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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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多多的2024年过去了，考验

多多的2025年到来了。辞旧迎新之

际，怎么看白酒，怎么干白酒，亟待答

案。

回首2024 年，白酒压力山大，产

能过剩、库存高企、价格倒挂、内卷激

烈等问题集中爆发，困难前所未有，

但酒业处变不惊、砥砺前行，表现出

较强的抗压精神和应变能力，取得了

难能可贵的业绩。

展望2025 年，挑战与机遇同在，

风险隐患仍然较多，超常规逆周期调

节利于经济企稳回升。面对新局面，

酒业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定信心、保持清醒、以变应变、稳中

求进。重点是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

识，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白酒如何走出深度调整期，实现

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群策群力。依笔

者拙见：破局之道，在于践行“减量发

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减量发展，白酒的破局之道
减量发展不是躺平不干减量发展不是躺平不干、、消极等待消极等待，，而是扬长避短而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趋利避害，，
探索以减量求增效探索以减量求增效、、求升级的新路径求升级的新路径，，不痴迷于抢位发展不痴迷于抢位发展，，而侧重于错位发展而侧重于错位发展。。

本报特约撰稿人 吴佩海 发自北京

减量发展的内容
白酒减量发展的定义：针对市场收

缩的大趋势和供强需弱的不平衡，坚持

以销定产，调减供过于求的产能产量，

主动降规模、降库存、降杠杆、降成本，

大力补短板、增效益，使供需平衡，达到

稳中求进、轻装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减量发展不等同于“减量保价”，二

者的目的和视野均有差异。减量发展

的出发点是为酒企减负、为渠道减压、

为社会减损，其着力点不囿于产品价

格，而重在供需平衡，通过“减”的手段，

休养生息、有舍有得，实现更好发展。

可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行业而言，减量发展有别于传统

的增量发展模式，是有意识地控制产业

规模，使总产量同总需求大体匹配；是

主动优化资源配置，压减过剩产能，淘

汰落后产能，倒逼产业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企业而言，减量发展就是减少发

展的盲目性，提升发展的科学性，自我

解剖、自我革命。从脱离实际的高产

量、高指标、高增速、高价格、高库存，转

向与市场需求和资源供给相对匹配的

稳健经营、良性发展，防范和化解风险。

减量发展的涵义
减量发展的涵义：瘦身、健体、防

病，提质、增效、图强。要点是：从盲目

扩大产能，转向理性控制规模；从追逐

增量和速度，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从

资源驱动和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实现“退一步进两步”的境界。

从哲学角度看，减量发展使主观客

观相一致、当前长远相兼顾，使思想适

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践行了实事求是

的原则；体现了有减有增的辩证精神，

减的是不合时宜的高规模与脱离实际

的高速度，增的是酒企的根本利益与长

远发展，蕴含“慢”就是“快”的哲理。

从经济角度看，减量发展符合供需

规律的要求，理顺了产销关系，落实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从以追求数

量为主的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追

求效益为主的质量型内涵式发展。

减量发展的内涵减量发展的内涵

多年来，白酒一直追求高增长模

式，注重增量发展，规划一地比一地

宏伟，目标一家比一家可观，干事创

业的热情虽好，但造成供需失衡，高

增长难以为继。

过热的发展自然需要降温，减量

发展必然提上日程。

白酒发展的资源供给趋紧
白酒生产需要土地及粮食、包

材、能源等的保障，但这些资源不会

无限制地供给。同时，对生产带来的

“三废”需要处理，对产生的污染还要

治理。从清洁生产、环境保护、循环

经济的法律和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

要求看，白酒的增长不能随心所欲，

对资源需“减量化”利用。为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白酒必

须转变发展方式。

白酒发展的外部约束趋强
白酒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发展将

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

从横向看，政府对酒业的监管日

趋严格，法律法规日趋完善；社会对

白酒的不解与误解依然存在，影响了

白酒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从纵向看，

白酒的上游环节资源趋紧，供应商的

生产成本上升，物资价格上涨；白酒

的下游环节库存高企，经销商进退两

难，有人说“库存积压的酒品几年都

卖不完”，此话虽夸张，但道出了渠道

的苦衷。

目前，没有哪家白酒是真正供不

应求的，对此，是改弦更张，努力为经

销商减量解压；还是一如既往，拼命

向经销商压货要款，答案不言自明。

白酒发展的市场空间趋弱
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和老年化

比例的提升，白酒消费的人群基数在

缩减；随着疫情的影响和国内经济增

速的趋缓，百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

力下降；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

饮酒的场合与频次也在相对减少；随

着大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理性消费的

不断提升，高性价比的酒品受追捧，

一些高价格的酒品被冷落。总之，喝

酒的人越来越少，但对酒的要求越来

越高。我们要正视需求的变化，使白

酒的发展模式同市场的走势相一致。

白酒发展的产业规模趋减
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的影响，白酒的产业规模逐年下

降。2023年，白酒的年产量已不如

高峰期的一半儿。白酒在外力压制

下被迫减产，已进入减量时代。我们

要顺势而为，把被动的减量应对转化

为主动的减量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

减量发展并非新概念。北京是

全国第一个提出并实行减量发展，其

经验值得借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特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减量发

展。

减量发展的依据

减量发展势在必行，但说易行难，

因为牵涉到太多的利益关系。落实减

量发展，需做到：

坚持求真务实，转变思想观念
首先要听真话、察真情，特别要听

不爱听的话；出实招、求实效，对供需失

衡、库存高企等问题了然于胸，不无动

于衷；出台的措施能对症下药，不隔靴

搔痒。

求真务实的关键在转变思想观念，

要正确处理“大和小、多和少、快和慢、

量和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要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不图

一时之功而争长久之利，不盲目地贪多

求大而专注于做强做精，不搞含水分的

政绩工程而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的胸怀，总之，不能“务虚名而

得实祸”。

壮大耐心资本，弘扬长期主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酒企无论是

何种所有制，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均应

秉持长期主义，成为耐心资本的持有

者。防止挣快钱、走捷径，不寅吃卯粮、

竭泽而渔。

股东对经营层下达的指标不能急

功近利，只从需要出发，不考虑合理性、

可行性；提出的要求不能脱离实际，如

业绩只能高不能低、增速只能快不能

慢、规模只能大不能小。要摒弃“速度

崇拜”，不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不透支

未来的增长，防止企业带病运营，伤及

长远。实际控制人对酒企发展方向的

把握至关重要，对经营层的理解甚为关

键。

实施分类调整，注重一厂一策
减量发展并非一刀切，对行业而

言，宜分类实施。个别基础好、优势强

的企业，可以力争量的合理增长，所谓

“合理”就是有需求、有效益、有创新、

有 特色，使增量最终体现在消费者的

餐桌上，而非经销商的仓库里；对大多

数条件一般的企业来说，控产能、减产

量、降库存、防亏损乃当务之急，稳健经

营、不大起大落就是王道；少数困难企

业，更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用在刀

刃上，减负担、去包袱、争生存，活下来

才是正道。

减量发展并非千篇一律，对酒企而

言，应一厂一策。经营层要有定力，从

实际出发做决策，不跟风、不攀比、不盲

从，严控增量、优化存量、去除废量，抛

弃“吨位决定地位”的理念，注重质的有

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追求“强”而非

“大”，保效益、保现金流、保企业生存发

展。

强化守正创新，实现以退为进
减量发展不是躺平不干、消极等

待，而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探索以减

量求增效、求升级的新路径，不痴迷于

抢位发展，而侧重于错位发展。

减量发展不是一“减”了之，重点在

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市场需求，使产品

适销对路。通过加大健康品类（如低度

酒）、改善产品粘性（如提高性价比）、打

造鲜明个性（如规避同质化）、扩充消费

场景（如夜场）、拓展市场容量（如出

口）、增加文化营销（如工业旅游）、重视

消费下沉（如开辟县域农村市场）、精进

渠道管理（如统筹线上线下）、提高经营

效率（如大数据分析）、履行社会责任

（如智能化绿色化生产）等创新，实现供

需在更高水平、更高量级上的平衡。有

人讲，茅台1935价格下来了，但开瓶率

上升了；汾酒提出在山西市场要控量升

级，这就是有减有增。

减量发展不是漠视效益，而是要开

阔思路、开源节流，善于苦练内功、整合

资源。如红星多渠道增效，加强博物馆

建设，仅前门源升号一家展馆年销售额

即超过2000万元。

综上，减量发展为笔者的直言劝

谏，目的是抛砖引玉。今天的酒业，亟

待“聚众人之智，成非常之功”。

减量发展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