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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香型标准是中国白酒产品体系

中最早确立的标准，也是中国白酒标

准体系中名酒品牌最多、企业数量最

多、全国白酒市场份额最大的品类。

浓香型白酒标准体系的制修订对于全

国白酒标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

国白酒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同样

有着重要的影响。

浓香型白酒生产地和市场消费覆

盖全国、价格带覆盖全域、形成全国名

酒加区域名酒的梯次格局，是中国白

酒稳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品类竞

争加剧，但可以看到，浓香型白酒依然

充满韧性，上市酒企核心指标上涨，区

域酒企完成结构升级，名酒企业产能

提升、市场提升，已经具备了新一轮上

升发展的基础。未来，浓香型白酒如

何持续提升标准体系的建设，如何构

建更加完善的从原料到酿造、贮存、勾

调、成品再到服务，如何构建从自然生

态到酿酒微生态的标准化系统，如何

推动酿酒技能人才的成长等等，都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提升广泛性，明确引领性。之前，

标准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先工艺、先

产品，也就是产品引领标准；今后，我

们要充分发挥浓香型白酒名酒及骨干

企业国家级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

的作用，发挥中国酒业协会创立的产

学研协科研平台作用，提升产业科研

水平及科研成果对于标准体系构建的

重要作用。收集消费者关于浓香型白

酒的相关理解信息，以高质量构建浓

香型白酒标准化体系。比如关于产品

的标准表达，要基于中国白酒多风味

物质与多活性物质的复杂构成而出

发，从定义到原料、工艺、贮存、勾调等

方面，系统构建更高的标准，来引领浓

香型白酒的发展。

提升共性，张扬个性。浓香品类

在引领中国白酒产业发展方面所做出

的贡献不可否定，但是，浓香型白酒同

质化现象也最为严重。产品个性化是

白酒产业的本来，也是浓香型白酒的

本来。坚持超越自我是产业不断进步

的需要，生活丰富多彩，美酒也要丰富

多彩，酿造极致个性化产品是浓香型

白酒突破自我的必然之路。香型分化

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情，酿造极致个

性化产品同样是未来的明确方向。

生态标准，微生态标准。酿造生

态与酿酒微生态多样性与稳定性是产

品个性化的核心所在，也是产区表达

的核心支撑。每一家名酒企业在这方

面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

要深入研究酿造生态与酿酒微生态，

解析酿造生态与酿酒微生态的神秘，

并在科研成果的支持下构建酿造生态

与酿酒微生态标准体系。

更专业，更明白。让专业的更专

业，让消费者更明白，是白酒标准化工

作的明确目的。目前的白酒标准体

系，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专业人员不

清晰、消费者更不清晰的概念表述，

“千年老窖，万年糟”的表达方式，已经

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了，尤其

是白酒感官感知的表达，消费者基本

上听不懂，对传统工艺的总结与表述，

传播也远远不够。产区表达，酒庄、酒

坊表达，年份表达等新的白酒品质与

价值表达体系的建立，希望浓香型白

酒走在前面。

如今，酒业进入分化、变革、转型

和重塑的重要历史节点，白酒作为长

周期、重资产、缓回报的传统产业，正

经历着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消费结

构的变革与转型，逐步进入到强分化

的深度调整阶段。主动分化还是被动

分化面临着抉择。浓香型白酒要保持

优势，标准领先是其重要标志。同时，

白酒国际化已经成为名酒企业的自觉

行为，也是中国名酒未来发展的必然

选择，而围绕国际化相关标准的研究

与制定也是迫在眉睫。

以标准化服务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毫无疑问，精品葡萄酒市场在过

去的18个月里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尽

管8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反弹，但伦敦国

际葡萄酒交易所（Liv-ex）的最新报告

显示，9月份的跌幅更大，那么，市场终

于触底了吗？

来自Liv-ex的数据显示，8月下半

月的交易量有所上升，这似乎是一个

有希望的迹象——按价值计算，55%的

交易量发生在8月下半月。同样，当月

市场上交易的品牌和葡萄酒数量分别

增长了9.8%和9.9%。然而，9月份的数

据出现了波动，创下了一年来的最大

跌幅。追踪二级市场最受欢迎的100

款葡萄酒的Liv-ex 100指数较上月下

跌 1.7%，今年迄今的涨幅为 7%。的

确，交易量高于上月，表明买家仍处于

活跃状态，但交易金额有所下降。

此外，Liv-ex精品葡萄酒50指数

在 9 月份下跌 2.1%后，目前低于 2020

年的水平，而世界其他地区60指数中

2/3的葡萄酒也在下跌，其中一些美国

葡萄酒，尤其是啸鹰（scream Eagle）和

作品一号（Opus One），似乎受到了汇

率波动的打击。然而，波尔多指数的

Matt O 'Connell表示，“近几个月来，

历经一年多持续的价格波动已经出现

了一些企稳，但就价格即将出现大幅

上涨的某个点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先

看到市场活动的上升。”尽管如此，他

还是注意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我们

看到一些勃艮第名酒的价格再次上

涨，香槟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

当然，大多数勃艮第和香槟的价格仍

然高于2021年初。”他指出，在这种情

况下，前瞻性仍然很重要。

葡萄酒评分网站 Wine Lister 认

为，总体而言，市场正显示出价格企稳

的迹象，尽管酒商告诉他们，并非所有

地区的葡萄酒都是如此。例如，虽然

香槟在过去6个月表现良好，但期酒的

发布价格对最近的波尔多年份产生了

负面影响。

一位领先的酒商补充说，如果顶

级香槟的价格在未来18个月内再下跌

35%，那是不可思议的，而在 10 年后，

目前的价格“将被视为一个机会”。

Wine Lister 解释说，葡萄酒市场

无疑是一个长期的游戏，它是周期性

的，受宏观经济因素的严重影响。

该公司指出，英国一些领先的精

品葡萄酒分销商对瓦尔河谷精品葡萄

酒的走势表示不满。Wine Lister补充

称，其他价格更实惠的产区，如汝拉

（Jura）和不那么著名的勃艮第产区可

能会看到一些吸引力，因为消费者在

寻找相对有价值的替代品。

Liv-ex 的经纪主管 Robbie Ste-

vens 指出，最近的月度环比跌幅远比

过去两年市场所见的任何时候都要严

重。他说，两年来，市场一直以1%-2%

的速度缓慢下降，而不是由某个因素

引起短暂而急剧的下降。这种情况，

在业内人士中培养了一种持续的乐观

情绪，认为情况可能会迅速好转。然

而，在经历了夏季的平静，人们希望9

月份会有积极的起色，最近的一次下

跌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冲击，让市场在

接受下行势头后真正重新调整。

虽然在当前价格水平上可能仍有

很多酒值得入手，但事实上，在触底之

前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精品葡萄酒市场已触底？

中国白酒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魅

力，可以用“前世、今生、未来”来概括。

忆往昔峥嵘岁月，中国名片、文化

名牌，引领“白酒文化生态圈”。

中国白酒文化一直从各方面深深

影响着中国人民，美酒在中国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道路上，充满着独具仪式

感的表达方式。酒文化扎根于民族传

统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一

脉相承；中国白酒文化是植根在中国

人基因里的思潮。中国的白酒文化在

酿造哲学、文化精髓、道家思想、处世

之道、发展愿景和时代使命中，都有着

不同的含义，中国白酒文化根深蒂固；

中国白酒文化是印刻在中国人骨子里

的仪式。一杯酒，见证了千年历史的

风云变迁，在岁月沉淀的酒香中镌刻

着时代足迹；中国白酒文化是流淌在

中国人血液里的情怀。唯有美酒，能

够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物质和精神

于一体，通天地、通古今、通高雅、通世

俗、通未来。

看今朝生机盎然，C位出道、火爆

出圈，构建“酒业命运共同体”。

中国白酒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

共同的产业担当、共同的发展使命”，

让我们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奋斗在一

起，构建“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文

化共同体、梦想共同体”。

中国白酒头部企业已成为酒文化

引领潮流的“歌者”和香飘世界的“舞

者”，把中国酒文化的厚重底蕴和独特

魅力展现给世界；民族企业怀揣梦想，

逐梦远航，既代表着“中国文化”与“中

国智慧”走向世界，更代表着“美美与

共”与“世界大同”的博大情怀；我们既

聚焦深度，持续深耕国内市场，更拓宽

广度，在国际市场寻找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用“中国属性”“中国符号”弘扬

“中国文化”，高品位、高层次、高质量

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引领世界，让

世界感知中国文化之美。

向未来任重道远，融通古今、贯通

中西，连接“文化交流新丝路”。

“丝绸之路”催生了中国白酒品牌

出海的梦想，“一带一路”坚定了中国

白酒集体出海的梦想。我们要让世界

更好读懂中国名酒的“精气神”，更深

感受中国品牌的“正能量”。

随着“理性饮酒、理性消费”深入

人心，我们应：坚持“以消费者为中

心”，以“性价比”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以“心价比”收获消费者的青睐；坚持

“以科创力为重心”，实现“品质”与“品

味”的满足、“文化”与“价值”的传递、

“奖杯”与“口碑”的统一；坚持“以可持

续为核心”，让生态更美，环境更优，商

业更向善，社会更美好。

让中国白酒赓续文化交流的精神

力量，我们应：在坚守中传承文化，用

“非遗手工”涵养酒文化，用“年份老

酒”丰富酒文化，用“大师酿造”厚植酒

文化，用“中国匠造，梦想之光”点亮

“中国酒文化新体系”的“灿烂星光”。

中国白酒的国际化，需要我们以

全球化的视野和战略眼光，通过“多向

共进”的方式，让中国白酒“走遍世

界”：广建“文化圈”，积极传播中国传

统文化，持续讲好中国品牌故事，为中

国白酒国际化“充电蓄能”；扩大“朋友

圈”，在“华人朋友圈”和“国外消费群”

中掀起品鉴热潮和消费热点，在全世

界为白酒“快速集赞”；拓展“事业圈”，

集聚更多国际资源，发展更多国际市

场开发伙伴，为白酒国际化不断“引流

涨粉”。

赓续中国酒文化，引领世界酒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