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5.22行 业A3
CONSUMPTION DAILY 责编：贾淘文

□ 本报记者 贾淘文

长久以来，中国白酒如何“走出
去”，始终是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在持
续不断推进行业标准规范与国际接轨
的同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为中国
白酒屹立世界酒类之林提供重要平台，
对扩大中国白酒的传播声量，抢占世界
酒类消费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日前，“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中国白酒筹备委员会成立会
议在中国酒业协会召开。据了解，自
2012 年以来，中国白酒的联合申遗工
作就在持续开展。各大名优酒企的老
作坊，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灿烂的文
化、突出的社会经济价值，成为珍贵的
文化瑰宝。2021 版《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共纳入山西杏花村汾酒
老作坊、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泸州老
窖作坊群、古蔺县郎酒老作坊、剑南春
酒坊及遗址、宜宾五粮液老作坊、红楼
梦糟房头老作坊以及舍得酒业射洪县
泰安作坊等 8 处白酒作坊及遗址，彰
显了中国白酒在深厚历史积淀下孕育
出的勃勃生机。中国白酒申遗，无论

从必要性还是重要性，都是时代赋予
行业的重要使命。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明确
提出，中国白酒的文化遗产，不是仅为
展示而存续，而是始终为白酒产业发
展、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国经济社
会建设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
中国白酒的文化遗产有辉煌的历史，有
繁荣的现在，更有光明的未来，是世界
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应当在世界文
化遗产之林拥有自己的席位。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全国
酒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为全面
推动白酒国际化积极发声，“推动白酒
酿造技艺抱团申遗”词条一度跃升至
文化热搜榜第一，引发网友热烈反响。

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曾从钦认为，通过白酒申遗
向世界展示中国白酒传承千年的传统
酿造技艺，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
国白酒历史底蕴、工艺特点以及卓越
品质，更好地爱上中国白酒，加快中国
白酒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白酒文化
影响力。曾从钦表示，中国白酒酿造
技艺是我国独具民族特色、独具地域

优势、独具文化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白酒申遗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
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创新实践，有利
于推动白酒酿造技艺系统性保护，有
利于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全行业应以“打捆抱团”的形式，加快
推进白酒酿造技艺申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推动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
集群。

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总工程师王贤提出，酿酒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
内涵十分丰富，与中国的农耕文化、烹
饪文化、传统发酵酿造技艺、中医、饮
食民俗、文化艺术等方面息息相关。
她表示，应大力支持中国白酒酿造技
艺列入国家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议程，让世界遗产再添“中国符号”。
同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白酒非
遗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从而为传统酿
造技艺的保护传承提供更好的品质、
内涵、文化、人才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
校长孙宝国认为，应鼓励中国白酒申
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中国白

酒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继承，
显著提高中国白酒文化的国际地位与
认可度。他表示，中国白酒文化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
化张力巨大。但是，目前国内白酒开
拓海外市场的探索，仅在少数企业和
行业协会中进行，企业个体的单打独
斗，缺乏战略规划和整体部署，造成白
酒国际化进程拓展的过程中，难以形
成合力，效果不甚理想。中国白酒若
想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和提升国际话语
权，需从国家层面予以关注，举全国之
力系统推进，并支持构建适应国际贸
易的白酒标准体系，形成国际认可的
中国白酒国际标准。

宋书玉表示，中国白酒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体现了行业的文化自信，有
利于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是站在新时
期历史节点上，产业必须肩负的使
命。为此，白酒行业需要通过联合申
报统一行业声音，加快落实人员确认，
补齐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短板，协
会和各申报企业要齐心合力，共同肩
负中国申遗工作中的文化责任、社会
责任、时代使命和产业使命。

酒业组团发力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推动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

本报讯 5月 16日，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发布《绵甜柔雅型白酒》团体
标准立项计划征求意见通知，拟于近
期组织制定《绵甜柔雅型白酒》团体
标准。通知显示，入口柔和、醇和自
然、绵甜爽净、回味怡畅、体感轻松、
饮后身体负担小的白酒日益受到消
费者的青睐。

绵甜柔雅型白酒是以优质粮谷
为原料，以优质大曲等为糖化发酵
剂，经糖化、发酵、蒸馏、陈酿、勾调而
成，不添加任何化学合成的外源性呈
香呈色呈味物质，具有以粮香、窖香、

陈香为主体的复合香气的白酒。
通知提出，目前现有的推荐性白

酒质量技术国家标准仅对相应产品
的感官、酒精度、总酸和总酯等参数
进行规定，在产品原料、特征理化指
标、风味组分和感官品质等方面无法
体现绵甜柔雅型白酒的独特工艺、产
品特点及质量要求。因此，为科学组
织指导绵甜柔雅型白酒生产经营活
动，满足市场多元化消费需求，有必
要制定《绵甜柔雅型白酒》产品团体
标准。

（合 文）

本报讯 5月 14日，记者从中国
酒业协会获悉，《白酒企业温室气体
核算方法及报告标准》《白酒产品碳
足迹评价标准》团体标准研讨会在贵
州茅台召开，年内将尽快出台这两项
标准，为白酒工业实现双碳目标提供
标准体系支持。

从白酒行业来看，部分企业传统
低效的生产方式以及落后的工艺设
备会导致酿造环节中产生大量能耗，
进而导致白酒企业大量碳和废弃物
排放。据悉，白酒酿造过程中主要的
耗能环节包括蒸酒、运输、润粮、包装
等，主要耗能设备包括粉碎机、行车、
水泵、风机、酒甑、清洗和包装机等排
放的污染物主要包括酒糟、黄水、锅
底水。绿色低碳发展也对白酒行业
的清洁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1 年 10 月 ，国 务 院 印 发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
提出建立重点企业碳排放核算、报
告、核查等标准，探索建立重点产

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为各行
各业提出了应对碳达峰标准体系
建设行动方案。

2023 年 4 月 21 日，国家标准委
等十一部门发布《碳达峰碳中和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指南提出，各地方、
社会团体等加强与标准化技术组织
合作，依法因地制宜、多点并行推动
碳达峰碳中和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制
修订，这进一步明确了团体标准在实
现行业双碳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酒业协会白酒技术创新战
略发展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旭亮表
示，标准起草小组将与相关技术院
校、企业共同合作，基于相关代表的
意见建议反馈并结合中国白酒酿造
实际，进一步制定企业碳排放核算及
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经典案例供行业
参考，年内尽快出台两项标准，为白
酒工业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标准体系
支持，促进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

（左 文）

目前，中国白酒整体产量规模进入
提质减量时代，优势产能向优势产区集
中，行业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同时，
白酒主力消费人群年龄结构也发生了
变化，三类人成为高潜力消费人群……
近日，中国酒业协会联合腾讯发布了

《2023 年中国白酒行业消费白皮书》，
从白酒行业格局、消费者市场信心、
人群消费者特征等全方面开展深度的
行业调研，全方位洞悉白酒行业，透
露满满的干货信息。

优势产能向优势产区集中

《白皮书》指出，优势产能向优势
产区集中，行业韧性强，利润持续攀
升，市场处在从重产销逐步变为重利
润的调整期，发展稳中向好的根本趋
势没有改变。

具体分析来看，自 2017 年以来，
白酒的年总产量开始逐年下降。2019
年起，产量出现负增长，白酒提质减
量时代正式到来，产量增速为-0.8%，
2022 年该值下滑至-5.6%。2022 年，
纳入到统计局范畴的上规模白酒企业
完成酿酒总产量仅为 671 万千升，较
2017年（1198万千升）下降约 44%。

与产量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头部白酒企业的蓬勃发展，从多家白
酒上市公司发布的财务数据看，头部
6 家 白 酒 企 业 2022 年 总 销 售 额 为
2244.83 亿元，总利润 914.08 亿元，销
售额平均增长率和利润平均增长率分
别高达 21%、28%。在竞争加剧的环
境下，头部企业业绩增长仍然能保持
双位数增长，势头稳健，说明消费者
正在向“喝好酒”转变，头部白酒企业
高质量的产品成为其业绩增长的根
源，而头部企业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带
动整体白酒行业的复苏。

与此同时，为应对整体市场不景

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与局
面，各大白酒品牌开始从营销宣传上
下功夫，尝试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营销策略。对于较高端产品线，头部
品牌加大高端产品投入，如推出限定
系列酒、文创白酒等，致力于提高品
牌影响力。而面对较低端市场，酒企
则将目光锁定在新进消费人群，以高
品质光瓶酒作为塔基产品，布局低端
新生代市场。此外，为保持基本销量
盘，实行促销打折，去高库存，同步助
力动销。

高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倒逼企业
做出调整，更加以消费者培育为中心
工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酒企开始
布局线上互动平台，通过元宇宙、直
播、小程序等数字化渠道，酒企正在
探索打造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互动平
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私域+直
播”将成为品牌推广的标配。

白酒消费呈“多元化”

虽然从生产端、销售端来看，行业
增长持续放缓，市场进入深度竞争时
期。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消费端展
现出积极信号。随着外出社交场合变
多，消费者对白酒的需求量持续高
涨，无论是亲友相聚还是商务活动，
都助力了白酒市场的快速复苏。

《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市
场的复苏，白酒消费档次进一步呈现
价位两极分化。从购买不同白酒价位
的消费者比例显示，大部分消费者更
倾向购买 101元至 500元价位的产品，
这一占比为 54%；其次是百元以内塔
基产品的群体，占比 38%，但这一价位
的群体未来消费升级的意愿较弱，
65%的人群表示，未来一年白酒档次
将维持甚至有所下降。而 500元以上
档 位 产 品 的 消 费 人 群 虽 比 例 不 高

（8%），但呈现出更强的档次韧性，其
未来消费升级的意愿随现有白酒消费
档次的升高而增加（78%）。

500 元以上档位消费人群升级意
愿更多源于他们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
求，同时，未来这一档位消费人群可
预期重要的商务或社交场合较之前有
所增加，因此，需要对应匹配更高价
位的白酒产品。

而在白酒品牌的选择上，94%的
消费者不会局限于某一个品牌，品牌
选择流动性强；60%的消费者在过去
一年中购买过 2至 3个白酒品牌；26%
的消费者在过去一年中购买过 4 至 5
个白酒品牌。在品牌使用情况上，消
费者更倾向混合不同的白酒品牌使
用，以应对不同的消费场景，充分结
合宴请对象身份、场合性质、餐馆档
次等方面综合考虑。

“80后”“95后”成高潜力人群

随着“80 后”已经步入 40 岁，“90
后”也开始步入而立之年，白酒主力
消费群体呈现代际交替的特征。《白
皮书》指出，随着年龄增长、工作经验
及职位的不断变化，1985年至 1994年
出生的人群逐步成为各个岗位的新中
流砥柱，成为新的白酒消费主力，人
群占比 34%。且这一代际的人群预计
未来一年白酒消费总量和频率均较整
体白酒消费者提升更为快速。

按档次和年龄两个维度拆分，可
以看到，商务及管理人群、1995 年后
出生的职场新人、1985年至 1994年出
生的普通白领人群具备高增长潜力，
这三类人群值得深入关注。

总体而言，商务及管理人群事业
发展到一定阶段，职位级别较高，高
端商务应酬也多，对品质档次追求也
随之更高，未来消费频次和总量增幅

预测达 69%、66%，选用千元以上的白
酒产品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五年，白酒市
场增加了两成新消费群体。不同于存
量人群，增量人群呈现更年轻、居住
在高线城市、初入职场等特征。83%
的增量人群在 1995 年后出生，55%居
住在高线城市。由于年纪尚轻，大部
分仍在企业中担任较为初级的职位。
他们选择白酒更多由于加入职场后，
白酒的场合普适性较其他酒种更广。
但基于经济实力，他们更偏好 100 元
以下的产品，浓香型的产品更为他们
所偏爱。而“第一口酒”的影响对于
这群人来说更为突出，品牌想要深度
获取和培育新消费人群，需要重视与
年轻群体的沟通，并加强香型教育和
影响。

而 1985 年至 1994 年出生的以普
通白领为主的人群，在未来白酒的消
费频率和总量上的增长幅度，仅次于
1995 年后出生的职场新人，未来，白
酒消费频次和总量增幅分别为 70%、
68%。因为事业发展进入平缓期，希
望通过饮用白酒来舒缓面对工作及家
庭生活的压力，他们更关注白酒产品
本身的质量，而对品牌等附加值的要
求不高，更追求产品本身的性价比。

酒企该如何抓住这部分新兴消费
群体的心？市场在变，消费者也在
变。对于这些“进化”的消费者，未来
酒企可以从认知—好感—转化三个环
节上，建立白酒营销的全新方式和标
准。此外，面对宏观环境、产业端和
消费端“三浪叠加”的剧变周期，酒企
若能抓住人群与产品分层带来的新机
遇，不断提升执行和创新效率，就可
以在波诡云谲的白酒江湖中闯出自己
的一片天地。

（中酒协）

本报讯 近期，多地发生饮用自制药
酒、散装白酒或误饮醇基燃料引起的中毒
事件，代价极其惨痛、教训尤为深刻。日
前，为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四
川攀枝花市场监管局发布散装白酒食品安
全消费提示。

攀枝花市场监管局提示，消费者在选
购散装白酒时，首先应当到有合法资质的
白酒生产加工小作坊、散装白酒销售点购
买，同时要仔细查看标签内容是否齐全，并
索取票据。不购买无产品标识、无生产厂
家、无生产地址和流动摊贩销售的散装白
酒。在餐饮服务场所消费散装白酒或泡制
酒时，要查看散装白酒有无合格证明文件、
执行标准、生产者及生产日期，泡制酒还应
标识炮制材料名称、数量等内容。对不能
提供合法来源或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
散装白酒和泡制酒，要保持高度警惕，尽量
不购买、不食用。大家庭自酿酒爱好者，要
严格控制自酿酒的饮用、赠送等范围，不得
私下销售，严禁上市销售。

白酒生产经营者要树立责任意识和
诚信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履
行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生产经营记录等制
度，严禁购买、贮存和使用甲醇、工业酒精
等非食品原料加工生产酒类。使用醇基液
体燃料的农村集体性聚餐和餐饮服务单
位，要加强使用环节管理，坚决防止误饮误

食，确保使用安全。不得在灶具外的食品
加工场所及就餐场所放置醇基燃料，严格
专人专位管理，严禁同白酒混合存放。

甲醇是工业酒精的主要成分之一。
摄入4至6毫升就可引起中毒，10毫升以
上可致人死亡，且其轻度中毒反应和普通
醉酒类似，工业酒精和食用白酒难以直观
区分。甲醇对人体的毒性作用，主要特征
是以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眼部损伤及代谢
性酸中毒为主。一般于口服后8至36小时
发病，表现为头痛、头晕、乏力、步态不稳、
嗜睡等。重者有意识朦胧、谵妄、癫痫样抽
搐、昏迷、死亡等。

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食品安全
意识，树牢“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积极倡导健康饮酒、文明饮酒风气，饮酒后
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治疗。有肝
功能不全、胃炎、胃或十二指肠溃疡、食道
炎、口腔溃疡、高血压、心脏病、甲状腺疾
病、牙龈敏感、肾功能不全、肾小球肾炎的
人，不适合饮酒。正在服用头孢类抗生素
或者治疗高血压、高血糖、甲亢药物的患者
要绝对禁止饮酒。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白酒生
产、流通领域的监管力度，坚决打击白酒制
假造假等违法行为。鼓励人民群众和社会
各界积极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中 消）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将于近期组织制定

《绵甜柔雅型白酒》团体标准

中国酒业协会：

白酒行业碳排放团体标准将于年内出台

行业动态

消费提示

四川攀枝花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

购买散装白酒应选择合法资质销售点

声 音

《2023年中国白酒行业消费白皮书》发布
101元至500元产品更受欢迎

为进一步规范化妆品市场经营秩
序，督促化妆品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切实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近日，丰台区
市场监管局方庄街道所多措并举开展化
妆品专项检查。一落实责任，督促自
查。督促化妆品经营单位开展自查自
纠，认真检查购进的化妆品中是否有媒
体曝光的“打脸”水光针等不合格产品。
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和“企业
法人负总责”的原则，督促经营企业落实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
法定义务，建立健全化妆品台账管理制
度，索取和完善产品供应商及产品资料、
有效营业执照和特殊（进口）化妆品行政
许可批件，并对相关资料建档留存备
查。二长效监管，严格执法。以辖区内
美容美发机构为重点检查对象，对照通
告中不合格化妆品名称、生产厂家、批号

进行清查，查看经营的化妆品购进渠道、
标签、标识、检验报告等内容是否符合要
求，是否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索证索
票及相关凭证是否齐全，化妆品是否在
使用有效期内，化妆品的储存条件是否
与标签所标示的条件相一致等。三科普
宣传，强化意识。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
向经营者宣讲不合格化妆品的危害和特
殊用途化妆品种类、范围，督促经营者在
销售产品时不得夸大产品功效，不得虚
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者。要求经营者
加强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
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
的学习，确保落实主体责任，诚信经营。
同时，通过现场督导宣传、以案说法等方
式，向群众普及安全消费知识，引导消费
者理性消费和利用网络平台查询产品信
息，强化公众的消费维权意识。（麻艳蕊）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开展化妆品专项检查

白酒香型消费的多元化时代来
临。从香型来看，酱香型白酒是增长
最快的品类，同时也是利润最高的品
类。2022年，酱香型白酒以10％的产
能，实现白酒总收入的33%、总利润的
40%。一轻将首都酒业打造成产供销
一体化一流酱香白酒企业，力争5-10
年，中华酱酒品牌进入酱香白酒主流
品牌阵营。

行业的分化隐藏在一升一降的数
据之中。纵观近年来白酒行业发展不
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以上白
酒企业产量逐渐减少，但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的收
入却不断提升。

中国酒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近十年来白酒产量于2016年达

到顶峰，彼时产量为1358.4万千升，同
比2015年增长3.5%。

但此后至今，白酒产量不断下降，
截至2022年底，出现“6连降”。数据
显示，2016-2022年，白酒产量分别为
1358.4万千升、1198.1万千升、871.2万
千升、785.9 万千升、740.7 万千升、
715.6万千升和671.2万千升。经粗略
计算，2022年全国白酒累计产量相较
于2016年峰值，同比下降50.59%。

尽管产量不断下降，但从整体收
入来看，却呈现逆势增长态势。

中国酒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
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5836.39 亿元、6033.48 亿元
以及6626.45亿元。

在这种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未来

白酒行业将呈现弱动销、慢恢复状
态。2017-2027年是白酒赛道的白银
周期，其中市场层面将呈现品质化、品
牌化、高端化、全国化；渠道层面将呈
现厂商一体化、C端化、BC一体化；国
际市场层面将呈现年轻化、时尚化、国
际化发展趋势。

当行业逐渐进入分化期，酱酒赛
道也将迎来新一波品质提升潮。品
质升级驱动白酒高质量发展主要体
现在香型更迭所促成的香型多元化，
核心产区表达，白酒新国标颁布下的
纯粮固态酿造驱动，年份酒团体标准
颁布下的年份酒、老酒驱动，酱香分
化以及健康、绿色理念深入人心等六
大层面。

与此同时，除产品升级外，文化创

新也将进一步驱动白酒赛道高质量发
展，通过品牌历史文化创新展现、品牌
时代精神传扬、酒庄传递品牌体验、数
字化品牌创新传播、品牌以及产品文
化赋能跨界等方面，白酒行业也将加
速转型。

据了解，为促进白酒高质量发展，
一轻旗下首都酒业坚持长期策略，在
中国酱酒核心产区仁怀茅台镇战略投
资数十亿元建设白酒生产基地，占地
315亩，计划设计产能8千吨。

未来，随着酱酒赛道回归理性、
集中度不断提升，众多酒业也将推动
品类不断提升，酱酒赛道将会向品牌
化、高端化、资本化、数字化趋势
发展。

（北京商报）

酒行业高质量发展应坚持长期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