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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加快建成千亿白酒产业的对策建议
——基于SWOT模型下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的分析

司元娇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本文回顾了泸州白酒产业的基本情况,梳理了"十四五"期间泸州白酒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规划布局,基于

SWOT模型,对泸州发展白酒产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挥比较优势、

促使优势更优""强化对标补短、推进均衡发展""主动抢抓机遇、开辟发展格局""主动迎接挑战、有效应对风险"4个

方面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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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Luzhou's 100 billion liquor industry
— Analysis of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based on 
SWO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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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Luzhou liquor industry, sorted out the target orientation, planning layout 

of Luzhou liquor industr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uzhou liquor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SWOT model,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Give full play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s, promote better advantages", "strengthen benchmarking to 

offset weaknesses,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actively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open up development patt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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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白酒产业受到国家重视关注。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顺应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规律,及时调整白酒生产

许可细则,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定白酒产业

专项政策。中国国家标准发布《白酒工业术语》《饮料

酒术语和分类》,明确主要原料必须以粮谷为主,同时还

明确不能使用任何的食品添加剂[1],厘清了白酒产业发展

的基本概念。据《中国酒业"十四五"发展指导意见》显

示,到2020年,全国的酿酒产业有1887家规模以上企业,

酿酒总产量超过5400万kL,产品销售收入达到新水平,累

计超过8350亿元,实现利润近1800亿元。同时,指导意见

预计,到2025年,全国酒产业酿酒总产量将达到6690万

kL,在这个基础上,销售收入超过14100亿元,酒业利润将

更加客观,实现3340亿元[2]。当前,白酒产业朝着行业集

中度持续提升、产区意识逐步增强、政策环境更加宽松、

资本市场表现活跃等趋势,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白

酒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强[3]。本文在如上的宏观背景

下,对泸州市白酒产业发展历程进行简要梳理,同时从四个

维度进行分析,进而探索泸州白酒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泸州市白酒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泸州借力国省市政策东风,依托本土龙头企

业、底蕴深厚的酒文化、精湛的酿酒工艺,大力发展白酒

产业,"十三五"期间,全市酒类产业的营业收入首次超过

1000亿元大关[4]。2021年,泸州按照"一个产业、多位链

长、一个牵头部门、一个工作专班"模式,推进白酒(食

品)产业生态链发展,规上酒类企业达到124家,增加值增

速达到11.1%,全市酒业的营业收入实现1085.6亿元,同比



58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4期

增长14.9%;利润总额达到226.4亿元,同比增长44.1%;入

库税金118.8亿元,同比增长30.4%。高质量建成全国范

围内最大规模、最全产业链、最齐基础配套的白酒类园

区,入驻企业机构255户,产业园区营业收入实现1152.4

亿元,同比增长14.6%,入库税金达69.2亿元,同比增长了

13.3%。基本形成从原粮种植、白酒酿造、勾调储存到

包材配套、防伪设计、物流运输、会展金融、市场拓展、

白酒智能装备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白酒供应链创新应用

经验获国家商务部等联合全国推广。

立足于酒业长远发展,泸州市编制《泸州市"十四五

"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围绕"‘一体两翼’、一群

三区"战略定位,优化全市酒业"一核三带五组团"格局。

按照"两区五地两体系",推动泸州白酒产业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围绕如下路径实施:一是打造世界级名酒产区、

世界一流的白酒产业园区;二是打造白酒综合配套产业基

地,建设全国酒业综合配套服务高地、世界著名白酒文化

圣地,创建中国白酒绿色发展示范基地,建设白酒开放合

作新高地;三是完善品牌与营销管理体系、健全白酒质

量标准与安全体系。通过明确"十四五"期间战略定位、

战略实施路径,到"十四五"末期,白酒营业收入有望历史

性地突破1500亿元;到2035年,白酒产业有望再新增纯粮

固态产能25万吨,营业收入将达到新的高度,突破3000亿

元[5],泸酒发展达到新高度。

二、泸州市白酒产业发展SWTO分析

（一）优势（S）。一是基础本底好。泸州具有发展白

酒的特殊优势,它集中体现在泸州既是浓香型白酒的最佳

原产地,也是酱香型白酒的最佳原产地的特殊优势。泸州

所在区域独特的湿度、温度、气压、风力、微生物环境、

水质等,为高品质白酒的酿造创造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的

优势。泸州的特殊生态环境、历史传承,同时孕育了酱香

型、浓香型这两大香型白酒,发展成了全国重要的白酒生

产基地,并跻身迈入世界十大烈酒产区行列,在泸酒的发

展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现在拥有46个"国字头

""中字头"的荣耀,即23个国家级驰名商标、2个中华老

字号,以及21个中国驰名商标,此外,还孕育了74个省级

品牌、3个四川老字号、5个地理标志。二是创新发展稳。

既守正,又创新,是泸州白酒产业发展的特色。近年来,泸

州制定了酒庄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在具体的实践中,逐

步探索出具备独特泸州"IP"、泸州风格的名酒名镇、酒

镇酒庄、名酒名园,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模式,正助力酒

庄建设、酒旅融合蹄疾步稳地发展;同时,泸州创新发布

中国白酒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中国白酒行业社会信用指

数,站在行业的制高点,制定白酒酒庄标准体系,引领酒庄

发展潮流;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白酒行业节点,

这是标志化的新创举,开辟了全国的先河。三是品牌价值

高。汇聚全市力量,高标准、高品质打造中国国际酒业博

览会开放平台,吸引40多个国家、地区酒企参展,通过内

容充实的业界翘楚纷纷云集酒业博览会,促进各国、各

地区酒业的交流,讲好泸州白酒故事,中国酒城醉美泸州

的形象得到有效推广;同时,举办中国酒业2.0数字化转型

发展高峰论坛和青酌奖"颁奖盛典等此列酒业活动,联合

中酒协组织召开"中国酒业高峰论坛",打造白酒行业发

声地和风向标;积极承办"川酒全国行"系列活动,优质资

源、优质品牌不断塑造"中国白酒泸州产"的良好形象。

(二)劣势（W）。行业位次尚需提升。综合分析白酒

的上市公司,在市场占有、业务收入等方面,处于龙头地

位的是茅台、五粮液。2020年,茅台白酒业务收入突破

940亿元,五粮液白酒业务收入突破440亿元。在更为具

体的市场划分中,泸州市最大的浓香型白酒泸州老窖,白

酒产量15.88万吨,低于五粮液的16.04吨;销量11.14万

吨,低于五粮液的12.09吨,居于浓香型白酒的第二位置。

酱香型白酒郎酒,无论是从年产量、销量,还是业务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税收贡献,均远低于同类型的茅台集团。

包括泸州老窖、郎酒在内的泸州白酒企业,到冲刺行业领

先,还有很多艰辛的工作需要去努力。

(三)机遇（O）。一是国省政策利好。聚焦国家层面,

国家发改委立足全国产业发展均衡高质量,发布《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将白酒产业从"禁止"类

移出。2022年,国务院立足新时代的发展,发布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要发挥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

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这为古蔺县、叙永

县发展酱酒产业提供了难得机遇。聚焦省级层面,四川大

力推进优势产区协调发展新格局,支持宜宾、泸州作为产

业核心增长极,依托长江上游优质浓香白酒核心区和赤水

河流域酱香酒谷,打造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白酒产业生态

圈,增强对省内其余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二是行业发展

驱动。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持续提升,消

费群体对品质、品牌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加关心食品安

全、品牌魅力和附载文化,"喝好酒""喝品牌酒"的消费

欲望较为强烈,这种消费升级从客观上推动了白酒产业的

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利于优质白酒企业发展,随着政

策、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生产准入、运行体系等的规

范,在白酒市场出现假冒伪劣、粗制滥造的情况下,能有

及时有效组织力量,强力依法整顿、整治和净化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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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打击破坏白酒产业优质发展的不良市场主体,这为注

重安全、品质的泸州白酒产业带来了机遇,必将助力在变

局中开新局,大胆、大力通过正常、合法手段和渠道维护

消费者权益和自身发展。

(四)挑战（T）。一是产业竞争压力加剧。在"十四五

"开局的2021年,放眼全国白酒产业,虽然白酒营业收入达

到18.6%,利润增速达到33%,但是,规模以上酒企降至965

家、降幅达到7.5%,白酒行业的竞争"硝烟味"浓厚。在这

个过程中,白酒行业之外的资本,纷纷涌入进来,这种跨界

的资本行为,大大加剧了白酒产业的竞争态势,中小酒类企

业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二是消费习惯逐步多元。长

期以来,白酒在国内酒精、饮料酒行业中,居于主导地位,"

喝酒"大概率指的是"喝白酒"。但是,进入新的时期,消费

者的偏好更加多元,一些诸如健康饮酒、理性消费的观

念被消费群体做接受,不再"逢酒必白酒",与此同时,市

场上的需求向啤酒、葡萄酒、保健酒、果酒等低度酒倾

斜,新生消费愿望更倾向于年轻化、低度化,白酒占饮料

酒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15年的20.47%,下降到2020年

的14.81%,按照这样的态势发展,白酒的消费量将有可能

下降[6]。三是疫情催生销售新渠道。腾讯发布的《2021

年白酒消费者调研》显示,通过线上的方式,酒类企业在

互联网上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其中,每百名白酒消费者,有

96个是通过线上社交圈进行信息交流,86个有网络渠道

社交圈点习惯,70个是通过网络的社交去触发的购买白酒

的,50个是通过网络上的社交圈进行的交易选择[7],销售范

式正在重塑,既往的销售渠道和路径受到挑战。

三、泸州市高质量发展白酒产业的实施路径

(一)发挥比较优势,促使优势更优。一要龙头引领发

展。依托浓香、酱香型白酒叠合产区、国家级名酒品牌

优势,实施品质升级、品牌培育、品种丰富等工程,快步

建设国家级白酒创新中心,争创全国白酒生产、智能酿造

基地[8]。做特做精本地龙头企业,加快中小酒企培育整合,

构建酒业发展新格局。优化白酒产业发展配套政策,完善

发展资源要素,在基建、白酒国际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给予链主企业专项支持,打造世界级烈酒品牌。二要

项目支撑发展。围绕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盘活存

量、做优存量,高质高效推进泸州老窖酿酒工程及其生产

配套提升项目、白酒产业园区30万吨小曲清香项目、佳

记酒业技改扩能项目、仙潭酒厂5000吨基地技改项目等

世界级白酒产业集群重点项目[9],推动企业扩大优质产能,

打造酒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在推进项目实施过程

中,要抢抓时间尽快开工,形成重大项目接续开工、梯次

推进的良好态势;要主动靠前周到细致服务,做实做细项

目可行性研究、选址、规划设计、立项审批等前期工作。

三要标准提质发展。一方面要固化既有优势,大力保护和

发展酿酒窖池,传承酿造技艺,培养产业高科尖人才,建立

酒业人才实训基地。同时,全力建设白酒产业计量测试

中心,做实做优四川白酒产业研究院,构建整合工业设计、

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等为一体的全周期专业化服务体

系,有力推动原酒质量标准建设,推进泸州原产业升级和

品牌化、规范化发展,塑造具有泸州特色的"酒品质IP"。

白酒全产业链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众多行业,要充

分发挥标准对产品质量和生产行为的约束作用,做好食品

安全,确保产业生命力。四要酒庄集群发展。将优质资源

布局在最具优势的产业和最具活力的企业,提档升级旅

游、度假、品调、私人订制等体验营销功能,打造独具中

国气派、中国特质、中国风骨的世界级白酒庄园集群。

(二)强化对标补短,推进均衡发展。一要优化资源配

置。协调帮助个别生产经营不善的企业,渡过难关、走出

困境,鼓励有实力、有潜力的企业做强做大,实现转型发

展,尤其是,支持川酒集团与中小类企业开展供应链合作,

整合优质酒企、名优品牌,鼓励原酒基金采取参股投股、

订单收购、高端定制等方式推进原酒资源整合。二要提

升政服务水平。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减少行政审批

事项,精简行政审批环节,规范收费标准和行为,尤其是在

市场准入、项目环评、安全许可等方面,争取更高层级的

权限下放。完善市领导、市级部门对口联系制度,通过座

谈会、实地调研等方式,常态化收集、解决酒企存在的"

急难愁盼"问题。三要增强要素保障能力。打造集群式、

规模化、产业化的酿酒原粮基地,保障好酿酒专用粮,持

续做好酿酒专用粮基地规划建设,稳步扩大酿酒专用粮

面积,加快有机糯红高粱基地规模化建设,提升酿酒专用

粮的保障能力,提供优质原料支撑;推动降低用气成本,支

持符合条件的酒类企业天然气改"转供"为"直供";强化

用地保障,在严守耕地、生态、永久基本农田"三条红线

"基础上,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环保规划、城建规划、林

地保护利用规划等各项规划有机对接,为白酒产业、三产

融合发展,科学精准布局建设用地,为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基地建设等提供规划保障;强化金融支持,加大酒类

企业在技术改造、原粮采购、原酒质押方面的信贷投放

力度,环节酒类企业融资难问题。四要规范市场秩序。整

顿和规范白酒市场,依法打击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

为,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守白酒安全底线;加强白酒产品

知识产权保护,加强跨区域联合执法,打击各种假冒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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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建设白酒行业信用指数平台,建立白酒企业信

用评价、动态监管体系,提升泸州整体形象。五要完善产

区建设。高标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生态环保、

交通路网等配套设施,促进优势要素、优质资源向园区集

中。协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细化白酒生产区、周

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完善产区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修

复机制。加大对企业购置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

产等专用设备奖补力度,确保白酒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并行不悖,筑牢泸州酒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底。六要

强化创新技术运用。敏锐把握白酒行业的数字化方向,弥

补白酒产业在研发设计、生产酿造、封装包装等环节数

字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制造业的短板,加快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同白酒产业跨界融合、深度融合,更加敏

捷、迅速第感知、满足市场需求。

(三)主动抢抓机遇,开辟发展格局。谋划落地200亿

级、100亿级、50亿级的招商项目,并将招商任务分解到

区县、园区。一要强化政策转化。抢抓"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省战略叠加机

遇,在更大格局、更大范围内谋划生成重大项目,精准对

接西部大开发、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政策布局,依托

原产地优势谋划生产一批项目,精准对接自贸试验区、综

合保税区、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等重要功能性布

局,结合市场需求创新谋划一批项目。二要强化包装谋

划。围绕国省政策、最新文件、领导讲话,包装打造一批

重大白酒招商项目,重点引进白酒酿造、大型物流、包装

材料、装备制造等产能和配套服务项目,形成国内外高端

要素集聚效应,助力白酒产业发展上新阶。推动产业规模

不断扩张升级。三要强化项目招商。做好招商引资项目

在法律法规、生产建设、生态环保、土地供应等方面的

可行性研究,保证项目引得来、能落地;依托平台招商,高

质量举办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把合作伙伴"请进来",邀

请国内外优质企业来泸考察项目、投资酒业,引入业外资

本、名酒企业向泸州产区集聚;畅通渠道抓招商,组建招

商专班,加强与中酒协、高校院所、中介服务机构大力联

系,主动寻找、对接意向性投资企业,提升招商引资精准

度、成功率。四要培育腰部力量。鼓励企业创新创造,创

响做特品牌、拓宽国内外市场,带动"川酒小金花"、"小

巨人"企业升级改造。

(四)主动迎接挑战,有效应对风险。一要跨界融合

发展。紧盯供给端、需求端,实施"酒+N"产业融合发展

规划,探索三产融合发展路径,打造独具酒城泸州特色的

新型消费场景,充分发掘和传承泸州酒历史文化,以酒城

文化推动文化酒城,为泸酒注入文化灵魂。二要提升承

载能力。将产业园区作为白酒发展核心阵地,推进产城

人景融合发展,优化白酒产业园区"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布局,助推产业园区向产业功能区有效转变,将产业

园区打造成宜居宜游宜业的"人城境业"共融共生城市空

间。支持古蔺县产酒镇、叙永县产酒镇建设具有山地特

色的酒庄酒镇。三要有效拓展市场。提升酒博会国际化、

专业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有效扩大参展企业数量

和品类,推动酒品展示向酒业全产业链展示转变;面向全

国承办酒业发展论坛、酒类产品交易会、酒文化交流会

等会展活动,打造川南国际酒业会展中心;在国内重要城

市、主要产区、销区创新举办"泸酒神州行"活动,提升

泸州白酒产区知名度、影响力。四要讲好泸酒文化。高

标高质泸州老窖国窖1573封藏大典、郎酒重阳下沙祭典

仪式、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等文化推广活动,深化与主流媒

体、文化艺术大师、歌舞剧院等合作创新泸酒文化表达

方式,综合运用声、光、电、影、音等技术手段打造以酒

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实景演出;开发泸酒文化主题文创产品

和文化用品,将独特的"泸字号"酒文化符号、元素融入

城乡一体形象设计,打造泸酒文化地标,实现"以酒饰城"、

"以文化城",提升"酒城泸州"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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