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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请

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

号。

最近，酒业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

现象，就是白酒产区的整体概念及其背

后的发展动态得到了频繁的关注与热

议。

无论是国内外的各大展会，还是各

类媒体报道中，产区的价值和表达愈发

清晰和聚焦。特别是在消费市场趋于

饱和，竞争加剧，而消费者口味日益多

元化的趋势下，把产区作为核心元素进

行品牌推广的方式越来越流行。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缺乏统一

且严格的标准规范之下，如何促进产区

内部的协作与整合，如何防止品牌在产

区表达上的重复与雷同，以及如何避免

过度且简单地依赖产区推广，仍然是政

府、企业、协会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

题。

因此，行业内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

音，质疑白酒推广是否要主打产区概

念？

产区概念，白酒推广的又一张“王牌”？
白酒推广以产区为核心概念，不仅有助于中国白酒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市场份额，
还可以更好地发挥产区集群效应，凝聚产业力量。

本报记者 张瑜宸 发自北京

“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也限制了多元化发展格局，即‘百花

齐放’的局面。”四川源坤教育科技创始

人钟杰指出，即使行业内存在丰富的多

样性，但过剩的生产能力意味着并非所

有种类的白酒都能在市场上得到充分

展现的机会。毕竟历史长河形成的市

场竞争格局，并非轻易被几句话所颠

覆。与此同时，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下

降，这些趋势都将加速白酒行业的深度

调整和变革。

“如果我们的酒企占据现有的产区

和香型优势，这是好事，但不能自以为

是，更不能把此当作最大的核心竞争

力，还是要有危机感。因为，以史为鉴，

曾经许多占据产区和香型优势的酒企，

不思进取，最后一地鸡毛，甚至退出历

史舞台或者被后来者居上的比比皆

是。”营销专家唐锦华对《华夏酒报》记

者分析道：只有弱者才会反复强调自己

的产区和香型优势，而强者则强调的是

自己的综合优势。在内部营销运营中，

必须淡化产区和香型之争，必须强化综

合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否则就会落入到

已经占据产区和香型优势酒企的竞争

圈套，被别人划分的枷锁所束缚。

对此，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顾

问、原副总经理吴佩海给出了三条建

议：

第一，不能把产区绝对化。不能说

产区以内生产的酒都是好酒，产区以外

生产的酒都是孬酒。酒好不好，最终要

看是否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

消费者口味。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来打分；

第二，不能把产区神秘化。在科学

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产区对酒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要给予真实、准确、完整的

说明，而不能故弄玄虚，只依靠一个概

念，就可以扭转市场的形势，这是不切

实际的；

第三，不能把产区理想化。认为一

旦打出这个概念，就可以给消费者一个

高大上的形象，所产出的酒就可以畅销

无阻。

“现在世界上最讲产区的还是洋

酒，但销售普遍下滑，这给我们上了生

动的一堂课。最终企业还是要从基础

做起，专注于酒的质量、提高口感以满

足消费者需求。同时，要注意性价比，

如果我们在脱离实际的同时，再搞一些

花里胡哨的酒，再好的产区也是无效

的。”吴佩海如是说。

切莫将产区推广当成“王牌”
显然，白酒推广以产区为核心概

念，不仅有助于中国白酒在全球范围

内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市场份额，还可

以更好地发挥产区集群效应，凝聚产

业力量，共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群体

酿造优势。

“但产区不应该自封，应该由行业

协会牵头组织进行；应该制订产区标

准以及分级标准（如市级产区、县级产

区、村庄级产区等），依标准管理与运

行；同时，产区不应该是终身制，应该

5年左右复评一次；拟申请成为产区

的地方，应该制订相应的产区酿酒生

产与产品标准，这种标准，特别是产品

标准应优于国家标准等等。”范文来进

一步分析指出，产区推广在步入系统

化、规范化的进程中，一定需要与之相

匹配的制度来规范。

“利用白酒产区平台，消费者能深

入了解产区内不同风格和规模的品牌

及产品，并且头部品牌的知名度有助

于推动当地中小品牌的发展。只是策

划活动时，主题、方案、品牌选择、场地

设置等细节至关重要，因为优秀的品

牌通常更愿意与同等水平的品牌合

作，以确保品质、声誉和市场地位对

等。为确保活动品质与产区及当地品

牌美誉度的建立，产区推广需精心策

划，使大中小品牌皆能愉悦同台。”国

际葡萄酒与烈酒作家与记者协会成

员、VinosVivo国际美酒之声联合创

始人李燕萍对《华夏酒报》记者表示，

地方政府或媒体推广产区时，应筛选

用心经营、有品质、有实力的品牌和企

业，而非仅看企业的规模与财力，合适

的甄选标准和执行方案，能让各方共

赢。

综合来看，白酒的独特风格源于

其各自的产地特质，这内在地赋予了

白酒以产区概念，重视并强调产区之

内风味的相似性与高品质，有利于酒

业的发展。

亟须构建规范与标准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厘

清白酒与产区之间的联系。因为采

访中，不少人会提出说，主打产区概

念通常不是烈酒或者葡萄酒的玩法

吗？

但事实上，并非是谁让某个概念

受到广泛关注，谁就是该概念的原创

者。

“白酒当然有产区概念，这不是

葡萄酒或者烈酒独有的。比如，酱香

型白酒开始就集中在贵州的遵义地

区，遵义是个产区，下面再细分为仁

怀小产区、习水小产区等等；四川是

浓香型白酒大省，它可以分为宜宾产

区、泸州产区。”饮料风味学创始人、

江南大学教授范文来告诉《华夏酒

报》记者，目前，行业关于产区的分类

标准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以

地级市为单位进行划分，而另一种观

点则是以县或县级市为单位进行划

分。

但不管是哪种观点，在白酒的本

质特性上，没有人能够否认白酒与其

产区之间固有的纽带关系，毕竟白酒

的品质特征、味觉表现及独特风格往

往是由其原产地的气候状况、水源条

件、土壤成分等多种环境要素共同塑

造而成的。

“酒作为一种产品，是当地微生

物发酵的产物。而各地的微生物种

群都具有独特性，尽管工艺技术和原

材料可以学习和购买，但当地的微生

物环境却是无法复制和迁移的。因

此，白酒本质上是一种土特产，具有

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作为一种地方

特色的产品，其产区的概念是至关重

要的。”著名陈年白酒收藏家、曾品堂

创始人曾宇在接受《华夏酒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在

中国，酒的品质和特色都与产区紧密

相连，各地都有其独特的产区，中国

亦不例外，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回

归到产区这一核心理念上，强调并回

归产区概念，是对白酒文化与品质根

源的一种深度回归。

的确，中国白酒源远流长，每一

滴都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独特

的地理韵味，都是产区自然环境和人

文历史的结晶，也是中国白酒文化的

重要载体。

无论是从北方的严寒之地，到南

方的湿热之乡，还是从东部的沿海地

区，到西部的高原山脉，每个地方的

气候、土壤、水源等自然条件，都直接

影响着白酒的口感和品质，恰恰也是

因为这样，绘就了中国白酒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版图。

白酒与产区有着天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