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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能够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加强产业内企业间的有效合

作和资源共享，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白酒产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呈现规

模化、多元化、品牌化趋势。本文以产业集聚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为研究基础，从白酒产业集

聚动力、集聚特征、集聚效应等方面对贵州白酒业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产业集群存在的

不足，提出了一些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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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综述 

迈克尔·波特提出，集群是相关企业和机构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地理集中现象，是由一系列

相关联的企业和其他对竞争有重要影响的实体组成。①波特同时还提出：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

，能够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加强产业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和资源共享，增强企业创新能

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我国学者王缉慈认为，产业集群一般指地方生产系统，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或实践经验，

又可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我们可能将它用作区域发展战略，更应把它作为认识区域发展的

思维方法，即产业集群是把产业区域视为使地理邻近的相关企业和机构互动和合作，以促进产

业技术创新的一种系统方法。② 

 

2  贵州白酒产业集群现状分析 

2.1  贵州白酒产业基本概况 

全国白酒产业现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白酒产业集群中，其中产量前 5 个地区(见图 1)的生

产量占全行业的 56.01%，近年来主要在西南地区的几个优势省份。 



 

而白酒产业是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规模也在日益增大。2010 年全省白酒行业社

会产量 36.85 万千升，规模白酒企业实现产量 16.04 万千升，同比增长 12.63%。 

2.2  白酒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分析 

我们就其中几项较为明显的优势对贵州白酒产业集群进行分析。 

(1)生产因素。由于赤水河畔的地质从整体上讲属浸湿构造类型，岩层主要为页岩、沙岩

。土壤地质结构十分特殊，含有多种微量金属元素及其他有益成分，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其红

壤土层时，既溶解了有益的金属元素，又可层层渗透、转化为硬度适中、甘甜可口的清泉水，

是有利于酿酒的优良水质。因此贵州的白酒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此。 

(2)需求状况。我国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每年以 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也刺激了消费总量

的增长和结构性的提高。因此，高档白酒消费将表现出比普通白酒更快的增长速度，并将替代

部分中低档产品的消费。从企业效益水平来看，2010 年，全省省级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89.83 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3.5 倍。③ 

(3)政府行为与机遇。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给白酒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

宽松的外部环境。在“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贵州白酒产业又好又快

发展的指导意见》、《贵州省白酒产业振兴计划》、《贵州白酒品牌基地建设方案》等产业发

展宏观政策法规。各项产业政策的贯彻落实推进了白酒工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建设，使产业基地

、工业园区得以快速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十二五”白酒产业发展的基础。 

 

3  问题与对策 

白酒产业集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应与优势，但仍然面临很多的问题与不足。如赤水河畔

，赤水河被行政切割为四川省、贵州省两部分，均按照各自规划进行流域管理，使得两个地区

均容易出现难以管理的局面。 



 

3.1  内部原因 

通过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贵州白酒产业集群面临如下几个问题：从内部

因素分析首先是人才瓶颈问题。人才的匮乏是长期以来制约贵州白酒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主要

因素，而导致人才资源匮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州白酒产业主要集中于仁怀地区，而该地区

处于城市群的边缘地带，交通极为不方便，因此，在吸引人才的客观因素就缺少了优势。另外

，集群内部的人才意识淡薄，当地政府和企业的人才培育思想还不够开放，人才开发机制低效

，没有为人才的吸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再者，在各个市场上，虽然各大型白酒企业的防伪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品牌白酒的

假冒仿造产品较多，不仅对消费者造成了损失，也对白酒企业的声誉与质量造成了影响。而在

中低档市场，由于受成本制约，相当多的白酒品牌还没有自己的防伪措施，这更是给了制假者

以可乘之机。一些制假者将整套名酒包装进行回收，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令人防不胜防

。 

3.2  外部原因 

从外部因素分析，当前贵州白酒产业正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四川自古以来就是白酒生产

和消费最为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产业链的配套机制完备，规模生产迅猛增加。第

二，皖酒在本埠市场精耕细作巩固的基础上，逐步加大了对省外市场的进军力度。其深度营销

的策略对贵州白酒产业也造成了冲击。第三，五粮液进军中国酱香白酒市场很大程度上打破了

长期以来以茅台酒为龙头的贵州白酒业对酱香型白酒的垄断地位，动摇了贵州白酒业一直以来

引以为豪的酱香型壁垒。④ 

另外，白酒的代替品越发占领市场。国人的消费心理正逐渐发生转变，导致洋酒在中国市

场上销售速度快速增长，如帝亚吉欧入主水井坊，与剑南春的合作等。同时，洋酒企业的资本

实力、成熟的管理方法、完善的国际营销体系、先进的运作市场的手段都使得白酒行业面临更

大的竞争压力。此外，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渐增强，标榜着健康、低酒精度的葡萄酒逐渐成

为酒类市场的新宠儿，其所占的市场份额呈逐渐扩大的态势。 



3.3  提升白酒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对策 

面对这些问题，为使贵州的白酒产业集群能够充分发挥其效用，促使白酒产业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进： 

(1)引进人才与技术。集群内部应加强人才引进和内部人员培训。并有针对性地在国内外

引进、招聘高水平人才。进一步完善员工成长制度，建立人才成长机制。另外，还可与省内外

等高校合作，建立中国白酒学院，为中国白酒企业培训人才，提升企业在全国白酒行业的影响

力。同时还可引用资本节约型新技术，这样既可以节约资金降低成本，又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

效益。⑤ 

(2)打造一定规模配套集群。借助川酒的产业集群发展经验，大力培植高粱、小麦，推行

标准化生产以满足当地白酒业规模化发展的原材料需求，同时不断地发展所需要的配套产业，

在赤水河流域白酒产业聚集了大量的酒类企业，特别是有像茅台这样的大型企业存在，客观上

形成了配套企业的需求市场。因此配套企业可以将其生产基地设在赤水河畔，一方面可以使白

酒企业就近选择配套企业，减少运输费用；另一方面也缩短了配套企业的产品从出厂到进入市

场的周期。 

(3)应该打破地域的限制，与四川的白酒产业集群合作，打造全国的白酒核心区。目前，

黔川正在联合构建“中国白酒金三角”，黔川将共建酿酒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统一规划白酒生

产周边区域特别是赤水河流域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实现白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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