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白酒 大有可为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绍忠

■ 本报记者 李空 实习记者 胡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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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手 记

说起云南的特色产业，关注过云南的人

肯定会立刻想起云南的烟草、旅游、白药、普

洱茶。但是说起云南的白酒，大多数人还比

较陌生。面对竞争激烈的白酒行业，云南省

委、省政府提出了要大力发展云南白酒产业

的思路。云南白酒怎样激流勇进？带着这

个疑问，记者在全国两会期间，专访了云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刘绍忠。

记者：刘主任，现在全国白酒市场可谓

是群雄逐鹿、竞争激烈，云南又被四川和贵

州这两大白酒业航母省份包围，在这种格

局下，云南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白酒产业？

刘绍忠：云南之所以要发展白酒产业，

首先还是基于市场消费。从局部看，云南

是多民族大省，云南各民族有悠久的酒文

化，云南白酒消费市场广阔。2009 年，云南

的酒产量为 120 多万吨，其中啤酒 61 万吨、

白酒 40 多万吨。与此对应的是，云南市场

年销售 225 万吨酒，其中 60%的白酒来自省

外 ，特 别 是 高 端 白 酒 基 本 被 外 省 品 牌 占

领。从全国看，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民群众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白酒市场近

20 年来每年都是呈两位数在增长。有市

场，才会有发展一个产业的空间。其次是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这几年云南的工业经

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云南还有部分是高耗能、高排放的产

业。白酒工业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轻工

业，对优化云南工业结构，节能减排有很好

的提升和推进作用。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目前云南白酒产

业的现状吗？

刘绍忠：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白酒生

产企业，包括小作坊在内有 2000 多家，但

是具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只有 479 家。这

些数据意味着云南只有不到 25%产酒的企

业和小作坊具有合法的酿造白酒资格，所

以云南白酒产业的发展空间很大。目前，

云南白酒的状况是绝对产量不小、相对价

格较低、本土品牌与兄弟省份的一些白酒

品牌相比较差距比较大。

记者：社会上对于白酒产业已经形成

了一个共识——卖白酒实质就是卖品牌，

发展白酒产业实质就是做白酒文化。但

是，目前云南享誉全国的知名酒品牌还没

有 ，而 一 个 品 牌 的 培 育 不 是 一 两 年 的 事

情。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绍忠：的确，酒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兄

弟。做酒就是做文化，但我认为，除了文

化，还有品质。白酒如果没有优良的品质

作为基础，那么这里面的文化也是没有灵

魂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发扬光大。目

前沉淀下来的被市场认可的白酒品牌，重

要的就是长期以来品质稳定。社会上总是

觉得云南的气候条件不适合酿造优质酒。

其实这种观点只能说是对云南还没有真正

的了解。云南地域辽阔，地理气候多样性

明显。云南的东北部就十分适合白酒的酿

造。世界公认的美酒河——赤水河就发源

于云南昭通市境内的镇雄县。金沙江从西

向东蜿蜒流过云南北部，金沙江下游正是

中国优质白酒的中心，在气候、水源、酿酒

工艺技术方面云南都不差。以云南昭通为

中心，半径 100 公里，涵盖了中国顶级白酒

品牌的 2/3。最关键的地方是，云南独特的

气候条件造就了云南能生产浓香型、酱香

型，清香型、药香型、兼香型等各型白酒，而

且云南酿造这些香型的白酒有悠久的历史

和优良的工艺。

至于品牌的打造，这一点对于白酒产

业 来 说 至 关 重 要 。 虽 说“ 酒 好 不 怕 巷 子

深”，但是面对社会的高速发展，“市场”是

企业和一个产业发展的生命线，酒再好，也

要做市场、也要做品牌。只有品牌上去了，

市 场 占 有 率 提 高 了 ，规 模 效 益 才 能 够 出

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西南地区所有酒

的鼻祖“ 酱”和“窨酒”就诞生在滇东北的

威信、镇雄、彝良一带。在 100 年前，云南

的紫米封缸酒同样获得了巴拿马世界博览

会金奖。云南白酒的发展空间，从另一方

面来说就是云南白酒文化的空间。

记者：云南省对于打造白酒产业有哪

些具体措施？

刘绍忠：引进来，走出去是核心。云南

作为西部省份之一，现在每年拿出 5000 万

元用于支持白酒项目的发展。对于本土老

品牌，例如玉林泉、澜沧江、醉明月等，支持

他们做强做大。同时，也欢迎外来客商投

资云南白酒产业，发掘云南优秀的酒文化，

以云南为基地，把云南白酒推向全国，据我

所知，最近一年多，在云南先后诞生了云

酒、云和、云龙等多家白酒企业，这些企业

大部分是外来投资者，带着资金和技术，有

的甚至把家族祖传作坊的窖池都搬到了云

南境内，这也说明他们看好云南的白酒产

业。虽然他们才刚刚起步，但是有他们的

参与，加上云南原有的那些优秀白酒企业，

一定可以将云南的白酒产业做上去。

不管是云南本土的老白酒企业还是新

来投资的企业，人才是关键。技术人才、管

理人才、营销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作为

行政机关，我们能做的是为企业的发展服

务，为产业的壮大出谋划策。最近，我在与

一些白酒老企业和新近发展起来的企业交

流时表示，云南白酒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他

们，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最后沉淀下来的企

业和品牌才是云南白酒未来的希望。竞争

的确残酷，但是不经过竞争就不可能有具备

核心竞争力的云南白酒。云南省工信委是

企业发展云南白酒产业坚实的后盾。

全 国 两 会 期 间，多 位 云 南 籍 代 表 和

委员针对近段时间白酒价格疯涨表述了

自己对云南白酒产业发展的看法。记者

在与他们交流后认为，云南酒业要发展，

必 须 要 了 解 目 前 市 场 发 展 的 趋 势 与 特

点。纵观全国酒市，从兼香型的复兴，到

新品牌的横空出世，都在透露着白酒市

场发展的新趋势——白酒理性消费时代

已经来临。

具体而言，白酒的理性消费主要体现

在消费者对白酒消费需求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即从过去的盲目、跟随、追风的

“感性消费”转变为“健康饮酒”的“理性消

费”，讲究酒的品质和品位。白酒企业在

市场运营上，已经愈来愈注重培育忠诚顾客

和增加产品的消费附加值，找准自己的目标

消费者，并采取投其所好的营销策略和方

法，满足目标消费者的潜在需求。

白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在中国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白酒不再是简单的

“酒精饮料”，而更多地代表了建立在核心

产品基础上的一种有文化有价值的生活

品位，因此给品牌或者产品赋予更多的附

加值，尤为重要。

2011 年 3 月 10 日 星期四
编辑：汪秀芬 制版：张 迪
95013812345-1028 mybjzz@163.com

两会特刊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