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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对标、兼并、创新 推进中国白酒

国际化发展

当前，中国白酒行业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国内市场基本饱和，

海外市场成为中国白酒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了抢占国际市场份

额，政府、协会、企业联动发力，纷纷试水，但效果不尽人意，究

其原因，在于政策、技术、文化等壁垒提高了中国白酒进入国际市

场的门槛。

未来，要想破解中国白酒的国际化难题，必须进一步强化组织

引导，有计划引导白酒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精准对标国际烈酒市场

标准，推动中国白酒质量标准国际化；运用资本力量，兼并重组，

利用外国本土企业的渠道优势；结合海外市场的历史地理人文要

素，推动白酒产品、文化的全面创新，寻求中国白酒的创新表达，

促使中国白酒在国际市场上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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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对标、兼并、创新 推进中国白酒国际化发展

“双循环”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中国

白酒行业，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背景下，积极抢占国际市场空间，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不

仅是题中之义，更是当务之急。

一、中国白酒走出去的诸多尝试

目前，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中国酒企积极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将国际化发展作为工作

重点。通过联动协作，中国酒企品牌价值显著提升，在世界烈酒市场居主导地位。6月 2日，全球

权威品牌价值评估机构 Brand Finance 发布《全球最具价值烈酒品牌 50 强》榜单，榜单前五强全

部被中国白酒品牌占据，分别为茅台、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古井贡酒，表现出中国白酒品牌

在全球烈酒市场的主导地位。

1.政府搭建平台，为白酒企业创造机会

政府加强组织引导，以搭建贸易平台、增加荣誉背书等多种方式为白酒国际化创造优质环境。

2021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正式生效，这是

从政府层面深化贸易合作的重要举措，茅台、五粮液等 11 个中国酒类地理标识纳入欧盟保护范围

内，有助于维护中国白酒在欧洲市场的利益，为白酒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机会。2021

年 6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联合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共同召开中国白酒联合申

遗筹备会，有利于提升中国白酒企业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中国白酒走向世界。

2.协会组织引导，探索白酒国际化路径

酒业行业协会积极组织白酒企业，对外形成国际化发展合力，探索国际化竞争路径。以中国酒

业协会为例，组建白酒文化国际推广委员会、中国鸡尾酒协会，以组团出海的方式向世界传播中国

白酒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深入分析国际酒类消费市场，建立白酒国际技术标准体系，组织国际

间文化及学术交流会议，为中国白酒在国际领域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7%99%BD%E9%85%92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7%94%B3%E9%81%97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7%94%B3%E9%81%97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7%AD%B9%E5%A4%87%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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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依托产品及文化，强化白酒国际认同

酒企加快海外经销网络建设，适应国际需求调整白酒口感，以产品为媒推动白酒走出去。茅台

完善海外经销网络布局，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21 年第一季度，茅台海外销售收入 6.57 亿元，同

比增长 68%左右，海外销售收入占比由去年的 1.6%上升至今年的 2.3%。西凤集团努力打造西凤丝

路粉丝圈、国际粉丝圈。2020 年至今，西凤酒顺利出口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客户也确定了合作意向。江小白秉持利口化的味道战略，口感

顺滑清爽，与国际烈酒的口感评价体系接轨，不断优化产品味道线，培育国际消费者的口感习惯。

酒企站位国际化平台，加强中国白酒文化输出，不断强化白酒国际认同。近年来，五粮液频频

亮相世博会、进博会、东博会、APEC 等高端国际平台，推进东京五粮液大酒家建设工作，加快推

进国际酒类联盟的合作，向世界讲述中国白酒文化故事。汾酒以海外体验店为依托，开展白酒国际

化新尝试。2021 年 6 月 18 日，汾酒首家海外体验店在德国科隆正式开张，这是酒企传播中华文化

的有益尝试。

二、中国白酒走出去的现实难题

中国白酒走出去虽然开展多方面的积极尝试，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甚微。据统计，2020

年度，中国白酒出口量仅占其总产量的 0.19%和世界烈酒出口量的 1%，而出口额仅占销售收入的

0.56%和世界烈酒出口额的 2%。2020 年，茅台、泸州老窖、古井贡酒三家酒企的海外营收分别占总

营收的 2.6%、0.3%和 0.09%。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白酒产品及中国白酒文化难以在国际烈酒市场上形成有效认同。而造成这

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国际市场贸易保护规则形成的壁垒、历史地理文化造就的饮酒文化差异、组织传

播乏力造成无序状态。

1.贸易壁垒阻碍

贸易壁垒是中国白酒出口的客观障碍。关税壁垒的存在，使中国白酒出口海外的成本提升，进

而导致销售价格提升，从而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中国白酒出口韩国为例，根据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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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贸易协定，高粱酒关税税率为到岸价格（CIF）的 21%。此外，还须征收 CIF 价和关税总

和（CIFD）72 %的酒精税、酒税（LIQUOR_TAX）30%的教育税、CIF 价+关税+适用税费总和(CIFD +

LIQUOR_TAX + EDUCATION_TAX)10 % 的增值税。若一瓶白酒的出口价格为 100 元，关税税收为 150

元左右。高额的税费促使白酒零售价格高企，海外市场拓展困难，销售额增长有限。

技术壁垒的存在，要求中国白酒出口要严格对照目的地烈酒市场相关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

格评定程序，这对中国白酒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增加了出口难度。目前，虽然我国初步建立了

以基础标准、产品标准、试验方法标准、原料标准等构成的白酒质量标准体系，但是缺少生产环境

标准、原辅料标准、包装储运标准等的清晰界定。此外，在产品标准上，软性评价标准缺失，白酒

的等级及香型无法精准用理化标准衡量，白酒添加剂缺乏明确的安全标准等等。总之，当前中国白

酒缺失统一的涵盖整个白酒生产全过程的标准化体系，与国际烈酒市场相关生产标准还存在很大差

距，难以支撑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持续推广和长久繁荣。

2.饮酒文化差异

受地理历史文化因素影响，各国饮酒口感、饮酒习惯、饮酒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在饮酒口感上，

由于饮食习惯不同，各国对于饮酒的口感要求也不同，有些国家饮用的酒水度数相对较低，比如韩

国及日本，有些国家饮酒度数较高，如俄罗斯及蒙古国。在饮酒习惯上，中国人不喜欢喝混酒，而

西方人偏爱鸡尾酒等调制酒。在饮酒文化上，东西方饮酒文化也各有特点。中国人强调酒是为人服

务的，认为酒是一种社交媒介，喝酒旨在于促进交际方关系的融洽，饮酒礼仪十分强调“尊卑有序”。

而西方人认为酒是艺术品，注重喝酒本身的体验过程，更加强调喝酒的规矩和套路，比如在用餐过

程中搭配不同的酒，并搭配规定的器具。

3.组织宣传乏力

目前来看，中国白酒国际化成效还不明显。一是体现在中国白酒企业走出去各自为政，导致中

国白酒在国际市场上未形成文化、品质的统一表达，不利于树立中国白酒规范、标准的统一形象，

降低传播效果，使中国白酒在国际市场上缺少识别度与影响力。二是体现在中国白酒走出去尚未形

成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方案，有力推进国际化进程。例如，急需落实中国白酒生产技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B3%95%E8%A7%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6%A0%87%E5%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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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中国白酒相关古迹、遗址或建筑申请世界级物质遗产的行动，提高

中国白酒国际话语权。三是体现在中国白酒走出去亟需政策、技术层面的支持，而政府、行业组织、

研究机构三者之间未能形成有效联动，为中国白酒“走出去”创造优质环境。

三、引导、对标、兼并、创新 破解白酒国际化难题

中国白酒走出去的过程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要想更好地走出去，必须加强

组织引导，抱团发力，形成统一话语体系；积极对标，寻找差距，以技术标准的完善取得中国白酒

在国际烈性酒市场的话语权；借力资本力量，兼并重组，利用外国本土企业的渠道优势；树立清醒

意识，求同存异，推动中国白酒产品及文化的国际化表达。

1.组织引导，形成白酒“走出去”合力

强有力的组织是中国白酒“走出去”的基础力量。建议各级政府加强扶持力度，为白酒“走出

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及时给予正确的方向指引，推动中国白酒企业合规、健康、有序“走出

去”。此外，发挥行业协会等非官方组织力量，组织企业共同抱团出海，联动政府、学校等多方资

源，加强中国白酒国际化研究，如中国白酒产品创新方向、文化传播方向及国际技术标准等，并制

定“走出去”系统方案，形成中国白酒对外统一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为白酒企业搭建多元多样的

国际化平台，借助国际化平台拓展白酒意指内涵，深化中国白酒品质内涵，提升其品牌形象。

2.精准对标，推进白酒质量标准国际化

产品出口，标准先行。国际标准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及地区标准已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一

部分，成为产品质量仲裁的准则。破除中国白酒“走出去”的障碍，必须要对标国际现有烈酒生产

标准，完善现有白酒质量标准体系。直面当前软性标准缺失的问题，完善白酒感官指标、评价及评

级指标标准；完善白酒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相关标准，如白酒酿造环境卫生、原辅料质量、设施

设备安全评价、加工工艺、过程控制、包装材料等，使我国白酒质量标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科学

性、前瞻性。必须要实施白酒国际标准化战略，逐步参与到国际饮料酒市场规则的构建和完善工作

当中，力争在国际烈性酒标准体系中取得话语权，使白酒标准成为国际饮料酒市场规则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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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3.兼并重组，借力资本加快“走出去”

资本，在诸多生产要素中，属流动性最强的，能够快速整合各种资源。过去，从产品经营时代

过渡到品牌经营时代的过程中，国际资本的注入为中国酒企品牌转型注入了强大的资本动力，两者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推动酒企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当前，为了抢占国际市场空间，中国龙头

酒企可采取与品牌价值突出、市场占有率较高、成长性良好的国际酒类企业进行合作或者以兼并重

组的方式走出去，绕开行业壁垒，弱化国际市场的准入条件的影响，最大化利用合作企业的渠道优

势，减少国际化阻力，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全面创新，寻求国际化表达方式

白酒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是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集中反映。因此，中

国白酒要想真正“走出去”，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必须进行本地化探索，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饮用口感、饮酒习惯、饮酒文化，对中国白酒口感进行适度调整，或进行混合酒的创新，使

其更加符合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人群对风味的追求。结合各国饮食文化，研究推出“白酒+地方菜”，

让美酒与美食的搭配成为一种流行。另外，中国饮酒文化以社交链接为主，欧美国家饮酒以休闲娱

乐为主，因此在文化讲述及传递时，可弱化白酒饮用礼仪，突出白酒的干杯分享文化，传递白酒所

承载的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境界，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国饮酒文化进行创新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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