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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白酒、啤酒和葡萄酒三大产业的现状�提出甘肃省酒类产业再发展的思路�供同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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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地处“河西走廊”�素有“河西酒廊”的美称。
在我国加入WTO和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大好形势下�
甘肃的经济迅速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甘肃的酒
类产业崛起了�在不久的将来�甘肃的酒类产业一定
会走遍全国各地�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下面就甘肃
酒业的再发展问题�谈几点看法。
1　白酒工业的发展

我国白酒属于世界著名的六大蒸馏酒之一�二
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甘肃乃至全国
的白酒业可谓一波三折。从政策上讲�白酒行业是
国家不支持、不鼓励、甚至限制发展的产业；从产业
结构上讲�白酒行业是典型的传统产业�要大力发展
和扩张极为困难；从市场状况上讲�白酒虽然利润很
高�但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由于目前国家对酒类消
费税征税办法和税赋水平进行了调整�白酒生产利
润大减�白酒行业的产量正以每年10％的幅度递
减�照此发展�白酒行业将面临“下岗”的危机。所以
白酒行业要再发展�仅仅靠在酒企业生产规模调整、
销售政策上下功夫来挽救企业是不行的�应该注意
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型技术的应用和人才培养
等环节。
1．1　改变酒企业中对名酒的认识

在中国白酒市场上�名酒代表着传统�传统的固
态法白酒是中国白酒的脊梁�是中国白酒的精华。
而纯净化和液态化�则是中国白酒发展变化的方向�
液体法白酒是中国白酒的主力军�纯净白酒是新生
的酒。真正的名酒是在市场上、在消费中间竞争产
生的�市场上许多有特色的新型白酒不断涌现�虽然
不是名酒�但口感很好�适应社会。从某种意义来

讲�这些新型白酒同样在促进酒业的发展。酒企业
应该树立这样一种思想�当一种产品是名酒的时候�
就应该卖好它�当它淡化时我们也应该卖好。特别
是那些通过改造出来的、有特色的、价位偏高的系列
酒�应该像名酒一样去对待它。
1．2　新型酿酒技术的应用

固态法白酒的生产工艺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

结晶�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产生的新型白酒
工艺�大大推动了我国白酒工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
速度。但是从我国的资源、能源及消费等方面出发�
上述两种工艺仍制约着白酒企业的成长壮大。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竟相研究生料酿酒技
术�中国首家取得成功并应用于规模生产。表1是
固态法、新工艺法、生料酿酒法三者的生产特点：

表1　白酒的三钟生产方法及其特点

生产方法 特 　　 点

固态法
生产工艺复杂而全部是手工操作�难以采用机械自
动化生产�同时劳动强度大�产品成本高。

新工艺法
生产周期短�机械化程度高�劳动强度大为改善�生
产效率提高一倍多�但产品须经后处理�从而增加
了工艺、设备和生产成本。

生料酿酒法
生产工艺最简单�可减少人工50％�机械化、自动化
程度高�发酵时间长�发酵设备投资大。

表2为三种生产方法的经济指标对照。
表2　白酒三种生产方法的经济指标

　　　方法

指标
固态法 新工艺法 生料酿酒法

原料出酒率 50％—60％ 55％—65％ 70％—90％
能源消耗 高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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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生料酿酒大大节约了粮食

和资源�特别是在能源紧缺而难以再生的情况下�采
用生料酿酒是对国家的一大贡献。另外从酒质上分
析�生料酿酒技术所生产的酒不上头�不伤胃�目前
采用的“卢氏神曲”生产出来的生料白酒�其口感可
与固态法的白酒相媲美。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发展和科技人员的不断努力�生料白酒的质量将会
更上一层楼。
1．3　生物技术在白酒业的应用

采用现代生物新技术�选育优良酿酒菌种�走纯
种多菌混合发酵之路�达到既多产酒�又生香味的目
的�改变单一菌种发酵�香味不足的现象。我省所产
白酒大部分属浓香型�通过剖析传统浓香型大曲酒
发酵过程原理�有些省外酒企业已经广泛应用生物
工程技术研究了浓香型大曲酒的生产�比如浓香型
大曲酒主题香成分乙酸乙酯的研究�大曲微生物的
分离和微生物酶代谢特征的研究、糖化酶等�这对浓
香型大曲酒业发展促进较大�更体现了生物工程技
术是较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技术。那么浓
香型大曲酒依靠生物工程技术要取得更大的成绩�
必须要有更深层次的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即生态
浓香型大曲酒酿造工程、基因微生物发酵过程等。
2　啤酒工业的再发展

我国自1996年至今啤酒总产量一直跃居世界
第二�预计在2005年将成为世界第一。据国家统计
局公布�2001年我国啤酒总产量达到2273．76万吨�
同比增长5．84％�截止到2002年7月我国啤酒总产
量累计1490．44万吨�同比增长5．89％。但是就甘
肃乃至西北几省而言�啤酒工业的发展不容乐观。
2001年我省啤酒总产量为20．68万吨�累计增长率
为—8．75％�截止到2002年7月我省啤酒产量累计
14．52万吨�累计增长为0．07％。所以我省的啤酒
工业发展形势严峻�如何面临行业之间的挑战�如何
面对国际之间的竞争�这是啤酒也需要考虑的重要
问题。
2．1　先做强�再做大

单从全世界啤酒产量的排行榜上�可看到中国
啤酒工业的辉煌�但从世界的“十大品牌”、“人均消
费量”、“企业的盈利状况”、“设备资源利用率”等指
标的排名中�则找不到“中国”两字。原因很多�甘肃
乃至中国啤酒工业的发展中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就
是企业还没有做强�就一味追求做大。而“做精做

强”才是当代啤酒产业健康发展的出路所在。“只有
亏损的企业�没有亏损的行业”�啤酒行业今后一定
会遵循这一定理。国际上成功的啤酒企业�如 Colo-
la（可洛娜）、Heinken（喜力）、Bubwelsev（百威）等成功
的经验告诉我们：“做精、做强是生存发展的必由之
路”。企业可以不做大�但一定不能不做精、不做强。
此外我们还要正确地看待企业做强与企业做大的关

系�强不等于大�大也不等于强。“世界500强”并不
等于“500大”。因为只有先做强才能有精力去做
大�自己没有强大核心竞争力�没有抢手的品牌�没
有过硬的管理方法�没有充足的专业人才�想去并购
其他企业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吃得太多会消化不良

的。大与强之间虽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但其间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强的企业不一定就是最大的
企业。所以我们今后的追求是：“不求最大�但求最
强”。
2．2　坚决取缔“低价格战术”

近年来�我省以低价倾销为主要内容的恶性市
场竞争导致啤酒市场极为混乱�造成行业大面积亏
损�整体竞争力下降�严重制约了全省啤酒工业的健
康发展。出现这种状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省部分啤
酒企业市场竞争观念非常落后�没有真正认识到市
场竞争已经进入品牌竞争时代�缺乏对市场竞争行
业的战略管理�不能立足长远�而是短期行为严重�
一味盲目地追求市场的占有面积而与其他啤酒企业

用最低级的竞争手段———价格竞争争夺市场�认为
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殊不知这样下去�在对方还没
有完全“死去”的时候�自己已经伤及元气�壮志难
酬。要共同促进我省啤酒工业的健康发展�只有协
调我省大型啤酒企业达成共识�能积极带头执行有
关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规定�为其它啤酒企业做出
榜样�大家携手并进�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只有从
价格的泥潭中走出来�保存实力�把主要精力集中到
提高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品牌形象上来�
才能求得生存�促进发展。
3　葡萄酒业的再发展

葡萄酒是国家性的饮料酒�占世界饮料酒的第
二位�是今后发展的主要酒种。随着我国加入
WTO�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进口葡萄酒的关税下
调�将使得刚开始向兴盛期迈进的国产葡萄酒业�面
临残酷的竞争。甘肃地处北纬30°———43°之间�是
适宜酿酒葡萄生长的黄金地带�可以说甘肃是我国
发展葡萄酒业的产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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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立以原产地命名的 AOC管理制度
1999年8月17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

“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该规定对原产地域产品
的定义、申报程序、应提供的材料�以及如何保护等
相关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由于世界上各主要葡萄
酒生产国�特别是WTO的成员国都先后建立了各自
的葡萄酒地理标志或原产地标志系统�所以�要想减
少我国在加入WTO后外国葡萄酒对我国葡萄酒产
业的冲击�使我国葡萄酒行业在新世纪实现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就必须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的基础上�建立并实施葡
萄酒的原产地域命名系统。
3．2　建立规范企业�树立品牌形象

甘肃省地理位置独特�气候、环境、日照、土壤等
各方面条件非常适宜酿酒葡萄的发展�但目前从葡
萄种植到生产管理、从产品产量到品种品牌等都存
在严重问题。甘肃乃至中国葡萄酒应走葡萄基地集
约化即葡萄种植、葡萄酒加工、产品营销和旅游立体
化发展模式�将葡萄酒生产企业定位在大规模、效益
型和小规模、特色型相结合方面�产品的品种以干
红、干白葡萄酒为主�市场以国内市场促国际市场。
品牌是一个国家、民族实力的象征�代表着一个国家
的精神和文化。在市场条件下�我国发展葡萄酒品
牌就是要参与市场竞争�谁的品牌知名度大�谁就成
为市场竞争的强者�谁就能拥有市场�就能占据国

内、国际市场的制高点和大份额�从而立于不败之
地。
3．3　积极正确采用国家和国际法规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科学
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葡萄酒产品标准分
三个层次。一是全汁葡萄酒国家标准 GB／T15037—
94�二是半汁葡萄酒行业标准 QB／T1980—94�三是
企业标准。2000年12月19日�国家轻工业局颁布
了“葡萄酒生产管理办法”�该办法对葡萄酒的定义、
酿酒原料、葡萄酒的生产、包装、标签标识以及贮存
运输、管理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虽然标准颁布了�
但是仍有不实施者�相继出现葡萄酒行业市场混乱
和混杂的现象。入世后�甘肃的葡萄酒要参与国内、
国际市场竞争�首先要有质量一流的产品�而产品标
准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保证。因此要积极采用《国
际葡萄酿酒法规》�提高我省高档产品比例�尽快与
国际接轨。

以上浅谈了甘肃省酒类企业再发展的思路�但
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的因素。人是
科技发展的动力�人才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人的敬业
精神和工作责任心是非常重要的。酒类企业要发
展�首先要着眼于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酒类企业应
该与我省高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加强企业内部
科研中心、技术中心的发展�发表高水平科技论文�
提升校企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上接第6页）
方法进行）�把企业构建和实施过程中自觉和自发的
行为归纳到理论和战略层面加以分析。
5　方案设计所关注的焦点

5．1　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能力
5．2　企业经营管理团队的整体能力
5．3　企业战略管理
5．4　企业运营各系统的管理效能
5．4　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

6　方案设计的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区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约350家）
7　调查方式

类型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

8　对方案指标体系的说明

本方案由有10个方面126个调查要素构成�其
中战略层6个方面。营运层4个方面�卷面设计总
分值：120分�其中战略层面分值64分、营运层面56
分；更加突出企业最高管理者自身的意识、能力、企
业战略管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本方案缺省项
为技术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缺省的原因是高新技
术企业技术管理能力都具有一定的水平�且都具有
相近的特点�不影响对能力差异性的评价；人力资源
的管理能力是以隐含在各战略层面和营运层面间接

调查和评估为依据的。
9　调查分析与期望达到的目的

为提高甘肃省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提供

可测量的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调查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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