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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柳 涛 1    柳 昊 2   刘 楠 3

如何利用好吉林省白酒的历

史资源、粮食资源、自然资源、

文化资源、科教资源等优势是振

兴吉林省白酒产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围绕

吉林省白酒产业的发展问题，先

后走访全省主要酒类产区，考察

制酒企业及小作坊 20 余家，座

谈 70 余家 ；并赴贵州、云南、

江西等地酒厂考察学习，为吉林

省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

一、吉林省白酒产业的

现状

吉林省是我国酒的主产地之

一，经过多年的发展，产能和

产量稳居全国头部梯队。酒精

产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葡萄

酒产量居全国第二，白酒产量

居全国前十。作为全国酒类生产

大省，吉林省白酒类产品多属自

然发酵，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

显著。截至目前，吉林省全省现

有酒类企业 1034 户、白酒企业

摘  要 ：吉林省拥有发展白酒产业优越的自然资源，有千年的酿酒制酒历史、文化和工艺。白酒

产业本是高税收产业，但近年来，吉林省该产业税收贡献度不高，且逐年下降，域外名优品牌白酒挤

占本省市场，而本省大多数的白酒企业却在生死线附近挣扎。吉林省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构建强有力

的管理机构、确定发展蓝图，以国有资本为主导振兴酒业发展，打造“中国吉酒”品牌、塑造“吉林

烧酒”名片，成立烧酒研究院、打造好吉酒文化，实施原粮就地加工酿造、做好和养牛业结合的文

章，大力发展吉林特色营养酒、滋补酒行业，实现白酒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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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户、酒精生产企业 24 户、获

证或备案酒类生产小作坊 1864

户。全省规上酿酒企业 2020 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 135.15 亿元，

占全省食品产业的 10.49%，同

比下降 4.06%。白酒产业本应是

吉林省优势产业更应是高税收产

业，但近年来，该产业税收贡献

度不高，且产业规模逐年下降。

同期，四川省白酒产业总产值

超过 2800 亿元，贵州省白酒产

业产值约 2000 亿元，湖北省白

酒产业也正在迈向千亿产值。最

近 6 年，中国的上市白酒企业总

销 售 额 在 5000-6000 亿 元 之 间

震荡，对应的是十万亿元市值。

而吉林省的白酒产业总产值百亿

元左右，仅是白酒头部省份的零

头。吉林省拥有全国众多最好的

酿酒资源，是酒类营销最差的省

份之一。同时也可见吉林省白酒

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

二、吉林省拥有白酒产业

最好的特色资源

（一）吉林省具有中国蒸馏

白酒发源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2006 年在吉林省白城市大

安酿酒总厂发现了酿酒遗址，遗

址出土的锅具和灶经北京大学碳

十四测定数据为辽道宗时期，目

前是全国唯一的、并且是一套完

全可用的蒸馏酒器具，是我国蒸

馏酒起源的一个历史标志，说明

中国的蒸馏酒远在 1000 千年前

的辽代已经出现，否定了中国白

酒由国外传入的结论，为酿造化

学史和维护白酒起源的文化主权

做出了重要贡献。证明 1000 年

前的辽代就有了“斫冰烧酒”工

艺，其制作过程被使辽的北宋政

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记述在他的

诗里，用“斫冰烧酒”语句来描

写当时所见。该发现将我国白

酒出现的时间整整往前推了 200

年。吉林省是中国白酒的发源地

的说法得到了业界广泛认可。

同时，大安酒厂遗址还发现

了晚清、民国到建国初期的酿酒

作坊遗址。酒厂还保留晚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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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传统酿酒工艺的储酒

具——木酒海，体量之大为全国

仅见。大安档案馆还保留清代和

民国时期酒业发达、产销量巨大

的资料和发行的银票，也曾经调

运北京。新近发现大赉县收到民

国筹备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征

集参赛展品的档案，是吉林省土

特产品首次赴国外参加国际大展

的开始。遗址晚期酿酒遗存对研

究吉林省早期酿酒工业史、吉林

省商业发展史具有重大独特价值。

遗址的内涵和价值在于它可

以证明 1000 年前的辽代时期吉

林是中国白酒的发源地，100 年

前的清朝时期吉林是中国白酒的

主产区，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广袤

的北方大地创造的辉煌文明。

（二）吉林省发展白酒产业

优越的自然资源

“两山经济”是白酒产业发

展的根本命脉，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两山经济”最适宜描

述白酒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途径。换言之，一方水土一方

酒，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独特

性决定所酿白酒的风格特点。白

酒不仅是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更是粮食转化效益最好的产业之

一，也是地域资源型产业，高度

依赖于生态环境资源。

吉林省是中华粮仓之一，近

年来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800 亿

斤以上，粮食调出量居全国第 3

位。吉林省西北部有大量草原湿

地和盐碱地，种植的高粱是酿

酒的主要原料，近 5 年吉林省高

粱种植面积 110 千公顷居全国第

二，是贵州省的 2 倍，四川省的

近 3 倍，总产量连续 3 年全国第

一，相当于贵州省、四川省总和

的 2 倍。吉林省的地理环境及土

质特点非常适合种植高粱，产量

与质量国内业界都是高度认可的。

吉林省有 24 个水源地，长

白山是世界三大优质水源地之

一，中国十大水源地排名第一。

世界高端的酒都产自特殊大江大

河的河谷，吉林省境内著名的鸭

绿江、图们江、松花江、嫩江、

牡丹江的河谷非常适宜酿造美酒。

吉林省生态环境优美，森林

覆盖率高达 45.2%，高居长江以

北各省份第二。土地上是漫山遍

野的玉米、水稻，绿色满满。

总之可以看出，吉林是白酒

的发源地绝非偶然。吉林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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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优质的水资源和粮

食资源，为吉林省白酒产业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三、吉林省白酒产业存在

的问题

（一）缺乏长远规划和行业

管理机构

目前，吉林省的白酒行业发

展远景模糊，在战略规划设计上

较为落后，这是整个白酒产业发

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吉林省的

白酒行业如何逐步形成合理的空

间布局、产业布局、产品布局、

结构布局、特色布局等问题缺乏

深入研究，依托优质原料基地资

源，鼓励特色产区发展，促进各

产区的企业尽快做大、做强的设

想远没有实现。现在各级的酒业

办在改革中已经取消，管理职能

主要在工信和市场监管部门，吉

林省的酒业流通协会仅仅在长春

吉林地区还有少量活动，其他地

市县几乎都没有组织结构和人

员，全省酒业的一些信息、技术

很难共享，相关工作的推进存在

较大难度。

（二）省属国有资本未能主

导吉林省酒业发展

吉林省经济的一个重要短板

是缺乏有影响力的省属大型国有

企业。贵州茅台股份公司是贵州

省属国有企业，其白酒的生产、

销售、经营堪称典范，公司市值

一度超过贵州的 GDP。山东省

济宁市的孔府家集团收归国有企

业后近几年效益大幅提升。而吉

林省酒业基本是民营企业单打独

斗，对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其

实，新中国成立后酒厂都是国有

体制，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变成

民营，其在白酒产业科技创新、

使命担当、品牌运营、资本运作

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并没有

真正承担起振兴吉林省白酒产业

的责任。

（三）缺乏有影响力的白酒

品牌和产品

目前，贵州、四川等省份的

酱香酒作为高端白酒占领了吉林

市场。酱香热在吉林省白酒产业

内部出现其它香型酒企东施效

颦的畸形现象，吉林省很多白酒

企业也迷失在其中，酱香型只是

白酒香型的一种，还有浓香型、

清香型、兼香型、米香型、芝麻

香型等等，而且还有新的香型不

断出现，各种香型都有自己的受

众，没有高低贵贱，每种香型都

有高端、中端、低端白酒，完全

是消费者喜好以及企业营销、资

本运作的结果。因温度和自然环

境不同酱香型的菌种适合在南方

地区发酵。吉林的酒类企业没能

把握本地特点，坚持品质自信。

（四）白酒产业的标准和文

化研究挖掘不深不透

目前，在中国白酒的地图上

吉林省是一片空白，白酒的标

准、白酒的发言权都掌握在南方

各大酒企。同时，吉林省白城市

大安的中国白酒发源地的文物和

遗址知名度极低，主要有个人出

资保护研究，各级政府投入不

大，吉酒文化研究更是匮乏。

（五）制酒资源外流严重

近年来，吉林省酒类原始资

源外流严重。一是根据不完全统

计，2020 年吉林省生产的食用

酒精 80% 销往省外，约 50% 销

往四川和贵州，这其中大部分在

省外采用串蒸工艺处理后，高价

返销回吉林省。据省食品协会统

计，吉林省外销食用酒精售价

每吨 6500 元左右，经过串蒸工

艺卖回吉林省的价格为每吨 3 万

元—6.6 万元。二是吉林省制酒

的优质高粱资源每年以各种方式

流出到省外，很难统计。除了

域外企业采购高粱外，吉林省

部分制酒企业用低于市场价一

半的价格，把高粱卖到贵州、

四川等省份，以换取当地酒厂

酿制的基酒，然后运回省内用

来勾兑或出售。一出一进，吉

林的资源被低估了十倍有余，

损 失 近 百 亿 级 的 GDP。 这 是

资源的恶性循环 ：白酒品牌价

值不高——用自己的优质粮食

资源换取南方酒企资源——粮

食不能就地加工、大量税收流

失——消费者没有喝到吉林的

优质白酒——酒企模仿南方酒

厂效益差、没有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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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吉林省白酒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强有力的管理机

构，确定发展蓝图

成立由省政府主要领导牵头

的吉林省推进白酒产业高质量发

展领导小组，工信厅、市场监管

厅、国资委、发改委、商务厅、

农业农村厅、科技厅等相关部门

参加，负责全省白酒产业发展的

规划编制、政策起草、组织协

调、督查指导、政策兑现落实等

工作。深入研究、认真谋划、有

针对性地提出全省白酒产业发展

的思路举措，细化工作措施，加

快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以国有资本运营为主

导，振兴吉林省白酒产业

由省国资出资或者商请有吉

林情怀的 500 强的吉商出资，参

与整合吉林省各类制酒酿酒企业

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中国吉酒

集团”。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

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发展公

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

可以利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联

合方式，培育出一个或者多个中

国吉林“烧酒”的上市公司，鼓

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建立规范、

有效、科学的股权激励机制，综

合运用多种激励工具，系统构建

企业核心骨干人才激励制度。对

白酒企业分类管理，根据不同企

业特点，采用灵活的支持措施，

着力解决难点问题，尽快做大做

强吉林的白酒产业。

建议确定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吉林省白酒企业初步实现营

业收入超 500 亿元，培育年营业

收入超过 200 亿元的白酒企业 1

家，超过 100 亿元的企业 2 家，

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更高知名度

和竞争力的企业，建成全国优质

酒生产、研发和原料、包装基

地，构建“品牌强、品质优、品

种多、集群化”的白酒产业发展

体系，显著提升吉林省白酒在全

国的品牌影响力。到 2035 年，

白酒企业实现营收超 1000 亿元，

上市企业市值上万亿元，白酒税

收超过 300 亿元。

（三）打造“中国吉酒”品

牌，塑造“吉林烧酒”名片

坚持品质自信、凸显吉酒特

点。吉林省作为白酒的发源地，

必然有其中的历史原因、生态原

因、科技原因、自然原因，一

方水土一方酒。吉林白酒行业要

用相对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现实，

吉林的环境和资源更适合做烧

酒，未来白酒产业工作重点是打

造吉林烧酒品牌，建立烧酒评价

体系，划分好烧酒的高中低档次

与品牌梯队。同时，要深入研究

香型，发展自己特色“原香型”

或“吉香型”白酒。以中国吉酒

为核心品牌，打造中国吉酒新概

念，形成重要的地理标识，正如

到日本喝清酒，到韩国喝烧酒，

到吉林、到东北就喝东北吉林的

烧酒，让南方人、外国人也以能

喝上高端的吉林烧酒为荣耀。

吉林省要立足产业优势，重

点打造具有吉林省特色的白酒产

业，以鸭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

域为重点谋划打造世界级“烧

酒”产业基地核心区。同时大力

推进烧酒标准建立，大力发展历

史名酒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

化等。推动“中国吉酒品牌 + 多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四）成立烧酒酿造研究

院，打造好吉酒文化

在长春或者在白酒发源地白

城大安组建中国吉林烧酒酿造研

究院，依托吉林生态、吉酒历

史、吉粮吉水优势聘请国内外白

酒知名专家研究吉林烧酒，主要

研究吉酒工艺、吉酒历史、吉酒

文化、特色酒资源、特色生态环

境、文物 、生物、化学工程等

建立吉林烧酒的标准，并组织科

普宣传。实现与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世界知名酒企的技术交流

与合作，组成研发团队，为产品

质量稳定提升提供有力技术支

撑，形成一批有质量有效益的科

研成果。从产品香型、口味、配

方、工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大力培养隶属于吉林的酒类科技

创新人才和技术骨干。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中央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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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

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

意见》。吉林各级政府应出资保

护好中国白酒发源地的文物和遗

址，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

等全媒体资源多渠道传播推介文

物历史真实性、文物的完整性和

延续性，向世界讲述 1000 年前

的辽代时期吉林是中国白酒的发

源地，100 年前的清朝时期吉林

是中国白酒的主产区的光辉历

史，讲述吉林先民在北方大地创

造的灿烂文化、辉煌成就和对世

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筹建中国吉酒文化研究中

心，发挥文化主旋律。吉酒文化

核心是历史，深入挖掘吉酒文

化内涵，将吉酒的核心定位于

“吉”文化，聘请全国知名的历

史学家、艺术家、作家、新闻媒

体工作者等文化名人作为顾问，

开展一些列吉酒文化研讨与宣

传。赋予吉酒有血有肉有灵魂的

品牌文化典范。传承吉林省白酒

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气息，大力推

进吉酒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互动融

合，提升吉酒文化含量和文化附

加值，以品牌提升吸附社会资本。

当前，工信部确定茅台等 7 家

白酒生产企业正准备申报世界遗

产，没有原产地证明是这次申报

的软肋。吉林省应该积极争取加

入白酒申遗的队伍，申请白城大

安中国白酒发源地的文物遗址以

及通化大泉源酒厂加入，一旦成功

将极大提升吉林省白酒的影响力。

（五）实施原粮就地加工酿

酒，做好和养牛业结合的文章

为遏制吉林酒类原始资源外

流问题，必须动用国资在内的各

种资本全力建设好中国吉酒集

团，变吉林省资源的恶行循环为

良性循环 ：名牌、优质的中国吉

酒 —— 吉林的优质粮食本地加

工、税收留在本地 —— 世界消

费者喝上高品质的中国吉酒——

吉林酒企效益好、品牌价值高。

中国吉酒集团应在优势产区和优

势地块建立标准化原料生产基

地，统一管理，实施区域化的绿

色标准化种植，立足长远发展，

从根本上保证优质酿酒原料供

应。推动全省酿酒原粮产业发展

走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品

牌化带动、产业化推进的路子，

进一步夯实吉林省白酒产业发展

的物质基础，提高产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等。吉林省正在实施千万

头肉牛工程，应做好白酒产业与

肉牛养殖产业相结合的文章，原

粮酒糟可以作为肉牛的饲料，提

升牛肉的品质、质量，牛粪又能

改良盐碱地使原粮种植产量增

加，如果能够将酿酒的副产品引

入肉牛养殖的添加饲料中，还能

和肉牛养殖形成“种、养、加”

一体化的循环农业产业链。

（六）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吉林省特色营养酒、滋补酒行业

目前，中国酒业龙头企业

已经确立了近乎垄断的“技术

标准”，像贵州茅台酒已经开始

了“文化输出”，形成了文化消

费，在金融市场股票价格一度突

破 2000 元大关，达到了万亿元

规模。吉林省的酒业品牌要争取

市场份额，只有依靠技术创新与

文化创新，将酒业转型升级为生

态酒、营养酒、滋补酒产业，逐

步形成吉林省的地理性原产地

标准，才能发挥好粮食酿好酒

的原产地优势，重新树立品牌

形成核心竞争力。刚刚实施的

白酒新规定，明确了白酒必须

以粮谷为原料，在白酒生产过

程，禁止添加任何非自身发酵

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

这对全国市场进行一次较为彻底

的洗牌，借此机遇应将吉林省特

色农产品如燕麦、藜麦、人参、

枸杞、五味子、鹿茸、鹿血等农

产品与吉林省的优质白酒品牌结

合，以“饮酒不伤身”的营养酒

为理念，以生态营养酒抢占市场

份额。在吉林培育一批大型酒企

与品牌，实现弯道超车。最终实

现优质粮食价格高、农民能挣

钱，中国吉酒质量好、企业有效

益，粮食就地加工、政府有税收

的多赢局面。

（作者单位 ：1. 吉林省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 ；2.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 ；3. 宁阳县林业保护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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