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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道·酒业聚焦

五大白酒酿造遗址
为中国白酒文化正本清源！

姻 肖川

2018 年全国两会，数位白酒界全国人大

代表在“白酒申遗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声成

为行业最强音，足见文化对于白酒今后发展

和走向世界的重要性。上月下旬，中国酒业

协会年度会议上，“中国白酒文化正本清源

行动”被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之一。

“文化”之于世界、国家、民族、个人，放

在什么样的重要位置都不为过！也正因为如

此，行业对于酒文化的挖掘成癖上瘾，作为

世界四大文明唯一不断代的古国，五千年文

明史，一万年文化史，加之酒这个奇妙的产

品本身就与人类历史伴生与文明同步，无论

怎么讲，似乎都不为过。

但白酒不是无法触摸的思想，其文化的

属性，首先服从于物质的属性，我们认识白

酒，是从其物质属性开始，物质的酒，它是产

品，是科学，要用技术和品质解读，再美妙的

中国酒故事、再好听的中国酒声音，也要尊

重历史、尊重科学，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轻者，混淆视听、哗众取宠；重者，颠

倒黑白，误导历史，贻害无穷！

中国酒业协会的报告认为：有关白酒的

谣言存在太多，我们必须要深刻反省。白酒

文化到了必须正本清源的时候了，胡编乱造

必须受到打击，伪文化、乱象必须要予以痛

击，要让谣言无处藏身，让谎言不自攻破，让

误导无路可行，让胡编乱造人人睡弃。所以，

对中国酒业协会史无前例地向白酒文化的

“假历史”“伪故事”猛烈开炮，有良知的专家

和企业家无不拍手称快，点一万个赞都嫌

少！

如何还原中国白酒文化的真实？如何讲

好中国白酒的故事？如何文化同源探寻、论

证中国白酒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继而凝聚形

成产业共同的白酒历史记忆？下面这篇文章

有 99.99%的正确答案。因为，迄今这五大白

酒酿酒遗址，都有国家公信力背书，其白酒

文化握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尚方

宝剑”。

1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泸州老窖

窖池群遗址

1996 年，泸州老窖窖池群作为首个白酒

行业酿酒遗址，入选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52年，全国第一届评酒会上，被评

为新中国四大名酒之一，泸州老窖拥有明代

窖池 4口，百年以上清代窖池 1619 口。

2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水井坊遗

址

1998 年四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水井

坊）酒厂改造时，发现了酿酒遗址，考古确定

明代窖池 2 口，清代 1口。1999 年，水井坊遗

址被列为“1999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1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剑南春天

益老号酒坊遗址

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是一处规

模宏大，布局配套设施齐全、遗迹保存较为

完整、特色鲜明的清代酿酒作坊群，被评为

“2004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 年

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刘伶醉烧

锅遗址

刘伶醉烧锅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

水县刘伶醉酒厂第一制酒车间。1997 年，

刘伶醉酒厂在车间改建时，发现古井遗迹，

确认元代窖池 1 口。 2006 年，刘伶醉烧锅

遗址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5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李渡烧酒

作坊遗址

2002 年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被评为“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 年被列为第六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渡烧酒作坊遗址

迄今出土元代窖池 13 个、明代窖池 9 个、清

代酒窖池 32 个，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遗迹

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最具有地

方鲜明特色的古代烧酒作坊遗址。

从李渡元代圆形砖砌地缸发酵窖池、到

明代腰形窖池、再到清代底部涂泥的砖砌长

方形酒窖池的演变，是认识中国蒸馏酒酿制

工艺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同时，在李渡元代烧酒遗址发现的元、

明、清至近代的 73 件饮酒器，整体上呈现逐

渐变小的趋势，是证明我国蒸馏酒酒精浓度

逐渐提高的重要佐证。

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也证实

了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载的“烧酒非古

法，自元时始创”的说法，证明了中国在元代

已出现固态发酵制作蒸馏酒的技术，解决了

中国蒸馏酒起源这一重要问题，是名副其实

的中国烧酒祖庭。

乔治·奥威尔曾在他的长篇小说《1984》
中写道“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谁

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历史给予现

在以未来，这些拥有百年甚至千年的白酒遗

址，正是历史厚赠给中国赠给人类最好的礼

物，也正是这些酿酒遗址的出现，才使得人

类能有口福喝到文物级的好酒。

夏日初至，卖场内的啤酒区域已显露出

繁忙态势，啤酒促销堆头旁出现了一批批驻

足观望、计算价格的消费者，商城导购员们

忙着补货上新，另外，随着俄罗斯世界杯临

近，与足球赛事相关的活动海报和宣传物料

也在最近悄然登录各终端，为今夏的啤酒市

场增添了营销氛围

这是记者目前在成都卖场内看到的场

景，去年大约同一时间，糖酒快讯对成都 KA
渠道国产啤酒的竞争环境进行了走访，并撰

写《一线调查|低价竞争，角力中高端，国产啤

酒与进口啤酒恶战加剧》一文，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国内啤酒在卖场内的竞争生态。那

么，在经历了 2017 年进一步产能调整、产品

升级及价格抬升后，国产啤酒品牌又面临着

怎样的竞争格局？

缓冲区“消失”：
国产啤酒直面两大战场

啤酒行业的竞争格局中，“2 元”之间便

是价格带区分，甚至演变为众多品牌难以逾

越的屏障，在压榨程度更为激烈的啤酒市场

交锋中，企业的每一次抉择都不容闪失。

在成都某卖场记者看到，金威啤酒、雪花、崂

山、青岛啤酒的低端主销产品占据着堆头的

醒目位置，这种以低价为卖点的商场促销活

动依旧吸引了大批消费者驻足，但与此同

时，某韩国进口啤酒和科罗娜也被列入促销

阵营，优惠后价格在 10 元以内，进口啤酒如

今也不再高高在上，更接地气的售卖策略加

深了消费者对啤酒品质的新认知，市场培育

进一步加强。

在陈列区，在 6 元区间的国产啤酒大军

较之去年有明显的“缩水”，而在 8-10 元带，

在此价位区间一直较为强势的嘉士伯、百威

经典装产品身边多了许多“新面孔”，一批国

产啤酒升级型新品（500ml）开始与之展开直

接较量，例如雪花概念系列。另外，在个别区

域表现突出的“日系双雄”也在分享着这一

区间的市场蛋糕。

不久前青岛啤酒的一季度报显示，旗下

奥古特、鸿运当头、经典 1903 和纯生啤酒等

高端产品取得同比增长 6.9%的成绩，这在

其终端的陈列表现上能够得到应证，然而它

们对应的竞品也同样强势，因此接下来的增

长轨迹仍不容乐观。

另外，记者发现相对过去较为纷杂的进

口啤酒区，一批德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

进口啤酒品牌经过几年的市场洗礼，也逐渐

筛选出口碑和市场接受度较高的品牌（瓦伦

丁、奥丁格、福佳等），他们作为国内消费者

较早接触的“启发口感”类产品，如今在价格

上也愈发亲民，加之时常进行的促销活动，

让它们成为 8 元区间成为国产啤酒高端化

道路上的“拦路虎”。

数据显示，今年 1-3 月国内市场累计进

口啤酒数量为 14.94 万千升，同比增长

26.8%，涉及金额约 10.55 亿元，同比增长

33.7%。同样今年一季度，国产啤酒累计产量

903.9 万千升，同比增长 1.3%......
从进口啤酒今年来势汹汹的走向来看，

国产啤酒将继续和这群“入侵者”碰撞出激

烈的火花，如今进口啤酒从 2011 年的 6.7 万

吨已经增长到了今天的 71 万余吨，虽然仅

占国内市场份额的约 2%不到，但在终端对

国产啤酒产生的冲击不容小觑。

修炼内功：
国产啤酒的爬坡仍需时间

行业评论员朱丹蓬曾表示：“中国啤酒

产业的同质化程度非常高，无论在产业端还

是渠道端，中低端啤酒产品的利润都已经见

底。”于是 2017 年以来，在青岛啤酒、华润雪

花带领下，国产啤酒数次提价，整体提价幅

度在 10%左右，除了抵消由于同期以来原材

料端的价格上涨带来的运营压力，更为重要

的则是在此过程中重新塑造产品体系，围绕

高端、超高端开辟新的战场。

许多国产啤酒品牌的升级谋划早在几

年前便陆续展开，直接表现在一系列定位高

端的国产啤酒新品相继面世，在如今行业高

集中度的大环境下，巨头们的强势布局使得

市场从过去的 6 元战场迈入到 8 元争锋时

代，并继续向 10 元以上价格带将发起战略

冲锋。在今年一季度报告中，青岛啤酒、重庆

啤酒、珠江啤酒的利润增长明显，这跟其品

牌结构优化密不可分。

另外，随着国内啤酒市场大刀阔斧的整

合基本告一段落，在集中化趋势加强的大环

境下，啤酒巨头们去产能步伐加快，在主动

关闭一批中小规模工厂后，转而谋求“量与

利”的协调，寻求高质量增长，比如雪花啤酒

提出的 2018“大决战”战略中，“有质量增长、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就被视为战略重点。

除此之外，对于国内市场近 300 家小型

啤酒企业来说，虽自身规模不大，但却占据

中国啤酒行业 20%的市场份额，如今这些区

域属性明显的品牌不得不在价格战与品牌

战之间寻求更为谨慎的生存之道。

至于国产啤酒们的内功修炼在接下来

会以何种姿态改变市场，目前来看，唯有时

间能够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业绩背后的乌云：
国产啤酒的品牌塑造还需火力

随着国产啤酒各项利好数据的出炉，行

业开始谈论“拐点”与触底反弹之类的话题，

似乎都在传递令人振奋的积极信号，然而在

消费者层面，国内啤酒企业还面临着很多补

课项目。在一系列的涨价风、升级迭代风袭

过后，国产啤酒们肯定也得问一下自己：“消

费者是否买账？”

当下整体经济水平稳步提升，市场趋向

多元化的大环境下，国内消费者能够接触更

为丰富的啤酒产品，从而在价格与口感的对

比中形成新的认知体系，这种成长过程较为

明显。

这一背景下，很不幸（意料之中），国产

啤酒的品质问题成为大部分消费者诟病的

关键点。虽然过度纠结工业淡色拉格啤酒的

口感风味有些极端，但随着国际品牌和进口

啤酒的涌入，这一诟病内容会被不断放大。

但此次在走访中记者观察到，卖场内驻

点促销员们有了新变化：在过去聚焦价格的

推介话术基础上，他们也开始对产品口感和

品质加以描述，类似泡沫特征、麦芽浓度以

及符合产品特征的香气描述等也被纳入推

介中，这一变化自然源自国产啤酒产品升级

中带来的品质自信。

同时记者对多位消费者采访后发现，

“性价比”正代替“价格”成为他们在选择自

饮啤酒时的重要参考，“从 4 元到 6 元左右

的国产啤酒我基本上都有尝试，有时遇上搞

活动，还能选到性价比不错的”，从事汽修行

业的赵先生刚刚选择了卖场优惠力度较大

的青岛啤酒经典 1903 极地欢聚版。而 32 岁

的张先生已经逐渐改变过去喜囤货的习惯，

开始“遍地撒网”，希望都能找到性价比高的

产品。

对于国产啤酒生产企业来说，在产品价

格抬升的同时注重对品质的把控，是快速获

得消费者认可，以及产品升级迭代的关键。

敢于向消费者表达/灌输出自己产品的特色

和口感风味，是目前许多国产啤酒高端产品

正需要做的事情，而这也是强化品牌特色和

差异化标识的关键要素，这背后自然也涉及

到对消费人群进行啤酒饮用文化、知识的传

递。

过去几年来，国内市场日渐壮大的精酿啤酒

（工坊啤酒）势力一直扮演者啤酒核心消费

人群“培训导师”的角色，它们凭借小规模手

工方式生产带来的产品个性化和特色化，为

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口感历练机会，进而成为

国内高端啤酒市场扩容的有力推手。

如今随着影响力的加大，“精酿”一词的含义

有了新的延展。例如白酒小酒类代表品牌小

郎酒，便在其定位 30 元的升级新品的传播

中加入“精酿小酒”理念，为其远高同品类产

品的价格进行赋能，这在五粮液系列酒重点

产品“火爆”小酒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因此对

于国内啤酒生产企业来说，转变态度，并以

“精酿之心”在内在品质上契合如今挑剔的

消费者们，将是未来一项长期坚持的内容。

同时在最新的一轮品牌争锋中，一批带有新

的品牌使命和年轻属性的产品，正在传统渠

道之外需求开拓新阵地，夜店、个性化中高

餐饮店、新零售业态等年轻人消费聚集多的

渠道都将成为优选。庆幸的是，啤酒品类一直

和新兴消费群体们有着天生的默契，相对白

酒、黄酒等在年轻消费者培育上的痛苦，啤酒

有着天生的优势。因此这一轮国产啤酒们的

年轻·时尚大战似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很

快，像李宇春、张艺兴、张震岳等在内的偶像

代言人们便开始登上啤酒的传播舞台。

而关于国产啤酒的品牌竞争力打造，中

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何勇认为，“啤

酒行业面临原料对外依存度高、惯性市场竞

争压力大、生产成本变化大等难题，未来啤

酒市场发展必须建立在打造中国啤酒文化

的基础上，其中品牌文化与品类文化应并

重。”

对于国产啤酒来说，这意味着时间、阵

痛、变革以及希望……

英镑贬值
推动英国酒出口上升
姻 徐菲远

虽然英国既定的脱欧导致诸多问题出现，

但来自独立全球供应链标准组织 GS1 UK 一

份新的报告显示，脱欧带来的英镑贬值却使得

英国本土的啤酒、金酒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极

有价格优势，从而推动了英国酒类的出口。

该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的一年间，

英国食品出口额增长了 12%，其中酒精饮料增

长最为显著，达 16%。这一年间，英国食品饮料

的出口总额增长了 26 亿英镑。目前，出口在英

国食品饮料业占到了 15%，而 2013 年仅占

11%。

该报告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脱欧

带来了出口的爆发性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英

镑的下跌。”自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以来，

英镑兑美元汇率下跌了约 5%。

就在这一消息发布不久前，英国环境、粮

食和农村事务部宣布，2017 年英国对于中国市

场的出口额达到 5.644 亿英镑（合 7.836 亿美

元）。

2 月份，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HMRC）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英国的金酒出口增长

了超过一倍，达到了创记录的 5.3 亿英镑。

除了针对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之外，

GS1 UK 还就未来出口增长的预期向会员进行

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超过半数（56%）的受访

者认为未来 5 年出口将占到更大比重，其中精

酿啤酒和金酒将在国际市场更受青睐。

GS1 UK 的 CEO Gary Lynch 表示：“英国

食品饮料以高品质享誉全球，出口遍及世界每

个角落。政府官方数据显示英国的食品饮料出

口额达到 220 亿英镑，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于英

国产品的兴趣无疑将会继续上升，我们的会员

们对于未来数年普遍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威

士忌和三文鱼是我们的出口支柱，但国际市场

对于英国啤酒和金酒的需求也在强劲上升。”

“骨子里的中国”
汾酒与鸡尾酒的
碰撞
姻 姜磊

日前，借着 2018 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

大奖赛（简称 CMB 大奖赛）在北京海淀举

办的东风，在酿酒大师艺术馆内，汾酒集团

董事长李秋喜用汾酒调制的鸡尾酒同

CMB 大奖赛创始人路易·哈弗、主席卜杜

安·哈弗及一众国际大师密切交谈，李秋喜

还将现场签名的青花汾酒赠予 CMB 创始

人路易·哈弗先生。

汾酒以其中国气派、中国品质、中国精

神，成为传承中华文化、彰显精湛品质、展

现民族精神的绝佳代表，也是世界了解中

国、理解中国，真正看到“骨子里的中国”的

友谊之窗。

为了加速全球化的步伐，汾酒在一个

个国际舞台与世界交流，为中国白酒代言。

有着“酒界奥斯卡”之称的布鲁塞尔国际烈

性酒大奖赛，是世界烈酒对话的巅峰平台。

早在 5 月 7 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

葡萄酒和烈酒大奖赛主席卜度安·哈弗等

一行就曾到访汾酒集团，就“申办 2019 比

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奖赛”与吕梁市、

汾阳市主要领导和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秋喜等进行深入交流。

在交流座谈会上，李秋喜董事长表示：

在国家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

汾酒作为民族品牌的代表，国际化进程的

步伐进一步加快，从而带动白酒文化的价

值回归，为中华文化的弘扬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近年来，汾酒抢抓机遇，积极参与了

2017 欧亚经济论坛、第九届中美企业峰

会，哈佛中国论坛、巴菲特股东大会中美投

资人酒会等大型活动，汾酒以其深厚的历

史文化、精湛的技艺和品质，成为展现民族

精神的绝佳代表，开拓了汾酒的全球化视

野。

在汾酒集团承办的世界酒文化博览会

上，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烈性酒产区代

表共同探讨了国际化经验，并且在 2017 年

上海国际酒交会上，汾酒的所在地吕梁市

获评“世界十大烈酒产区”荣誉称号。正是

因为汾酒有着高于国际，严于国内的中国

标准，汾酒才能在世界市场中强势亮相，代

表中国白酒走出一条国际化的新路径，推

动中国品牌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卜度安·哈弗主席也高度称赞了汾酒。

他说，汾阳杏花村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的地方，汾酒是中国酒魂，有着

6000 年的历史，它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传

承和时代的创新。相信这里生产出的是最

好的中国白酒。

此次北京会面，对于 2019 布鲁塞尔国

际烈酒大赛落户汾阳，埋下了众多猜想与

期许。

痛并成长着的国产啤酒面临怎样的竞争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