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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个周，据《华夏酒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在成都、济南，分别有两座

国产威士忌酒厂投产建设。其中，一家

酒厂的年产更是达到千吨。

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现象在近两

年内并非罕见。

中国酒业协会威士忌专业委员会

发布的《2023 中国威士忌行业发展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去年

底，中国境内（包括中国台湾地区2家）

具有法人资格的威士忌生产经营单位

数量已增至42家，较2022年增长了18

家，增幅高达 75%。其中，投产项目共

计26个，试运营项目1个，另有8个在建

项目和 7 个待建项目，遍布全国 12 个

省、市、自治区。可以说，威士忌产业在

中国正逐渐形成产区化趋势。

新建酒厂、扩大产能、研发投入等

动作频繁，显示出投资者对威士忌行业

前景的信心，但业界中亦不乏担忧之

声，认为威士忌行业在我国尚在起步阶

段，市场多以销售外资品牌为主，应当

警惕避免陷入“一窝蜂”式的盲目扩张，

以免重蹈“阳光玫瑰”迅速升温后又急

速冷却的覆辙。

国产威士忌，会成为下一个“阳光玫瑰”？
如今，国产威士忌产业的建设热潮仍如火如荼，但资金问题已不再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瓶颈。
相比之下，对市场未来走势与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与深刻洞察，才成为决定行业参与者能走多远的关键所在。

本报记者 孙文东 张瑜宸 发自北京

“入界宜缓”是一句围棋术语，其

内涵在于告诫弈者在开局阶段应避免

急于进行激烈的棋局争夺，而应采取

从容不迫、徐徐图之的策略。它强调

的是要以深远的目光洞察棋势未来可

能的发展走向，据此步步为营，而非草

率投入短兵相接的缠斗之中。

眼下，把这句术语用在如火如荼

的国产威士忌建设中，比较妥帖。

《华夏酒报》记者从市场上获悉，

目前，在全球经济环境持续演变，消费

需求未达到预期的背景下，日威、苏威

等产品的市场表现亦受到一定冲击，

特别是山崎、麦卡伦等长期受到消费

者青睐的知名品牌，其价格也开始松

动，甚至出现下滑。因此，采访中，不

少经销商和专家都指出，国产威士忌

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仍不甚明了。

“当前，国产威士忌酒厂普遍年

轻，所产出的酒基本上都是新酒。虽

然部分酒品在酿造工艺上表现出色，

口感亦相当上乘，但其高昂的价格定

位还是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此

外，中国威士忌的法律法规尚处于起

草阶段，缺乏统一的标准与规范，导致

部分企业选择‘走捷径’，即以苏格兰

进口的麦芽原酒为基酒，再结合当地

产的新酒进行调配。这样的产品是否

能被归类为国威，也尚待探讨。”有经

销商坦言，众多企业和资本争相入局

国产威士忌，实际上是看好这个赛道，

但最终想要实现口碑与销量的双赢，

还是要回归产品本身。

“入界宜缓，厚积薄发！我们希望

多一些有实力、有耐性、有情怀、有技

术的企业和匠人，哪怕10年甚至20

年，真正做出一款能在社会上、国际上

获得认可的产品，才应该是这个行业

共同的期待。”经销商们如是说。

对此，烟台帝伯仕酿酒设备有限

公司董事长梁进忠分析指出，随着越

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威士忌市场，产品

的差异化将成为关键。他告诉《华夏

酒报》记者，中国威士忌的发展已经展

现出了鲜明的本土特色：

首先，陈酿容器的甄选。众所周

知，威士忌的风味构成70%来自橡木

桶及其他储存容器。在我国，独有的

橡木品种，如东北地区的蒙古栎和云

南的麻栗木，都赋予了国产威士忌独

特的木质香调，这些风味与国外常用

的橡木桶所孕育的威士忌截然不同。

其次，陈酿工艺也在创新与升

级。目前，梁进忠团队正在积极探索

新的陈酿方式，如采用不锈钢桶，并创

造性地嵌入其他风味板条，如檀香木

等。此外，现在业界流行用陈酿茶叶

的木桶来熟成威士忌，这些尝试都丰

富了国产威士忌的香气层次，也更进

一步强化了其与众不同的风味特性。

第三，原料端的多元化尝试同样

不容忽视。“国外主要使用大麦等谷

物，而我们可以采用中国独有的特种

原料，比如青稞。此外，高粱、小黄米

和粟米等，是不是可以作为国产威士

忌的原料也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梁

进忠表示，毕竟中国南北纬度跨度大，

风味物质更多，多元化尝试的空间更

大。

综合来看，国产威士忌行业的火

热，有市场需求增长、政策支持、资本

投入等积极因素支撑，且部分品牌在

产品质量、国际认可度、市场反馈等方

面已取得初步成果。然而，行业也面

临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者教育不足、品

牌建设挑战等问题。

“伴随着市场的一定成熟，再叠加

经济周期波动，威士忌行业的增长速

度已逐渐放缓。在过去的几年里，这

个市场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各种品

牌和口味层出不穷。但现在，市场逐

渐趋于理性，消费者对于威士忌的选

择也变得更加挑剔。”如如进一步分析

指出，这意味着，只有那些真正用心制

作、具备独特风味和卓越品质的产品，

才能在时间中慢慢脱颖而出，最终赢

得消费者的青睐。

入界宜缓

去年，社交媒体平台上掀起了一

场关于#为什么阳光玫瑰变便宜也变

难吃了#的热议，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

注。

起初，由于阳光玫瑰葡萄独特的

口感和稀有的产量，使得其价格高昂，

一跃成为水果中的“爱马仕”。但随着

其种植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以及

不同产区气候、温度条件和种植技术

的差异，其口感和品质开始变得参差

不齐，价格也随之波动。

与阳光玫瑰葡萄的崛起颇为相

似，近年来，威士忌在国内市场的地位

也逐渐攀升，吸引了众多酒厂的加入。

根据中国酒业协会威士忌行业调

研，2023年，我国大陆地区实际蒸馏

产能达到4.5万千升，同比增长50%；

总设计蒸馏产能达到8万千升，同比

增长33.3%；而总产能发展规划则达

到25万千升，同比增长25%。

从数字上来看，未来几年内产能

释放将步入井喷式发展阶段。而这种

强劲的产能增长态势并非孤立现象，

是与市场需求、行业前景及资本市场

的乐观预期紧密相连。

据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30年，

中国的威士忌市场规模会从90亿美

元增长至150亿美元。再对照2023

年我国威士忌市场规模约55亿元的

现状，有专家分析指出，今年乃至未来

3～4年将迎来威士忌投资建厂的高峰

期。

“在中国建立威士忌酒厂，需要经

过深入的学习、系统的研究和周密的

考察后，才会考虑引进资金介入。这

背后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既源自对

市场潜力的合理期待，也基于对投资

的客观冷静评估。所以，启动与推进

威士忌酒厂建设并非易事，亦非一蹴

而就，不会轻易开始，更不会突然终

止。”苏格兰威士忌大使WA首席讲师

团队&大陆地区讲师考核官、日本威

士忌专家如如对《华夏酒报》记者分析

指出。时至今日，国产威士忌产业的

建设热潮仍如火如荼，但资金问题已

不再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瓶颈。相比

之下，对市场未来走势与发展趋势的

精准把握与深刻洞察，才成为决定行

业参与者能走多远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这个快速扩张的过程

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国产

威士忌市场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和监

管机制,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李逵’‘李鬼’现象频发，给消费者带

来了诸多困扰。同时，由于缺乏领头

羊品牌，市场上的品牌竞争也显得尤

为激烈；另一方面，虽然威士忌在国内

市场的消费量逐年上升，但渗透率仍

然较低，这意味着市场还有巨大的发

展空间，但也需要更多时间来培育；此

外，盲目扩张产能可能导致产能过剩，

增加酒厂经营风险。”白酒分析师闫文

宸告诉《华夏酒报》记者，威士忌行业

还是需要适度控制产能和增长节奏，

以确保供需平衡，一定要防止过度竞

争导致的价格下滑和品牌价值稀释。

从阳光玫瑰看国产威士忌

中国酒业创新
联盟企业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