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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inks Business撰稿人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泸州老窖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2 年，我们将迎来一个无可争

议的好年份，无论是红葡萄酒还是白

葡萄酒。但市场会怎样呢？关于这一

点，酒商们意见各不相同。

为了使结论合乎逻辑，让我们先

看看这个年份的葡萄酒：平衡、新鲜、

典型、精准。它们毫不费力地证明了

勃艮第与其他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的鸿

沟：无论来自其他产区的黑比诺（Pi-

not Noir）多么优秀，2022年份的勃艮

第都会击败它。

那是一个炎热、干燥、阳光充足的

年份，春季的霜冻几乎没有造成什么

破坏，也没有危险的高温峰值。春天

很干燥，但 6 月份一些地区却非常潮

湿。6月22日，热弗雷（Gevrey）在短短

10 分钟内就下了 100 毫米的雨，这是

一场非同凡响的风暴，酒窖被淹没，葡

萄园的墙壁被摧毁。然后，因为拖拉

机无法进入葡萄园，所以在整个产区

喷洒波尔多混合剂以防止霉病。尽管

产量比以前少了，但大多数葡萄酒的

质量并不表明曾经有过问题。

采摘开始于8月，从我品尝过的葡

萄酒来看，很少有葡萄采摘得太早或

太晚的。有一两款红葡萄酒有点香醋

味，这是一种气候变暖的反映，但并不

多。白葡萄酒的酒精含量为 12.5%～

13.5%，红葡萄酒的酒精含量为13%～

14%，只有少数酒的酒精含量高于这个

数字。有迷人的酸度，新鲜度也很好。

就2022年份而言，优质勃艮第红

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入门级酒款非常

值得购买，因为它现在的价格与不久

之前优质村庄级葡萄酒的价格相当。

唯一的问题是价格。去年这个时

候，2021年份的葡萄酒价格大幅上涨，

但今年的价格似乎稳定，“稳定”可能

意味着 5%左右的增长。经历了去年

的涨价，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

但拥有葡萄园的人和需要采购葡

萄的人之间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要大。2022年份，葡萄价格上涨了约

15%。一些商家减少了他们的利润，以

保持或接近他们的价格水平。即使价

格更高，葡萄也很难获得——出售葡

萄的种植商通常也会自己装瓶葡萄

酒，在2022年份中，他们不得不补充非

常短缺的2021年份的库存。

无论如何，由于需求的原因，认为

价格稳定的观点可能不适用于特级园

和一级园葡萄酒。但我们需要考虑一

个问题，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答案

是，这取决于你和谁交谈。一位葡萄

酒商表示：“特级园和一级园葡萄酒的

大幅增长是由亚洲市场推动的，到目

前为止，亚洲人一直非常热情，但现在

高端市场的增长非常缓慢。主要原因

是中国买家不再积极参与，人们购买

是为了日常饮用，而不是收藏。高端

勃艮第葡萄酒的价格疯涨，但问题是，

有多少被喝掉了，又有多少会回到市

场？私人仓库都满了。”

但如果你问英国精品酒商 Berry

Bros & Rudd的Adam Bruntlett，他的

回答恰恰相反。“市场很强劲，尤其是

高端市场。按价值计算，我们预计销

量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随着很多新买家的出现，私人客

户一如既往地想要最好的酒。

生产商越来越喜欢把酒卖给餐

馆，而不是私人客户，因为这意味着葡

萄酒可以被看到和喝掉，而不是消失

在私人仓库里，再卖给其他私人客户。

今年的葡萄酒似乎具备了一切。

但市场究竟如何，还要看价格。

2022年份勃艮第，买还是不买？

在文明长河中，700年不是一个能

轻易坚持下来的数字。但泸州老窖做

到了，24代酿酒人始终以时间为友，将

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代代相传，

酿造出世间独有的中国浓香与中国味

道。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将坚定地以

科学务实的态度和创新贡献的精神，

推动中国白酒高质量发展，主动成为

建设民族品牌、酿造健康生活、服务社

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中华文化复兴

和中国制造崛起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

献。

泸州老窖及全体合作伙伴应该牢

牢把握政策加持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机

遇，牢牢把握行业集中和利润增长的

重大机遇，牢牢把握品质追求和价值

认同的重大机遇。

从全球烈酒行业的发展史来看，

中国白酒行业的集中度仍然较低，现

阶段市场向知名产区、知名品牌、优秀

文化、优良品质集中的趋势越发明

显。未来数年内，中国白酒依然处于

行业加速集中期，这是中国白酒头部

企业难得的发展红利。

在新时代，让民族品牌和传统文

化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是我们这代

人的光荣使命，也是推进中国白酒屹

立世界品牌之林的必由之路。

在文化复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泸州老窖始终主动担当时代责任，讲

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传播。泸州老

窖以让世界品味中国为使命，打造了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文化IP，开展孔子、

李白等经典剧目世界巡演，为优秀民

族文化的创新和传播树立了标杆；开

展让世界品味中国全球文化之旅，为

中国白酒走向世界做出了有力探索；

携手澳网、冰雪运动WCGC等顶级赛

事，诠释浓香白酒的文化与魅力，为胜

利时刻注入中国浓香。

目前，我们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经销网络，成为海外能

见度最高、分布最广、最受欢迎的中国

白酒品牌之一。未来，泸州老窖将继

续与优秀的白酒企业一起努力，抢抓

“一带一路”历史机遇，让中国白酒走

向世界，让世界品味中国。

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泸州老窖将

持续打造厂商命运共同体，尊重、依

靠、服务、成就客户，共创财富、共享成

功。近年来，泸州老窖以坚定重回前

三为目标，在良性的基础上能跑多快

跑多快。泸州老窖·国窖人应该清晰

地认识到，重回前三是良性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绝不能因短期利益而损害

长期发展，绝不透支未来。因此，在接

下来的营销工作中要发挥毫米宽、公

里深的精神，精细管理、精准营销，持

续精耕市场，既要拓展市场的广度，更

要耕耘市场的深度。

基于此，2024 年泸州老窖要全品

系发力，国窖系列、泸州老窖系列和创

新产品要齐头并进，实现泸州老窖产

品在优势市场一马当先，在机会市场

位列前三，在开发市场扎根壮大；要强

基础筑粮仓，要坚定打造百亿西南、百

亿华北市场；坚决推进华东攻坚、华中

崛起、华南突破，逆转弱势市场，激活

销售动力。

除此之外，泸州老窖将重点推进

“讲好浓香故事，增进价值认同；深化

管服结合，提升利润水平；推动数智加

码，建设数智泸州老窖，抢占市场先

机；提升协同水平，凝聚发展合力；推

动酒旅融合，提升消费体验；加强人才

建设，全力赋能销售”等工作。

让民族品牌和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大放异彩

当前，中国酒业正面临产业分化

不断加剧，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品牌

竞争不断加快的多重变局。2024年，

中国酒类产业平稳增长、理性增长、增

量拓展、优势集聚将成为主要特征，市

场和消费的价值规律将进一步走向多

极化、多元化、复合化。

那么，何为“真善美”？

从哲学意义上而言，真、善、美分

属于认识、意志和情感三个不同性质

的范畴。从美酒的角度来看，真，是真

实性；善，是倾向性；美，是展现性。曹

操一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精神

高度，诠释了中国传统追求人性本真

的精神境界。而美酒，不仅成就了超

脱豁达的人生态度，更蕴含着“真善

美”的理想世界。

对于美酒而言，“真”是指真实不

虚的品质；“善”体现在品牌追求利益

的同时，对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做出

积极的贡献；而“美”则是产品独特魅

力、生态及文化韵味的和谐统一。

品质对白酒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品质化、个性化

等趋势愈加明朗的当下，品质更是成

为企业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的关

键。但是，品质是一个泛化的概念，何

为品质？何为高品质？行业和企业有

着相对标准化的定性和定量，从风味、

工艺、生态、陈贮等，与消费者认知的

品质肯定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

“真”字尤为重要，以“至真”为本，意味

着对优选原粮的真实，对酿造技艺坚

守的真实，对风味品质表达的真实。

只有真实的高品质才能获得市场认

同，也才能获得更高的溢价和市场份

额。可以说，“真”是酒业的生命线，以

“真”至“精”。“精”，则是对品质的极致

追求，要求守正创新、精益求精，以真

心酿造的美酒，让消费者在品饮的过

程中享受到饮酒的极致乐趣。

纵观中国酒业这几年的作为，“责

任”二字无疑是一抹亮眼的色彩。尤

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酒类企业更

需积极承担起社会和谐、生态保护、乡

村振兴、经济融合的责任。这就要求

酒企在经营层面平衡利益与社会责任

的关系。在产品层面，则要对消费者

负责。

以“至善”为引，酒之韵味得以升

华。“善”，是酒业的品行，也是酒业的

初心。让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

一种情感的传递和承载。“远”，是产业

的梦想，更是责任的呼唤。在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上，放眼长远，坚持绿色发

展，实现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唯其如此，酒业才能蓬勃发展，才能在

远方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以善为引，

以远为航，“善”与“远”，一内一外。

中国白酒之美，美在生态、美在原

料、美在风味、美在产区、美在技艺、美

在陈贮……中国白酒，品质是生命，文

化是灵魂。品牌就是由品质和文化构

成的，因此，文化就是品牌的灵魂。品

质是物质层面的满足，但文化决定了

价值，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当下，酒业

在品质层面的竞争已经到达了一定高

度，而文化层面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也

因此，中国酒业正进入新的品牌时代。

以“美”为魂，品牌之魅力得以彰

显。“美”，源于举世无双的馥郁风味，

更体现在与文化、与历史的交融。

“活”，是文化的生命力，是酒业持续发

展的动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

国白酒品牌要完成国际化拓展，必须

做到品质认同、文化认同、科技认同和

标准认同外，酒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其活力和吸引

力。以美为魂，以活为纲，美让品牌不

可或缺，活让品牌生生不息。

美酒中蕴含着“真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