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酒香型消费的多元化时代来
临。从香型来看，酱香型白酒是增长最
快的品类，同时也是利润最高的品类。
2022年， 酱香型白酒以10％的产能，
实现白酒总收入的33%、 总利润的
40%。 一轻将首都酒业打造成产供销
一体化一流酱香白酒企业，力争5-10

年， 中华酱酒品牌进入酱香白酒主流
品牌阵营。

行业的分化隐藏在一升一降的数
据之中。 纵观近年来白酒行业发展不
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以上白
酒企业产量逐渐减少， 但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的收

入却不断提升。
中国酒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近十年来白酒产量于2016年达到
顶峰，彼时产量为1358.4万千升，同比
2015年增长3.5%。

但此后至今， 白酒产量不断下
降，截至2022年底，出现“6连降”。数
据显示，2016-2022年， 白酒产量分
别为 1358.4万千升、1198.1万千升、
871.2万千升、785.9万千升、740.7万
千升、715.6万千升和671.2万千升。经
粗略计算，2022年全国白酒累计产量
相 较 于 2016 年 峰 值 ， 同 比 下 降
50.59%。

尽管产量不断下降， 但从整体收
入来看，却呈现逆势增长态势。

中 国 酒 业 协 会 数 据 显 示 ，
2020-2022年， 我国规模以上白酒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5836.39亿元、6033.48
亿元以及6626.45亿元。

在这种分化加剧的背景下， 未来
白酒行业将呈现弱动销、慢恢复状态。
2017-2027年是白酒赛道的白银周
期，其中市场层面将呈现品质化、品牌
化、高端化、全国化；渠道层面将呈现
厂商一体化、C端化、BC一体化； 国际
市场层面将呈现年轻化、时尚化、国际

化发展趋势。
当行业逐渐进入分化期， 酱酒

赛道也将迎来新一波品质提升潮。
品质升级驱动白酒高质量发展主要
体现在香型更迭所促成的香型多元
化，核心产区表达，白酒新国标颁布
下的纯粮固态酿造驱动， 年份酒团
体标准颁布下的年份酒、老酒驱动，
酱香分化以及健康、 绿色理念深入
人心等六大层面。

与此同时，除产品升级外，文化创
新也将进一步驱动白酒赛道高质量发
展，通过品牌历史文化创新展现、品牌
时代精神传扬、酒庄传递品牌体验、数
字化品牌创新传播、 品牌以及产品文
化赋能跨界等方面， 白酒行业也将加
速转型。

据了解，为促进白酒高质量发展，
一轻旗下首都酒业坚持长期主义，在
中国酱酒核心产区仁怀茅台镇战略投
资数十亿元建设白酒生产基地， 占地
315亩，计划设计产能8000吨。

未来，随着酱酒赛道回归理性、
集中度不断提升， 众多酒业也将推
动品类不断提升， 酱酒赛道将会向
品牌化、高端化、资本化、数字化趋
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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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产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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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是构筑国家
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数字经济是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数据要素的注入重构了原有的社
会规范体系， 数字化生产关系的变革
能够容纳新生产力，改变此前层级化、
职能化的组织架构， 满足社会发展的
基本需要。

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了“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 当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这
五个方面的系统化发展， 是各个方面
要素之间的重新布局。

数据要素的注入使得原有的社会
规范体系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第
一是产权， 也就是居民资产的内涵发
生了改变，不仅有不动产，还有数据资
产；第二是流通和交易，数字要素改变
了原有消费模式， 数字消费被大量激
活；第三是公平和效率，数据要素市场
化需要考虑公平合理地分配， 在确权
和授权方面给予每一个市场主体机
遇。激活数据要素的过程，也就是不断

改变工业社会时期城市运行基本规范
的过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维度，
则是将原有的生产关系变革成为数
字化生产关系。所谓数字化生产关系
就是指能够容纳数字生产力的生产
关系，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数
据透明， 透明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
改变原有层级化、职能化的组织架构
模式；第二是全员可信，社会变革需
要有先进生产力做支撑至关重要，区
块链、可信计算等一系列先进数字生
产力可以提供可信的记录；第三是身
份对等。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分享智
慧人口红利时代，而不是依靠劳动力
人口红利， 当同样的工作可以释放
5-10倍价值的时候，经济富强便指日
可待。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构建了
数据经济基本模型的变化，这个变化
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层面的变革，除了
技术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基
础设施， 也就是经济规则的变化，比
如数字信用、数据市场、数据资产的
运行规则。

经济基础设施变革需要考虑供
给和需求的重新匹配。 需求中增加
了数字消费， 生产力供给有了产业
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和大量的数据
产品， 两者之间要达成一种新的平

衡， 这个新的平衡需要数据治理的
跟进， 需要我们有数据治理体系也
要有数字空间治理能力， 这样形成
的才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中国经济体
系基本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