多数酱酒企业还在供给端不断增

加市场投放，这势必导致渠道积压、价

格下滑、动销减缓等问题。同时，酱酒

市场的主销价位端也在同步下移。在

上一轮繁荣周期，酱酒市场形成了四

个主销价格带：中高端价格带300元-

500 元、次高端价格带 600 元-800 元、

高端价格带1000元以及超高端价格带

2000元以上，而现在，这四个价格带已

经回落到中高端 200 元-300 元、次高

端300元-500元、高端500元-800元、

超高端1500元以上。

但是，酱酒明星产品价格的回落

并非完全是坏事。一是可以挤压市场

价格泡沫，二是增强动销，夯实市场基

础，抢占其他香型的市场份额。况且，

酱酒的四大主销价格带均是中高端以

上价格带，即使回落，也依然能保证产

品品质和企业利润。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下行

给很多酱酒企业带来较大的销售压

力，部分企业试图把主销产品价格定

到几十元或百元价格带，这是一个战

略误区。这一价格带的产品只能是复

糟酒（翻、碎沙酒），并不是酱酒的核心

优势。同时，这一价格带无论是基酒

的酿造效率，还是品牌传播效率，都无

法与浓香和清香两大品类竞争。

酱酒的贴牌和基酒业务都是短周

期的业务模式，只能出现在酱酒繁荣

期，在头部酱酒厂家尚未完成全国市

场布局时起到市场补充的作用，但一

旦遭遇酱酒调整周期，受到挑战最大

的也是酱酒贴牌产品和中小酱酒企业

的杂牌产品。

头部酱酒和二线酱酒是酱香名酒

化的受益者。行业和市场调整期，反

而是名牌酱酒扩大市场份额的最好机

会，此时，头部和主流酱酒企业更应该

坚持品牌打造，提升市场专业化水平，

夯实基础市场和消费者基础，为下一

轮市场回暖时企业再次快速发展蓄势。

同时，酱酒的品类特点也决定了

在未来的酱酒消费市场，除了主流酱

酒的快速发展外，精品酒庄酒和圈层

品牌也必然迎来较好的发展窗口。精

品小众酱酒可以凭借良好的产品品

质、较好的渠道利润、更加精准的消费

培育和产品的高质价比，形成独特圈

层的消费基础，而当前也是众多中小

酱酒企业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年份将成为酱酒品质的重要竞争维度

法国葡萄酒与烈酒出口商联合会

（FEVS）最新发布的出口报告，为该行

业描绘了一幅黯淡的画面。实际上，

作为法国酒类产品核心市场之一的中

国，其需求放缓是下滑的主因——对

中国内地出口额暴跌20%，跌破10 亿

欧元关口。报告显示，2024年法国葡

萄酒和烈酒出口额为 156 亿欧元，较

2023 年下降 4%；出口量微降 0.1%，为

1.74 亿箱（9 升装）。除对中国内地出

口额暴跌 20%以外，对新加坡和中国

香港也分别下降25%和12%，这三个市

场占下降的90%。

烈酒跌幅最大，出口额下降 6.5%

至45亿欧元，出口量减少1.8%至4,660

万箱；干邑出口额下降11%，但出口量

仅下降1%；葡萄酒出口量微增0.7%达

1.24亿箱，出口额下降3%至109.4亿欧

元。

FEVS认为，中国对欧盟白兰地的

反倾销调查是影响因素之一。2025年

1月1日起，白兰地（涵盖法国干邑）的

进口关税从5%上调至10%，进一步加

剧了经销商的成本压力。有经销商表

示，关税上调导致成本上涨至少6.5%

以上，加上 20%的消费税和其他进口

环节税率，综合成本大幅增加。在当

前市场需求放缓的环境下，这无疑是

对经销商的又一重击。

长沙葡壹精品酒业总经理方奕分

析称，法国高端葡萄酒品质优秀但价

格过高，低端产品则质量欠佳，而中端

酒 利 润 微 薄 。 例 如 ，中 级 庄（Cru

Bourgeois）、超 级 波 尔 多（Bordeaux

Supérieur）等品类，对经销商利润贡

献有限，而顶级勃艮第葡萄酒虽需求

旺盛，却受价格过高和供应短缺制约。

FEVS主席Gabriel Picard强调，尽

管数据下滑，2024年仍是法国酒类出

口史上第四高年份。他表示：“在2023

年出口量骤降后，2024年趋于稳定，但

代价是价值缩水。通胀和地缘政治不

确定性削弱了前几年的高端化趋势，

消费者从昂贵的葡萄酒转向更实惠的

选择也是原因之一。”从数据来看，2024

年法国香槟的出货量下降9.7%至1,240

万箱，出口额下降8%至38.6亿欧元。

法国2024年的葡萄酒和烈酒出口

数据为该行业描绘了一幅黯淡的画

面，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法

国的葡萄酒和烈酒出口在过去两年有

所下降，是从历史高点回落。法国葡萄

酒和烈酒在2022年达到了172亿欧元

的峰值，2023年同比下降5.9%至162亿

欧元，2024 年又下降 4%至 156 亿欧

元，但这一数字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法国葡萄

酒和烈酒对主要市场美国的出口出现

复苏，增长5%至38亿欧元。对美出口

价格反弹明显，上涨了8.4%，而烈酒价

格则保持稳定（-0.1%）；其对英国出口

保持稳定，微降0.7%至17亿欧元。虽

然葡萄酒出口额下降 3.9%至 14 亿欧

元，但烈酒增长21%至2.6亿欧元。

尽管全球市场波动，法国凭借强

大的品牌声誉仍维持了一定市场份

额。但伴随着澳大利亚葡萄酒回归、

中国消费趋势变化及通胀压力等因

素，法国酒类行业亟须调整策略以应

对新格局。法国政府已采取“危机蒸

馏”和“10万公顷葡萄园拔除计划”等

措施，以缓解产能过剩和市场压力。

中国市场滑坡，法国葡萄酒与烈酒出口遭重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