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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深度调整与变革的浪潮中，

特色酱酒产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节点。

3月23日，一场聚焦酱酒产业未来

发展的盛会——“2025中国特色酱酒主

题峰会”在成都城市名人酒店隆重举

行。此次峰会由北方酱香酒联盟、华夏

酒报社主办，山东云门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协办，汇聚了众多行业专家、企业代

表以及媒体人士，共同探讨新消费时代

下中国特色酱酒产业的创新发展路径。

作为行业的重要风向标，本次峰会

不仅为酱酒企业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

台，更为推动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前瞻性的思路与解决方案。

论坛现场，中国特色酱酒华夏行活

动正式启动。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会长

何继红，中国食协白酒专委会副主任、

辽宁酿酒协会名誉会长、第五届全国评

酒会专家组成员王贵玉，山东省糖酒副

食品商业协会会长薛剑锐，北方酱香酒

联盟主席、云门酒业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汲英民，宿迁市酒产业发展促进中

心主任杨国民，《华夏酒报》总编辑吴贤

国，苏酒高质量发展联盟轮值主席、宿

迁市酒业协会会长、宿迁酒业集团党委

书记、乾隆江南股份名誉董事长张建良

共同推动推杆，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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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雪霞刘雪霞 魏斌魏斌 发自成都发自成都

现场对话环节，由《华夏酒报》总

编辑吴贤国主持。北方酱酒企业代

表围绕特色酱酒的品质匠心与文化

内涵展开探讨。

贵州承天门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王坤表示，承天门

酒业一直坚持品质为先、差异化发展

理念，在上级单位糖酒集团的支持

下，在酱酒核心产区贵州习水投资10

亿元打造现代化酿酒基地，预计总体

产能可达1.5万吨，目前，由糖酒集团

旗下北京华都酒厂管理和运营。50

年前，茅台对口帮扶华都酒厂，成就

了“南酱北传”的行业佳话，如今，华

都“北酱南溯”，同样交上一张满意的

答卷。承天门酒业严格遵循12987传

统坤沙工艺，构建从原料到成品的全

链条品质管控体系。与此同时，依托

国有企业制度优势和产区资源禀赋，

构建了集生产保障、品质管控、市场

服务于一体的全维度合作体系，通过

精细化产品矩阵突破市场困局，着力

打造厂商价值共同体。未来，承天门

酒业目标是成为酱酒核心产区第五

大国有酱酒企业，期待与合作伙伴携

手共进，共同开创行业发展新格局。

云门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学森强调，云门酒业以青州产区价

值升维为核心战略支点，通过构建

“历史-生态-品质”三位一体的价值

体系，打造中国酱酒北方典范。在营

销端实施“文化+数字+生态”三维创

新，一是通过文化营销，把“产区文

化、企业文化、地域文化”融为一体，

酒旅融合，打造省级工业文化旅游示

范基地；二是数字化营销，云门除了

在酿造、储存、成品生产端建立智能

化、数字化系统之外，还成立云商中

心，线上线下一体化助推；三是构建

厂商命运共同体，大力引入平台商、

联盟体、品牌运营商，通过扶持优质

经销商，以长期主义思维，与合作伙

伴共进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

伊犁酒业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闫

雷亮介绍，公司拥有优质的水源、高

钙高粱以及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形成了独特的微生物群落，为酱酒发

酵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环境。在酿酒

工艺上，伊犁酒业坚持传承与创新并

重，遵循传统12987酿造工艺的同时，

根据伊犁河谷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

境进行创新。公司推出的产品更适合

新疆饮用习惯，酒体更醇厚、更柔顺。

苏酒高质量发展联盟轮值主席、

宿迁酒业集团党委书记、乾隆江南股

份名誉董事长张建良分享了宿迁酒

业的发展经验。公司坚持酿一瓶好

酒，生产芝麻香、酱香、浓香等香型品

类白酒，在酱香方面提出了多粮配

方、专曲多菌、控温发酵等三项技术，

追求更好喝的酱香酒。公司还建立

了具有特色的酒庄，融合了宿迁文化

与品牌文化，打造乾隆江南御酒庄园

三区十二景酒旅地标。通过品类创

新和酒庄打造，宿迁酒业的品牌从无

到有，在江苏市场取得了显著成绩，

并逐步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辐射。

古贝春集团总经理张洪昌认为，

坚守传统工艺、注重历史文化传承、

坚持自身定位，是北方酱酒在当前形

势下发展的重要策略。公司在1983

年就开始生产酱酒，积累了大量原

酒，为品质提升提供了保障。近年

来，公司推出了古贝元1983等高品质

产品，赢得市场认可。同时，公司与

多所院校合作开展技术研发，成立酒

粮研究院，建设高标准农田，保障酿

酒品质。在文化建设方面，公司深入

挖掘地域文化和品牌历史，将大运河

文化与酱酒文化深度融合，投资保护

古酵池遗址，增加品牌厚度和底蕴。

山东红太阳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任志刚表示，公司通过创新营

销方式，将麒麟、祥云等元素融入包

装设计，并推出“祥瑞时刻，祥酒相

伴”系列活动。品牌传播聚焦于“见

证您的每一个祥瑞时刻，中国年喝祥

酒”，通过举办祥酒晚宴、开发联名产

品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品牌高度。

河南蔡洪坊酒业总经理王永华

强调，公司不断加大原酒储备，打造

老酒梯队，回归酒是食品的本质，提

升消费者的体感和口感，并充分利用

其独特的环境、工艺和文化优势，满

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高质量产品需求。

凤城老窖集团副总经理樊柯成

分享了公司在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

方面的经验。公司打造了两款光瓶

型产品，走大众酱酒路线和作为东北

商会的家乡伴手礼推广。在渠道方

面，公司经历了多次尝试，最终找到

适合自己的路，实现了东北特色的餐

酒融合。通过“百城万店”活动和特

色餐酒推荐官活动，公司成功拓展了

省外市场。

河北迎春酒集团有限公司销售

总经理张艳华介绍，公司位于河北省

廊坊，地处北京、天津、雄安新区的核

心腹地。公司传承了130多年的酿酒

历史，是我国北方优质酱香酒的主要

产地。公司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多渠道发展战略，拥有稳定的客户群

体，将继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

质产品。

黑龙江不老源酒业董事长关丽

霞表示，公司家族传承被载入北京故

宫，拥有独特的风格和近2万吨的老

酒储备。公司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同

时，于2021年参与制订了进出口酒类

行业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公司将

继续提升产品品质，制定更高标准，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品牌＋文化，撬动特色酱酒新增量

“我坚信，后酱酒时代，一定是‘用

户的消费清醒+用户的认知升级+用户

的品质觉醒’，低质高价一定会被用户

识别出来，低质高价支撑的畸形商业模

式也因此会塌房。”湖南今自在酒业董

事长浦文立犀利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浦文立表示，作为一家定位中高端

精品酱酒的新企业，湖南今自在酒业以

“慢即是快”为发展哲学，用一年半时间

验证了商业逻辑：实现8000万元销售

额、1036元客单价，积累7000+高复购

用户（55%）和82%盲品胜率，公司坚持

做对三件事：用户倒逼体系、品质硬刚

和模式硬碰。

在“后酱酒时代”，湖南今自在酒业

以高质实价打破行业低质高价怪圈，用

体系化能力走出一条“先品质后品牌”

的长期主义路径。“让用户最值、最自

在，让合作伙伴最赚、最满意，价值创造

才是王道。”浦文立表示。

黑格咨询集团董事长、CCTV大国

品牌战略顾问徐伟认为，当前，酱酒市

场呈现出“渠道和消费者表现冰火两重

天”的现象：一方面，销售渠道内普遍存

在库存积压问题；另一方面，消费者群

体仍在扩容，尤其对高品质酱酒的需求

持续增长。

特色酱酒企业应从广泛撒网向深

度根据地市场转型，深耕本地市场，建

立深度用户基础。他提出，特色酱酒的

优势在于本地化对抗全国化、区域文化

对抗流行文化、地方情感对抗品牌势

能。企业应充分利用地方文化、情感和

特色，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品牌。

徐伟呼吁，北方酱香酒企业应加强

区域强对标，形成特色酱酒品牌新生的

沃土，通过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提升

品牌势能，推动酱酒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特色酱酒破局之道

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酱酒

实现销售收入 2400 亿元，同比增长

4.35%；实现利润约970亿元，同比增长

3.19%；但酱酒产量约65万千升，同比

下降13.33%。

数据表象中，透视出酱酒产业的结

构性变革，产能布局、价格体系、厂商协

作及产业生态，均在经历系统性重构。

如何加速开启新生态价值链的重构？

加强企业转型与变革？是所有酒企所

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当前，行业正迎来‘新周期、新个

性、大健康’三重机遇叠加的历史性窗

口，我们既要面对压力，更要抓好机

遇。”北方酱香酒联盟主席、云门酒业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汲英民表示。

汲英民强调，在当前行业深度变革

的关键阶段，唯有秉持对传统工艺的敬

畏之心，方能守住酱酒千年酿造的匠心

本质，这是产业发展的根基所在。面对

消费升级与全球化竞争的双重挑战，必

须以创新思维重构产业生态，通过品

质、健康、科技、文化与全球布局的协同

发力，推动酱酒从传统酿造向现代化、

国际化产业生态的跨越，为行业穿越周

期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会长何继红在

致辞中表示，消费升级推动高品质、高

性价比和个性化白酒需求增长，为企业

带来市场机遇的同时，也对品质、品牌

和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特色酱

酒企业以峰会为契机，加强合作，探索

产业发展新路径，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

突破。通过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特色，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共同推动酱酒

产业迈向新的高度。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食协白酒专委

会副主任、辽宁酿酒协会名誉会长、第

五届全国评酒会专家组成员王贵玉，深

入剖析了北方酱香酒的起源、特点与未

来发展。

王贵玉指出，北方酱香酒的发展历

程可追溯至1963年辽宁凌川酒厂的试

点探索，此后，1964年茅台试点的启

动，进一步推动了酱香酒的工艺发展，

并且北方酿酒科技人员在茅台试点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强调，酱香酒并非

仅源于贵州，北方在酱香酒的发展史

上，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在王贵玉看来，北方酱香酒在市场

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满足消费

者对高品质、健康饮酒的需求方面。在

技术创新方面，他表示，北方酱香酒企

业正在积极探索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

的结合，通过麸曲创新、细菌曲应用等

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酒的品质和风

味。他还强调，北方酱香酒企业应注重

品牌建设和产业升级，避免低价竞争，

注重质量创新和风味提升，以在市场竞

争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酱酒行业的价值深耕与生态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