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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深感荣幸，

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颁发的不仅仅

是一个奖项，更是在传递一种力量

——向上的力量。这种向上的力量，

既是《华夏酒报》坚守的初心，也是每

位酒业人共同的信念。让我们为行业

汇聚蓬勃发展力量，为酒业未来书写

新的篇章。”《华夏酒报》总编辑吴贤国

表示。

3 月 24 日，成都城市名人酒店见

证了中国酒业的年度高光时刻。由华

夏酒报社、中国酒业新闻网主办的

2025“中国酒业华夏奖”颁奖典礼，汇

聚200余家酒企代表、行业专家及协会

领导，以“荣耀时刻”为线索，揭晓了年

度人物、风云人物、匠心人物、新锐人

物、最具标杆价值品牌等重磅奖项。

这场盛典不仅是对行业标杆的致敬，

更是一次深度的思想碰撞。在消费转

型、存量竞争与新质生产力交织的背

景下，酒业应以榜样的力量提振向上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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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瑜宸 发自成都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颁奖盛典

创新性地增设了对话交流环节，首度将

白酒、黄酒、葡萄酒企业的代表汇聚一

堂，展开深入交流，引发了行业内外广

泛关注。五位企业代表围绕行业痛点

与热议话题，纷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

见解，为行业发展献上了宝贵的意见。

针对“当前我们正处于新质生产力

时代，探讨中国白酒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具体表现在哪些层面？”这一问题，陕西

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付小铜

从科技创新、智能化升级、自动化生产、

AI及数字化应用，以及绿色生态建设

等五个维度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他看来，白酒行业过去是传统行

业，在制曲环节，以往均依靠人工完

成。如今，机器人能精准地完成抓曲、

翻曲等工序，并且通过温度控制与数字

化调控，保证发曲过程的极致完美。在

酿造过程中，借助智能化及自动化的先

进设备，通过精细的蒸馏与发酵过程，

对传统酿造行业进行数字化升级，以此

降低人工操作的差异性，确保品牌品质

的持续稳定。

“在销售端，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

新媒体平台传播酒文化，挖掘酒业的艺

术价值，并通过品牌对话的形式，让年

轻人更喜欢。”付小铜表示，不仅如此，

厂区建设也要朝着3A、4A、5A级景区

的标准迈进，打造绿色生态，让更多的

消费者有机会参与回厂游，亲身感受大

自然的美景和体验白酒的独特技艺及

深厚文化底蕴，同时，也让更多消费者

了解白酒行业在未来科技发展方面的

新质生产力。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消

费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酒业在顺应这

一趋势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内卷？西鸽

酒庄庄主张言志坦言，卷是一种能力，

能卷起来这个行业才有希望。“比如新

能源汽车，卷价格、卷品质，市场规模才

能不断扩大。目前，葡萄酒行业只是比

较浅地卷品质，比如，葡萄酒行业奖项

特别多，每个酒庄都拿出几十个奖的时

候，消费者不知道哪一个奖更好。所

以，讲品质这条路非常难。”张言志分析

指出，法国波尔多葡萄酒价格在500元

以上的酒庄只有3%左右，也就是97%

达不到品质天花板，但国内葡萄酒行业

还是盲目学习波尔多，葡萄酒更多应该

是卷商业模式，要去想一下，行业真正

的商业模式大未来在哪里？

“我们跟国外很多同行聊的时候，

他们觉得中国葡萄酒有着广阔的市场，

因为葡萄酒能上餐桌。”张言志进一步

分析指出，未来，葡萄酒还是要卷市场，

葡萄酒行业酒庄建得很好，档次很高，

但是缺少完整的销售路径；此外，还要

卷消费需求，关心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葡

萄酒，而不是认为自己的酒是最好的。

目前，酒类市场已进入存量竞争时

代，博弈的重点是质价比、心价比和性

价比，酒业渠道库存居高不下的主因是

什么？对此，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铭新给出了答案。他认为，

目前，整个酒业人口红利已经减少，白

酒下降、啤酒下降、葡萄酒下降更大，这

是大趋势。

“白酒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张

铭新分析说，如何解决当前存在的库存

压力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的品牌力

和市场影响力相匹配；另一方面，就是

要实现厂商共赢。无论是白酒、啤酒、

黄酒还是葡萄酒，都要满足经销商的利

益，让其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如果厂家

不考虑经销商的利润问题，那一定是短

期行为，没有长期主义。”

此外，张铭新还提出要解决企业运

营过程中对客户库存合理管理的问

题。“我要求企业对客户的库存量，一定

不能大于客户整个年销量的20%，这是

一个合理的库存。如果说大于20%，那

也只能是短期的。”

不仅如此，一个市场的需求，应当

根据不同市场来确定方法。二三线品

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一定要做

好本土消费者群体的培养，而且要牢牢

把握住本土的意见领袖消费。未来，企

业一定要传播优秀的价值观，如何传

播？传播什么？也至关重要。

这两年，白酒处于深度调整期，如

何拥抱年轻人，成为整个产业的焦点。

对此，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副董事长傅祖康指出，之前，黄酒

备受酒友青睐，如今，最富历史底蕴的

黄酒却“默默无闻”，黄酒企业如何向全

国化、高端化、年轻化迈进？唯一出路

是创新。目前，会稽山创新主要有两个

方向，一是高端化。当前，黄酒已经被

边缘化了，拿去送礼觉得没面子，酒桌

上喝又感觉没档次。企业如果推出品

质既好，又可以承载黄酒价值回归的高

端产品，效果会很好；二是要在创新过

程中拥抱年轻人。现在年轻消费群体

很难培养，而且口味变化很快，忠诚度

比较低。怎样把劣势变成优势，把古老

的产品赋予其一种新的力量和理念，是

企业很好的发展方向。比如，企业推出

的黄酒新品，可以通过电商等社交平

台，拉近与年轻消费者的距离。

中国酒类流通已经进入新的大变

革时代，在这个变革时代，如何做到线

上与线下融合？山西新晋商酒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侯清泉分析指出，

新的时代，中国酒业的发展有两个方

向：一是中国白酒价值的新表达，新时

代，应该考虑其价值回归；二是拥抱科

技，向上营销与向下营销要有机结合。

“创新不只是喊口号，更需要品质

与技术创新以及营销理念的创新。现

代科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保留和传承

传统的工艺和工匠精神，还能让这些传

统技艺在细节上得到更精准、更细腻的

体现。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拥抱这种变

化和发展。”侯清泉提出，中华酒文化的

传播需要去粗取精，要利用现代技术和

新兴科技成果，如DeepSeek 等去赋

能。

侯清泉表示，未来，酒业从业人员

要深入思考，如何在新环境下重塑自我

定位，着手构建中国酒业新生态，积极

探索运用新技术和新思维来促进产业

发展。

综合来看，2025“中国酒业华夏奖”

盛典不仅是一场荣誉加冕，更是酒业人

集体智慧的凝聚。在消费分级、技术变

革与全球化竞争的交织中，行业需要更

多像张铭新、傅祖康般的坚守者，像张

言志般的破局者，以及像付小铜、侯清

泉般的创新者。唯有以“榜样的力量”

为纽带，方能让中国酒业在“各美其美”

中实现“美美与共”。

以“白酒之劲、黄酒之雅、红酒之韵”为产业赋能

或许大家会问，到底什么是中国

酒业向上的力量？答案就藏在对传统

工艺的坚守与现代创新精神的追求中。

94岁高龄的酒业泰斗曾祖训荣膺

“2024中国酒业功勋人物”，这一荣誉

不仅属于他个人，更是对中国酒业发

展历程中榜样力量的最佳诠释。

正如曾老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所

说：“正是靠我们这些酒业前前后后的

年轻人、老人共同努力，才把酒业事业

发展壮大起来。”这番话深刻揭示了酒

业发展的真谛——传承与创新并重。

可以说，曾老获奖不仅是对其个

人的褒奖，更是对产业精神的礼赞。

千百年来，酒业之所以能够持续繁荣

发展，正是靠一代又一代酒业人士的

不懈努力与传承。

这一点从“2024中国酒业年度风

云人物”奖项的获得者身上，便可见一

斑。此次共有13位来自白酒、葡萄

酒、黄酒及供应链等多个领域的杰出

人物获此殊荣，他们的成就不仅体现

了榜样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同时，也展

示了酒行业的多元化生态和丰富内

涵，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

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向上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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