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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年底以来，我国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期，产销回归市场，价格趋于合理，

消费趋向理性，呈现出白酒行业发展新常态。受新常态大环境的影响，遵义白酒行业自 2013

年起告别黄金十年，步入调整期。目前，遵义白酒行业整体虽处于深度调整期，但是行业间高

端与中低端的分化已较为明显，高档酒价格企稳回升，中小酒企艰难运营。 

 

黄金十年 

“中国好酒在贵州，贵州好酒出遵义”。遵义是著名酒乡，产酒历史悠久，酿酒工艺独特

，茅台、董酒、习酒、珍酒、鸭溪窖、湄窖和长寿长乐等酒企曾一度门庭若市、一瓶难求。但

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全国白酒行业调整中，遵义酒业也遭遇了巨大的阵痛……有的

企业甚至直接被市场淘汰出局。进入新世纪，经历了市场洗礼后，以茅台为代表的遵义酱香白

酒走出低谷，冲出突围，强势崛起。从 2003 年到 2012 年，遵义白酒进入“黄金十年”的快速

发展期并呈现出如下发展特征： 

1.投资旺盛 

10 年间，从茅台镇沿赤水河谷而下，一栋栋依山而建的白酒厂房拔地而起。仁怀名酒工

业园区、坛厂酒类配套产业园和习水白酒工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国台、

钓鱼台、百年糊涂、酒中酒和镇酒等一批新兴名酒品牌声名鹊起。白酒行业的巨额利润还引来

了资本的角逐。如天士力、海航集团、中粮集团和娃哈哈等相继进驻仁怀。酱香白酒炙手可热

，民间酒坑也趋之若鹜。 

2.总量剧增 

2012 年，遵义全市规模酒企白酒产量 24.58 万千升，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近 360 亿元。与

2003 年相比，遵义全市白酒产量增长 1.9 倍，营收增长 10.4 倍。10 年间，遵义白酒产量和营

业收入分别保持了 11.2%和 27.6%的年平均增长率。特别是营业收入，10 年间年平均增长率快

于同一时期全国白酒行业 4.6 个百分点；2011 年，营业收入增速达到最高峰，为 63.6%。 

3.效益显著 

2012 年，遵义白酒行业实现利税总额 285.83 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工业利税总额的 67.2%

，比重较 10 年前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其中，2011 年、2012 年行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速分别为

53.4%和 47.6%。 



4.份额增大 

“黄金十年”间，遵义白酒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2003 年的 1.3%提升到 2012 年的 2.1%；

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则从 2003 年的 5.8%提升到 2012 年的 11.2%；2012 年实现利润占

全国的 26.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遵义白酒在全国白酒市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贵州

省内更是起着举足轻重、主导白酒产业发展的作用。长期以来，遵义白酒产量、营业收入和利

税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占全省 80%以上，其中利税达到 90%以上。 

5.贡献巨大 

独特的资源优势、独具一格的酿酒工艺、源远流长的美酒文化和一批品牌集群的打造，使

得遵义白酒产业逐渐形成了“一带”(即遵义-仁怀-习水-赤水段)、“两点”(即汇川区董公寺

镇、湄潭县湄江镇)的格局。白酒成为了遵义市的第一支柱产业。可以说，遵义白酒行业的“

黄金十年”，也是遵义工业经济迅猛发展的十年。 

 

分化调整 

随着全国白酒产业迈入常态化，遵义白酒行业开始告别黄金十年，呈现出调整和艰难运行

的态势。2013 年，全市白酒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从 2012 年的 41%回落至 13.8%，2014

年继续回落至个位数，仅略微增长 4.5%。行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速也从 2012 年的 47.6%下滑至

2014 年的基本持平。近年来，遵义白酒行业间的高端与中低端酒品的分化已较为明显，高档

酒价格企稳回升，中小酒企艰难运营。 

1.茅台对遵义白酒业的引领作用十分突出 

遵义白酒行业快速扩张的 10 年间，茅台产量稳步增长，实现营收 11 倍增长、利润 20 倍

增长。即便是白酒行业深度调整的 2014 年，茅台集团仍实现营收 343 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

营业收入的 1/4；实现利润 223 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利润的近八成；上缴税金 83 亿元，占

全市规模工业上缴税金的六成。其中上市公司实现营收 315.74 亿元、利润 221.03 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 2.1%和 1.4%。在白酒行业艰难调整的阵痛期，国内知名酒企效益无不跌落，唯茅

台逆势增长独领风骚。可以说，茅台凭借此前积累的酒业品牌和人气抵御了经济下滑，以及消

费萎缩带来的冲击，引领贵州酒业逆势发展。 

2.茅台酒市场已经企稳，整体生产销售趋势明显好于前两年 

截至 5 月末，贵州茅台已完成今年全年销售目标的 60%，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两项指

标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眼下虽处于酒业淡季，但贵州茅台高档酒价格企稳回升，本轮调整基

本到位。 

3.中低端中小酒企和茅台镇基酒企业仍处于深度调整中 

由于市场销售不畅、投资战线过长等原因，部分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和资金链断裂，



前几年涌现的民间酒坑更是难以为继。在此大背景下，有的酒企已经转行，有的关起门来等待

市场复苏。截至 5 月末，遵义除贵州茅台外的其余规模酒企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比

2014 年同期分别下降 1.8%和 20.5%。 

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主要原因在于：白酒行业快速发展的十年间，在行业高额利润的鼓

舞之下，一些企业大肆扩张产能，投资新建窖坑、厂房等基础设施占用了大量资金。面对突如

其来的调整，这些企业始料未及、难以应对。更为严峻的是，过去 10 年，“三公”消费占据

了白酒产品市场销售的较大比重，酒企在销售渠道、经销商服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欠债较多，

处境十分被动。 

 

发展之路 

面对酒业新常态，遵义白酒业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秉赋，主动转变观念，加快转型发

展，正朝着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努力。 

1.继续打造赤水河谷生态环境，倾力服务好国酒茅台 

进一步巩固茅台的国酒地位，为其走向世界创造条件。始终坚守生态环保底线，严格执行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以最严格的手段加强环境监管。 

2.大力发展中低端产品，形成梯度发展 

针对消费者的不同层次和群体，发展中低端产品，满足大众消费；进一步扩大酱香白酒市

场容量，整体提升“中国酱香·赤水河谷”的品牌影响力。 

3.整合资源，完善营销体系网络建设 

茅台集团将已有的传统渠道与电商渠道有机结合起来，拓展消费市场。 

4.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助力酱香白酒健康有序发展 

一是重点打造“中国酱香·赤水河谷”200 里经典酱香白酒走廊。二是严格酒类生产流通

监管，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维护遵义酱香白酒的质量声誉。三是加大打造“中国酱香·赤水河

谷”地域品牌的工作力度，加大酱香白酒绿色、有机、健康等科普宣传工作。四是在政策支持

及服务上，开展好“一企一策”及“双服务”工作，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5.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中国白酒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假以时日，遵义酒业必然会做强

做大，继续支撑遵义发展，造福遵义人民和广大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