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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千年酒香邂逅数字科技，一场传

统与现代的深度对话正在上演。

3月23日，2025中国酒业AI文创大

会在成都城市名人酒店隆重召开。本

次大会由华夏酒报社、华印品牌文创研

究院主办，北京华夏酒报时代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张支云酒业集团、华印

国际创意产业集团协办。

AI技术能否真正颠覆中国酒业的

传统格局？当算法能够精准预测每一

滴酒的风味，酿酒师的匠心是否会被数

据所取代？在 AI 的驱动下，传统酒文

化是会被现代消费主义吞噬，还是找到

新的表达方式？当机器可以酿造出完

美的酒，人类是否还能在酒中寻找到那

份不完美的诗意？本次大会上，一个个

尖锐的问题被抛出、被探讨……从某种

意义上说，这场中国酒业 AI 文创大会

不仅是一次科技与文化的交融，更是一

场关乎中国酒业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

在这场在这场AIAI文创大会文创大会，，预见中国酒业的未来预见中国酒业的未来
在这个科技与人文交织的新时代在这个科技与人文交织的新时代，，AIAI技术不再仅仅是冰冷的算法与数据技术不再仅仅是冰冷的算法与数据，，
而是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国酒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是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国酒文化的重要载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雪霞刘雪霞 发自成都发自成都

在圆桌对话环节中，嘉宾们就

“纵谈AI·冲击与可能”展开了深入探

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了各自

的观点和实践经验。对话由《华夏酒

报》总编辑吴贤国主持，参与讨论的

嘉宾包括中国酒业协会文化工作委

员会副理事长、广东省酒类行业协会

创会会长朱思旭，湖南省酒业协会秘

书长郑应平，成都市酒业协会会长王

墙，以及资深设计师谢雨良、张玉桥。

对于如何运用AI将中国酒文化

更好地进行国际传播这一问题，朱思

旭认为，借助AI技术，中国酒业可以

通过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以及创新国

际化传播策略，将中国酒文化更好地

推向世界。内容创新包括利用AI技

术将传统酿酒技术与现代科技结合，

突出中国酒文化的独特性；形式创新

包括借助元宇宙等新兴技术，以更具

吸引力的形式传播酒文化，例如，虚

拟品酒、沉浸式体验等；国际化传播

策略方面，通过AI技术实现精准营

销，将中国酒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

合，以更生动、更贴近目标受众的方

式传播到全球。

AI技术如何挖掘地方特色，赋能

区域性酒企？对于这一问题，郑应平

认为，AI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还原

历史场景，增强酒文化的沉浸感和真

实感，帮助地方名酒和特色产区酒破

圈，提升品牌影响力。AI技术还能让

消费者更真实地体验与历史人物对

饮的场景，增强情感连接。

对于酒企来说，如何利用AI实现

高效转化？王墙表示，通过AI技术，

企业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帮助企

业提升竞争力。此外，AI还可以快速

生成3D模型和包装设计，节省了大

量时间和人力成本。未来，AI技术将

继续推动酒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企业

应充分利用AI工具提升效率和竞争

力，同时保持核心创意的主导地位。

AI会替代人类设计吗？对于这

一问题，谢雨良认为，AI只是一个工

具，不能完全取代人，它更多是作为

辅助工具，提供创意和数据库支持，

但无法取代人脑的创造力和独特性。

对于如何应用AI技术让传统酒

文化和现代结合这一问题，张玉桥表

示，首先，AI可以做很多基础性的工

作，让设计师有更多时间去深入体验

和理解酒文化，从而提升设计水准和

表现力；其次，AI可以在设计师的指

引下去表达奇思妙想，全新的世界可

以通过AI来实现；第三，AI重新定义

了整个酒行业和生态，当技术壁垒得

到突破之后，文化的表达就很重要。

AI的诞生一定会加速白酒行业的创

新和革新，未来，白酒产品、形态和产

业生态一定会得到重塑。

在大会的尾声，举行了“文创中

国 醉美华夏”中国文化IP全球文创

设计大赛的启动仪式。该大赛旨在

面向全国设计师征集融合文化底蕴

与时代气息的文创作品，以此展现华

夏文明的深厚历史与创新活力。

酒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

会上，华印品牌文创研究院创始人

徐诗云作了《AI+文创，开启中国酒业

新文明》主题演讲。他表示，白酒行业

正面临深刻的变革，消费场景、品牌竞

争、渠道模式等都在发生变化，文化营

销和AI技术的应用，将成为未来发展

的关键。AI与文创的结合将推动白酒

行业的智能化、个性化发展，品牌需要

与文化深度融合，满足消费者对精神消

费的需求。

对于中国酒业文创产业的未来发

展趋势，徐诗云总结了以下几点：

品牌文化化：白酒品牌需要从功能

导向转向文化导向，品牌符号要与文化

符号结合，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

文化IP化：通过文化IP的打造，形

成独特的品牌话语体系，文化IP将成

为品牌传播的重要载体。

个性化定制：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的增加，白酒行业将向个性化定制方

向发展，AI技术将推动定制化生产的

实现。

生态共生：未来，白酒行业将与其

他行业深度融合，形成生态共生的局

面，AI、智能制造等技术将推动行业的

全面变革。

“未来，白酒行业不再局限于物质

层面的竞争，而是迈向更高维度的文化

价值创造，推动中国白酒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智造’与‘中国表达’的跨越，最

终在全球舞台上彰显独特的东方智慧

与美学。”徐诗云说。

毫无疑问，AI+文创定制正在为中

国酒业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那

么，在AI文化创意应用中，企业有哪些

实践？如何突破中国白酒线上线下的

协同发展？如何完美打通私域的裂变

逻辑？如何让中国白酒的情绪价值拉

满？让文化触手可及？让消费者反向

消费？可参与、可共创、可定制？本次大

会上，张支云酒业集团总裁申洁萍结合

张支云AI文创定制战略，作了相关分享。

据介绍，张支云酒业通过AI技术的

应用和文化创新，致力于在传统白酒行

业中实现科技与文化的双重突破，推动

品牌升级和行业变革，具体措施包括成

立酱香研究院、建立博物馆式酒庄、进

行AI文创探索、文化营销与品牌创新

等。

元宇宙应用创新委员会执行秘书

长余海作了《AI酒文创元宇宙数字消

费平台思考》主题演讲。余海认为，数

字时代的输入、输出和运算（如创意供

应链市集）是推动酒业数字化的关键。

AI文创可以让酒业更贴近消费者，推

动数字消费的普及。通过AI文创，个

人和企业都有机会成为酒业数字化的

受益者。AI文创将催生酒业中的“超

级个体”，通过数字消费和创意，推动酒

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本次大会还举办了全球首个一站

式酒类创意供应链平台——创意市集

的上线仪式。该平台通过整合全球优

质资源，构建起从创意孵化到市场落地

的完整生态体系，为酒类企业提供涵盖

品牌策划、产品设计、营销推广等全链

条服务，引领酒业文创产业向数字化、

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

AI+文创，将创新酒类文化，开启酒业新文明

从酿造工艺的智能化升级，到品牌

营销的数字化变革，AI技术正在重塑

中国酒业的基因，开启“智酿”新纪元。

江南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徐岩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大会以

“极致匠心·致美中国”为主题，既是对

全球科技创新浪潮的积极回应，更是对

中国酒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瞻探

索。作为行业最具跨界融合创新的盛

会，它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酒业正式迈入

“AI+文创”双轮驱动的全新时代，必将

为行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为中国

酒文化走向世界开辟创新航道。可以

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

中国酒业应如何拥抱AI新科技？

徐岩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建立“中国酒

业AI创新联盟”，促进协同创新，降低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二是启动

“中国酒文化基因库工程”，利用AI技

术系统化解码酿酒技艺、历史文献和艺

术IP，构建全球最大的酒文化数字资产

平台；三是改革教育模式，培养跨界融

合型人才，结合酿酒工艺、AI技术和文

化创意，推动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李后强作了《AI技术对中国酒

业的影响》主题演讲。他指出，AI将洗

牌白酒产业，这个时刻“情商比智商重

要”，“高情商”的企业会长大、“中情商”

的企业会撕裂、“低情商”的企业会消失。

“AI是中国白酒跨越周期横杆的

撑杆，是大调整实现大发展的利器。”李

后强表示，AI正在推动中国酒业从“经

验驱动”向“智能驱动”跃迁，重构生产、

研发、营销与供应链体系。未来，随着

AI高度进化与场景化消费的深化，酒

业将迎来“科技+文化”的双重升华，成

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

AIAI将洗牌白酒产业将洗牌白酒产业，，开启开启““智酿智酿””新纪元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