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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白酒产业发展战略浅析

摘要：贵州号称“中国酒乡”，贵州白酒业在中国酒

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贵州白

酒行业呈现出的发展战略和特色营销特征，对中国白酒

行业未来营销策略的演化和中国白酒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贵州有着悠久的酿

酒历史和丰富的酿酒文化，白酒产业成为贵州重要的支

柱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是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是财政增收的重要来源，

抓工业必须抓白酒，实施工业强省战略首先要加快白酒

产业发展。充分认识白酒产业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地位，创新思路，把加快白酒产业发展作为实施

工业强省战略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推动白酒产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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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作为贵州特产之一，无论是质量还是信誉在全

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特别是以依托独特的酿酒技术、

微生物资源和气候条件为基础的酱香白酒代表茅台酒，

更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上世纪 80 年代，在茅台、

董酒的带动下，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安酒、湄窖、

鸭溪窖酒、平坝窖酒和习水大曲等一大批名优白酒相继

产生，成为贵州八大名酒。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

竞争的加据，当时的许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岌岌可危，

许多品牌在竞争中销声匿迹。

在变化莫测的市场风云当中，仅靠“茅台”来支撑局

面是万万不行的。贵州白酒产业如何抓住机遇，在逆境

中生存并壮大，如何从白酒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

展、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多种视角，思考、谋划贵州白

酒的振兴与发展，是加快全省白酒产业发展的一项重大

战略任务。

一、贵州白酒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贵州省白酒

产业紧紧围绕“两加一推”，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以做大总量、提升质量、打造品牌为目标，以调整白酒产

业结构为突破口，重点扶持白酒企业技术改造，奋力推

进白酒品牌建设，努力开拓白酒市场，促进了全省白酒

产业快速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010 年，贵 州 省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白 酒 产 量 16.04 万

千 升，总 产 值 203 亿 元，居 全 国 第 三 位；利 税 130.8 亿

元，利税率居全国第一位；增加值 152 亿元，占全省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12.4% ，仅 次 于 煤 炭 和 电 力 行

业。白酒产业已成为贵州省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特色

优势产业。 2011 年贵州省规模以上企业白酒产量增

加 24.66 万千升，同比增长 47.7%，绝对值比 2010 年净

增 了 62.4 亿 元，同 比 增 长 37%（当 年 价 格），销 售 值 在

全 国 占 比 为 6.4%，增 速 在 全 国 排 第 4 位，比 四 川 省 高

9.67 个百分点；产量位次也由 2010 年的第 12 位上升到

第 11 位。2011 年 1 月至 11 月贵州省规模以上白酒企

业的利税总额为 184.6 亿元，居全国第二位，比排在第

一 位 的 四 川 省 少 119.63 亿 元；但 四 川 省 同 期 是 以 257

户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和 1229.4 亿 元 的 工 业 总 产 值 创 造 的

利税，而贵州同期是以 66 户规模以上企业和 252.2 亿

元 的 工 业 总 产 值 创 造 的 利 税 。 1 月 至 11 月 贵 州 白 酒

工业产值利税率达 73.2%，而四川是 24.75%。1 月至 11

月，贵州白酒工业产值利税率是 73.2% 。 2011 年贵州

省白酒出口 120.6 万升，货值 1.08 亿美元，比 2010 年分

别增长了 34.2%和 69.4%，一跃成为 2011 年度贵州省出

口货值最高的食品。

二、贵州白酒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机制不灵活、体制僵化，严重制约着贵州酒企业

的发展

要解决贵州酒目前低迷的状态，首先要彻底解决贵

州酒企业的体制问题。机制不灵活、体制僵化，严重制

约着贵州酒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作为国有资产占主导

地位的国有酒厂，目前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转换企业机制，包括国有资产所有人或出资人，必须搞

清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权力过分集中并非

好事，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人，应充分注重授权，只有让

企业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企业的

自主创新智慧和资源优势。

2.品牌建设滞后，严重削弱了市场竞争力

贵州酒无论是在市场占用率上，还是在产销量上，

比起川酒和山东酒、安徽酒来说都有点差强人意，原因

就在于贵州酒整体品牌建设滞后，品牌竞争能力不足，

主要体现为“一线品牌单一，二线品牌乏力”。上世纪 90

年代，贵州省培育了包含茅台、董酒等在内的数十个名

优品牌，到如今只有“国酒茅台”还笑傲酒市。其他名优

白酒不是停产就是正处于改制当中。同时，品牌市场竞

争混乱，品牌名称上的“沽名钓誉”或模仿抄袭、品牌塑

造手段上的雷同或相仿、品牌广告创意上的贫乏，严重

制约着贵州酒强势品牌的建立。目前绝大多数酒厂仍

然局限于做短期销售量，缺乏品牌长远规划。另外，品

牌老化也是制约贵州酒产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3.市场狭小，市场开拓亟待跟进

虽然贵州省白酒产量增速较快，排名靠前，总量占比

上移，但销售产值排名后移、且靠后，产销率下降。2011

年，贵州省白酒总产值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后退了 1 位，销

售产值在全国排第五位，后退了 2 位，增速低于全国 3.17

个百分点，在全国前 15 个主产区中排第 7 位。产销率

80%，同比下降 3.6 个百分点。在市场上，贵州酒面临三大

问题：第一、昔日的名优白酒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惟有

国酒茅台孤立支撑；第二、“贵州出好酒”这块“金字招牌”

正被少数投机取巧之人“抹黑”；第三、贵州酒整体产品结

构不合理，品牌老化，市场销售量不断下降。

4.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秩序混乱

贵州省白酒企业除茅台集团和国台酒业公司外，其

他企业年销售产值都不足 10 亿元。中小企业大多在省

内竞争，企业之间各自为政，互相挤压厮杀。企业小而

散，资源得不到整合，形不成规模效应，难以快速发展。

同时在“投资小、见效快”的利益驱动下，部分地区盲目

新建、扩建白酒生产项目，使得酒厂数量多而规模小，出

现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有的地方为保证本地产酒的

销量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打压外来酒产品，此类

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做法严重阻碍了贵州白酒市

场的正常发展。

5.融资渠道单一，限制了贵州酒企业规模化发展

在融资方面，贵州省以酱香型为主的白酒生产周期

较长，所需流动资金较多，在现有金融支撑能力较弱的

情况下，扩大生产融资难度大。“深振业”向贵州董酒

厂实现资本嫁接和“国酒茅台”的上市，给贵州酒企业的

融资方式，提供了实践依据。可以说贵州部分酒企已经

具备进入资本市场的条件，关键是采用何种方式进入，

是直接上市，或是借壳、买壳上市，应根据企业的具体情

况而定。如“贵州醇”已经有能力实现直接上市，青酒、

习酒、董酒、鸭溪酒、小糊涂仙、金沙回沙等都可以考虑

通过联合或买壳上市。贵州白酒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做

强做大，必须解决资金问题，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产品

创新、市场拓展都无法实现。

6.营销人才的短缺和营销战略乏力是贵州白酒营

销面临的重要难题

当前，贵州酒在营销层面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

是缺乏长远营销规划，只重战术运用，轻视战略谋划；二

是实战型营销人才短缺，白酒国际化不同于白酒国内市

场的开拓，它需要白酒专业方面的知识，白酒营销知识，

还需要专业的国际贸易知识，但是贵州省白酒企业缺乏

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这是贵州省白酒走向国际化的一大

屏障；三是缺乏有效的营销人才激励机制和创新营销思

维；四是在营销管理上奉行“拍脑袋”式的粗放管理，缺

乏对整个营销过程中细节上的执行和监督力；五是市场

信息渠道不通畅，企业间协作机制不健全，由于贵州省

大多数中小企业都秉承“船小好调头”的原则，企业之间

相互打压，缺乏合作意识，资源不能共享，严重制约了贵

州省白酒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三、贵州白酒产业发展战略建议

1.重点突破，科学布局

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由省政府相关部门牵

头制定全省的白酒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划分和布局白酒

发展各个区域。创建贵州白酒优势企业和优势品牌，整

合资源，强推贵州白酒产业。对列为重点区域（传统区

域）的地区重点从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扶持力

度。按照国家统筹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的相关政策规

定，在贵州省优质白酒主产区通过建立特色产业示范区

（如在金三角区）等形式，出台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等相

关的优惠政策，鼓励率先发展，对于该区域内的重点白

酒企业和品牌，给予重点支持，形成区域示范带动效应。

2.优化质量，强推品牌效应

一是重点扶持附加值高、有市场潜力的名酒研发与

生产，鼓励企业建立综合品牌，引导企业开展企业形象

和品牌标识的策划与宣传活动，引导白酒龙头企业的品

牌整合；二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

更新的步伐，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引进力度，努力提高

产品的科技含量，优化产品组合，调整产品结构，鼓励企

业自主创新和进行品牌开发；三是取消外购白酒连续生

产不许抵扣消费税政策，有利于名牌酒厂对小型酒类企

业进行整合，从而避免资源浪费，更有利于品牌的培育

和壮大。

3.断臂求存，创新体制

要复兴贵州酒，前提就是要卸掉包袱，加快贵州名

酒厂的资产重组和机制创新。深入改革机制僵化、经营

管理水平低下、产品结构不合理、企业竞争力弱的企业，

鼓励这些企业创新机制，充分发挥集团规模化经营优

势，加快企业间的重组；对已丧失市场竞争力的老企业

的整改，采取淘汰原则；对一些基础实力较强、仍具有发

展潜能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扶助政策，有效盘活存量资

产，整合企业资源，恢复发展活力；打破所有制和地域界

限，加大吸收外来资本和行业外资本，加快跨地区、跨行

业间的资本整合，加大对具有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的中

心型白酒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间的品牌联合和资

产重组，鼓励出让国有股权。

在体制创新方面应注意四点：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

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白酒市场配置资源的作

用。二是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体制。以市场为基础，引入

市场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积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

化。三是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四是转

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把政府经济

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白酒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来。

4.利益共享，协作发展

对白酒产业的发展，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群、企业

集聚、土地集约、生态环保的原则，走集约发展之路。一

是规划与建设必须充分体现贵州白酒产业协调推进的

要求，形成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的有机

联系。二是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各

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和第一选择。各地区要围绕各自

的酒产业定位和发展优势，筛选一批成长性强、带动能

力强的项目，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工作，提高项目的可操

作性；建立项目会审制度，对项目的投资强度、环保评

价、产出效率等方面要有明确界定，设置项目准入条件，

提高项目准入门槛 。三是加快完善“一带、一区、一基

地”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在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正视产业发展差异化的前提下，研究和制定符合

实际的中央和地方财税分享体系。通过分享机制，激发

地方政府、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中央增收、地方发展、企

业受益、群众得利的良好格局。

5.政策支持，实施网络营销战略，走白酒产品国际

化路线

随着白酒替代品的增多、国内市场空间饱和、生存

环境进一步恶化，迫使我省白酒企业必须及早寻求、开

辟国际市场。为使我省白酒走向世界，政府方面需要做

好以下工作：一要积极帮助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在国外建

厂或合资等方式，将名牌白酒推向国际；二要及时将国

际酒类市场的政策、信息、所需手续传递给国内白酒企

业，便于企业做好充分准备；三要积极建立和制定合理、

对等的贸易条件，打破不公平的贸易壁垒；四要在出口

退税政策基础上，积极研究并建立系统的、完善的对出

口白酒企业的鼓励政策；五要加大对白酒文化的宣传和

引导力度，引导国外消费，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白酒

文化；六要加快培养白酒国际化的专业人才，特别是白

酒国际化的贸易人才和操作研究人才。白酒企业方面：

一是要适应消费者需求，把白酒生产与人们的消费观念

结合起来，生产绿色的适合消费者口味的白酒。二是可

以在综合运用特色营销、绿色营销、精细化营销和文化

营销的同时，精妙的运用特色营销中的网络营销是贵州

白酒走向国际化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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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和英语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两种语言，由于东西方文

化的巨大差异，而在语言思维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

思维方式、思维定式、思维习惯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对于跨文化

的语言交流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了汉英语言各自思维特点

的基础上，对两种语言的思维差异进行了比较，并对其在跨文化交流

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汉语，英语，思维，跨文化，比较

人类语言与思维的发展追根究底与人类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难

以分离。语言体现了人类的思维，而思维又深深植根于文化。因此，

了解语言思维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深入剖析。

一、汉英语言的各自思维特点

（一）汉语及汉语思维特点

汉语遵循意合法，强调语义的变化，忽略语法和形态的变化。汉

语词——短句——复句整个结合过程满足语义条件即可，主谓语的关

系并不牢固。汉语的思维强调直观理性，喜欢用形象的方法表达抽象

的概念，以隐喻方式说明主体，从综合的角度理解文字，因此，汉语言

的真正信息其实要靠外围语义成分来承载。因此，汉语思维具有形象

性、综合性、统一性。

（二）英语及英语思维特点

英语的句式构成满足形合法。英语通过丰富的时态、形态变化

构成句式，各分句的连接关联词实现，例如 so.....that,but also,either.....

or, both....and 等等。这样的句式有着明显的直线枝形铺排特点，使

得英语客观性强、准确度高、主谓语一致，所以英语抽象思维性和分

析性强。

二、汉英语言与其文化思维的差异比较

（一）汉英文化表达的差异比较

汉语的文化表达如同欣赏中国山水画一样，一定会有“留白”，给

人充分遐想的空间。例如古诗《寻隐者不遇》，单句理解很难看出全诗

的含义，纵观全诗才能领会其意境。

英语的文化表达常常用笼统的抽象名词表达复杂的理性概念，或

者是用丰富的构词方法进行表达。因此，英语的文化表达给人直接、

简洁、重点突出的感觉。

（二）汉英文化思维的差异比较

在汉语的文化思维深处，总是按照从整体到部分的顺序进行表

达，也就是通过涡轮型的方式围绕主题进行阐述，所以汉语言和文字

具有辞藻华丽，起伏承转、渐入正题的特点。英语的文化思维侧重于

突出主观作用和以主体为中心，其文化思维是先强调局部再谈及整体

的。因此，英文化突出强调的是自我中心，反映在语言和文字上则比

较直截了当，朴实准确。例如，同样是写信，英文以“I am writing to

you to ..... ”来开头，而汉语则以“XX，近来安好……”开头，这就是汉

语曲线思维与英语直线思维的直接差别。

三、汉英语言思维转换的应用策略

汉语与英语在遣词造句、思维方式、文化底蕴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有着天然的障碍。因此，研究汉英语言的思

维转换有利于顺利的文化交流。

（一）思维“中心”的转变

汉语以“主题”为中心，英语以“主语”为中心，实现“中心”的转换

就成为文化顺利交流的核心环节。汉语将中心语义放于句尾，英语将

中心语句放在句首，理解了这样的构成差异和思维差异，就可以有效

地掌握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的精髓。例如：Five years have slipped by

since I came from the country to Beijing.句 子 中 心 在 于 句 首，强 调 时

间。中文则翻译为“我从家乡到北京已经五年了。”

（二）主客观视角转变

汉语思维常采用主观视角，以人为中心来分析事物。英语思维则

采用客观视角，以物为中心来分析事物。因此，在两种语言文化交流

中要注意区别，汉语是将动作和事件的落脚点放在发出者的身上，所

以常用主动语态；英语是将动作和事件的落脚点放在承受者身上，常

用被动语态。

（三）形合与意合方法的转换

我国著名汉语学家王力教授曾说“西洋语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

语是软的，富有弹性，所以中国语法以达意为主。”例如：Because he

was ill,he didn't come.英语的描述简单又直接。但是如果从汉语来领

悟则有多种方式：他病了，没来。/他因为生病，没来。/他生病了，所

以没来。/他因为生病了，所以没来。

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精华，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交流往往促进思维的

发展。在汉英语言交流中，思维模式的差异并不能阻碍文化的交融和

发展。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汉英语言必然会在更大的舞台发扬其魅

力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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