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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大到行业，小
到区域，竞争无处不在。究其原因，行业
发展已迈入新阶段，挑战与机遇并存，不
进则退。且不说全国层面，“茅五洋”“茅
五泸”“茅五汾”之争从未停止，单是贵州
白酒板块内部，茅台、习酒之后，谁是“第
三把交椅”，也是众说纷纭。

谁是贵州白酒第三，在近期有了定
论。7月2日，《贵州日报》文章《跻身贵州
白酒TOP3 珍酒实干赢市场》明确指出，
在中国酱酒版图上，茅台和习酒之后，珍
酒坐稳了贵州白酒“第三把交椅”，贵州
白酒进入“茅习珍”时代。

业内人士认为，官方媒体定调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信号，代表贵州酱酒格局
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在消费疲软、库存、
价格等问题持续困扰行业的当下，后来
者往往可以成为“破局者”和“引领者”。

营收逆势增长，跻身贵州前三

营收是行业排名最权威的“指标”。
“茅五洋”“茅五泸”“茅五汾”中的“探花”
位次时有变化，但“茅五”始终不可撼动，
就在于两者在营收上始终保持领先。

2023年，珍酒继续高质、高速增长，
营收达45.83亿元。而在2020年，珍酒营
收为13.46亿元，三年增长了240%。根
据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数
据，以 2023年营收计，珍酒是中国第四
大、贵州第三大酱酒企业。也许有人存
在疑问，仅凭营收45.83亿元就能跻身贵
州白酒前三？这其实与白酒行业的统计
口径有关。

白酒行业有销售额和营业收入两套
统计口径。销售额即合同收入，营业收
入还需从合同收入中扣除厂家返点。以
习酒2024年披露数据为例，其2023年销
售额为 224.47亿元，营业收入为 198.64
亿元，即营业收入小于销售额。

作为上市企业，珍酒的营收数据经
专业机构审计、获港交所认可，具有法律
效力，真实可靠。按照习酒的算法，珍酒
2023年销售额也将远超营业收入。也就

是说，经过十多年的夯基垒台，2023年
起，无论是从销售额还是营业收入口径，
珍酒正式跻身贵州白酒企业前三。

产能持续扩充，稳居贵州前三

行业有一个共识，这一轮行业调整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残酷。某资深行业
人士表示，白酒行业看似复杂，其实也很
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卖好酒”三个字总
结：一方面，卖的必须是“好酒”；另一方
面，要“卖得好”。以酱酒行业的逻辑来
看，所谓“好酒”，就要求企业有足够的产
能支撑；要想“卖得好”，则必须有品牌
加持。

酱酒作为长周期、重资产、慢回报的
行业，素有“吨位决定地位”的说法，可见
产能的重要性。2009年，珍酒改制重组
后，没有大肆扩产，而是以“十年磨一剑”
的耐力，持续固本培元。2019年起，先后
投入超120亿元增产扩能，持续推进六大
生产基地建设。2020年，珍酒产能突破
万吨；2022年突破3.5万吨，规模跻身贵
州酱酒前三；2023年，年产能4万吨，产能
地位进一步巩固；2024年5月，珍酒优质
酱酒年产能已突破4.1万吨，储量9万吨，
产能规模稳居贵州酱酒前三。

贵州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贵州省白
酒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李保芳曾表示，

珍酒的产能是其他酒企短期内难以达到
的优势。

雄厚的产能储备，让珍酒坐稳了贵
州酱酒产能前三位次，也为企业未来发
展预留了充足的上升空间。

品牌有厚度有热度，保持贵州前三

对于品牌的认知，千人千面，关于品
牌排位的榜单更是层出不穷，标准千差
万别，让人眼花缭乱。目前，行业内最认
可的榜单，出自第五届全国名酒评比会，
也是大众熟知的“17 大名酒”和“53 国
优”。

珍酒的品牌在历史上有厚度，当下
有热度，其诞生拥有传奇历史，1988年的
第五届全国名酒评比会上，荣获国家质
量奖优质奖，成为“53国优”之一，与茅
台、习酒并称为贵州三大酱香品牌。凭
借优异的品质，还远销法国、德国等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被轻工业部授予“出口创
汇先进企业”称号。

2023年，珍酒在品牌方面频频出招：
全新非遗点翠工艺视觉形象亮相全国，
品牌片《何以为珍》在央视播出，总结提
炼的品牌“1234”歌广为人知。2023年4
月27日，以珍酒为核心企业和旗舰品牌
的珍酒李渡率先于港交所上市，打破了
行业8年来无白酒品牌上市纪录，成为港

股白酒第一股、中国酱酒第二股，极大提
升了贵州酱酒的关注度，是白酒行业
2023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此外，珍酒
建立了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无论是打
造绿色化原料种植基地、推出环保极简
的高端光瓶酒系列产品，还是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发展，都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
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2023年，珍酒获
评国家级“绿色工厂”，是贵州入选的2家
酒企之一，并获“第四届贵州省省长质量
奖提名奖”和“2021-2023年贵州省促进
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企业”。同年，珍酒
李渡获万得（Wind）ESG“AA”评级，并成
为唯一入选“Wind中国上市公司ESG最
佳实践100强”的白酒企业。在2024年
万得ESG评级中，珍酒李渡再获行业唯
一“AA”评级，且评分位列饮料行业第一。

珍酒的高质量发展，还得到国家三
大权威媒体关注，《人民日报》2023年以
来5次点赞珍酒，新华社官方微信4次报
道珍酒高质量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节目用8分钟聚焦报道珍酒。

2024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
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中，珍酒再度
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等中字头企
业，华为、海尔、腾讯等知名企业同榜，成
为中国最具价值的500个品牌之一，位列
榜单中酱酒品牌第三名。

可以说，于史于今，珍酒作为贵州三
大酱香品牌的地位均是无可撼动的。贵
州酱酒格局的变化，也让不少行业人士
好奇，珍酒何以从钓鱼台、金沙、国台等
一批酱酒品牌中脱颖而出？

《贵州日报》文章指出，在竞争激烈
的白酒行业，珍酒能够迅速成为贵州白
酒TOP3，绝非偶然，其背后是对品质的
坚持、市场策略的灵活调整、产能的前瞻
性布局、品牌的传承创新以及产区的协
同发展，这一切，共同铸就了珍酒今日的
精彩与明日的无限可能。

业内人士指出，围绕营收、产能、品
牌三个“硬”指标的解读，不仅证实了珍
酒跻身贵州白酒前三的“含金量”十足，
也力证了“茅习珍”格局的实至名归。

竞争是行业永恒的话题，头部企业
位次的变动，是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结果。珍酒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
企业的成功，更是整个贵州白酒产业格
局的重塑。如今，随着破局者珍酒后来
居上，“茅习珍”大幕已启，一个更加精
彩的珍酒，一个更加精彩的时代，正在
到来。

8 月 16 日，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 2024 年中国酒业协会名酒
收藏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大会以“聚合力·谋
创新·共发展”为主题，得到了承办单位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

中国酒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执行理事长王琦在致辞中表示，中
国白酒作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赓续不绝
的有力见证。2010 年以来，陈年酒行业成为白酒细分市场中发展
最快、最具潜力的行业，在推动名优白酒价值和品牌高度上升的
同时，也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2023 年以来，整个消费市场
均出现了高预期、冷现实的态势，这给包括陈年酒行业在内的所
有行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聚合力，谋创新，
共发展”，正好契合当下行业形势。他指出，要站在产业的高度，
秉承“形成合力、同频共振、共促发展”的宗旨，在把握有利条件、
应对风险挑战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谋求创新突破，从而穿越周
期、赢得发展。

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当值理事长，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袁清茂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
成立 10周年，很荣幸在这个新起点上由汾酒担任中国酒业协会名
酒收藏专业委员会轮值主席单位。十年来，中国名酒收藏由小众
到大众、由民间到官方、由自然生长到系统推动，走上了健康快
速、蓬勃发展的道路。他指出，名酒收藏的本质是时间，名酒收藏
的关键是文化，名酒收藏的动力是消费，名酒收藏的未来是格调，
汾酒集团作为中国酒业协会收藏委员会的轮值主席单位，愿与广
大行业同仁共同努力，在时间、文化、消费、格调上持续发力，将中
国酒业名酒收藏工作继续推向前进，开创新的局面。

在主题演讲环节，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周和
平以“崇尚收藏文化 搞好名酒收藏”为主题进行了精彩演讲。周
和平部长在分享中表示，我国收藏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
期，对历史遗存物品的珍视和保存由来已久，收藏这一行为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民众基础。 酒历来是重要的收藏
品，名酒作为特殊的收藏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一瓶酒包
括酒瓶、商标、封盖、封盒等都有独特的故事，藏品承载着岁月的
洗礼、历史的变迁，是酒业发展的实证，蕴含着人们美好的记忆和
乡愁。他表示，搞好名酒收藏，一是要坚持文化自信，二是要努力
学习酒的历史和文化，学习识酒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三是要加强
行业管理和指导，制定相关规定，规范收藏市场，用先进的技术建立
名酒企业、名酒收藏者、名酒消费群体“三方平台”，通过博览会等形
式，为广大收藏者“亮宝”、交易、交流提供市场和机会。

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海坡代表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
专业委员会做了《2023-2024年度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
工作报告》。他从“2023-2024上半年陈年白酒市场基本情况、2023-
2024上半年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工作总结、当前中国陈年白酒行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2024年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计划开展的工作”四方
面向大会进行了报告。报告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数据详实，对当前陈
年酒行业现状和问题分析透彻，并围绕如何解决行业痛点、创新引领行
业发展介绍了2023年以来的委员会开展的工作情况和2024年委员会
计划开展的重点工作，得到广大参会代表的一致认可。

为进一步寻求陈年酒破圈之道与高质量发展之法，本次年会特别
邀请到名酒酒企、名酒收藏家、新酒经销商、陈年酒电商新渠道等多方
代表共同登台，开启主题对话，旨在从多维角度出发，共探当下陈年酒
市场增加繁荣的切实发展路径。在这一环节，知酒传媒创始人、董事长
向宁作为主持人，邀请汾酒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汾酒营销中心主任、汾
酒销售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张永踊，五粮液股份公司总经
理助理、五粮液品牌事业部总经理黄太国，泸州老窖销售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光杰，舍得酒业副总裁、营销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王维龙，中国
酒业协会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张继斌，浙江省酒类流通协会
资深会长、商源集团董事长朱跃明，歌德盈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剑
锋等七位嘉宾，围绕陈年酒如何破圈与创新进行了精彩交流。

为进一步完善陈年酒流通领域信息采集和征信体系，及时掌握市
场动态，提升陈年酒行业数字化程度，中国酒业协会牵头在全国各一
线城市、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以及酒类重点城市，设立“中国陈年酒
市场信息采集点”，负责陈年酒信息的收集。本次大会对首批入选中
国陈年酒市场信息采集点系统的12家企业代表颁发了牌匾。

“中国汾酒收藏酒研究院”成立仪式也在本次年会上隆重举行。
该研究院由山西汾酒集团携手中国酒业协会共同成立，旨在借势行业
专家、学者合力，全面推动中国汾酒收藏酒高质量发展，更好的迎战名
酒收藏“新周期”。中国酒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执行理事长王琦，汾酒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清茂共同为研究院揭幕，“中国汾酒收藏酒研
究院”院长李昊旻先生与全体参会代表共同见证了研究院成立的这一
盛大时刻。最后，随着汾酒集团“黄河之魂龙礼”汾酒、“黄河之魂龙
汾”青花汾酒两款系列产品的盛大发布，本次大会圆满落幕。

开启“茅习珍”时代
珍酒凭何成为贵州白酒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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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汾酒集团安全生产总结
表彰大会在会议中心召开。汾酒党委
书记、董事长袁清茂，公司领导韩向宇、
刘卫华、王怀及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先
进单位、先进车间科室代表参加会议。
汾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卫华主
持会议。

针对下一步汾酒安全生产工作，袁
清茂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坚持安全为本，切实增强抓好
安全生产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深刻理
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深刻反思查找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要将安全生产摆在突
出位置，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以责任感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
二、坚持系统思维，切实提升安全

管理水平。要落实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及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反馈意见，将畅通
系统运行机制、规范系统管理标准作为
关键，推动安全生产向各领域联动治理
转变；要践行“管好业务就是管好安全”
理念，全面检视问题，及时优化整改，确
保系统运行安全有效；生产单位要落实
安全生产全过程控制要求，谨慎规范操
作；要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警示教
育，提升教育培训效果。

三、坚持靶向发力，切实做到四个毫
不松懈。要毫不松懈抓好政治监督专项
检查整改，确保问题彻底解决；要毫不松
懈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出治本之
策，全力以赴推动任务措施落实落地；要
毫不松懈抓好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完善
常态排查机制，聚焦薄弱环节，深挖问题
本质，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毫不松懈抓
好季节性安全风险防范工作，针对雨季、
汛期，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做好物资储
备，强化监测预警，做到有备无患。

会上，安全保卫中心相关负责人对
2023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进行

了汇报。
汾酒股份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王怀

宣读了《汾酒集团关于表彰2023年度安
全生产先进单位、先进车间(科室)和先
进工作者的决定》。

与会领导分别为先进单位、先进车
间（科室）颁发了奖牌。先进单位、先进
车间（科室）、先进工作者代表在表态发
言中表示，在新的一年将继续把安全生
产放在工作首位，增强红线意识，强化
管理、健全安全管理制度，狠抓隐患排
查，创新创效，为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做出更大努力。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不仅是公司稳
定发展的前提保障，更是公司对社会责
任的庄严承诺，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为根本遵循，将安全理念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学会用系统性思维和战略视
角，全面审视和强化安全生产工作，不
断探索和实践安全生产的新理念、新方
法、新路径，以更坚定的信念和更扎实
的行动，确保公司的生产环境和工作流
程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让职工能够
安心工作、快乐生活、自由发展。

（汾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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