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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化是白酒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同的地理环境、物产原料及长期传承改进的酿造工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产酒的自身特色

和发展路径。简言之，白酒自身具有鲜明的产地意识基因，这是当前白酒产区化发展的基础。 

一、我国白酒产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上，我国各地白酒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当地的社会经济、物产、自然环境、消费市场、

白酒文化底蕴等条件，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所形成的结果。仅从地理环境因素来说，我国各地在历

史上几乎都有名酒、好酒名噪一时，但不同的地理环境、物产原料及长期传承改进的酿造工艺，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地产酒自身独特的风味和鲜明的特色。因此，白酒自身具有鲜明的产地意识基因，

这是当前白酒产区化发展的基础。 

需指出的是，现阶段白酒产区建设具有巨大的必然性和现实意义： 

从企业视角来看，产区的监管和引导能够避免区内企业恶性竞争，消除内耗，引导区内企业健

康协调发展。2021年，我国白酒相关企业总量达到20.08万家，而规模以上白酒企业近年来不断下

降的情况下，也仍旧达到965家。其中，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股份、山西汾酒五大

巨头的总产量仅为74.6万千升，行业占比为10.4%。在行业转变为存量甚至缩量市场的情况下，产

区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区域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通过推动企业兼并整合、改革转型等多种

手段优化行业布局、调整企业层级分布等，进而使得产业链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加强，分工明确，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命运共同体，为产区内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更快更好的适应市场。 

从产区管控提升的视角来看，产区建设能够汇聚各方力量，共同确保产区产品品质、享受产区

设施及红利，打造强化产区名片，凸显产区特色。白酒产区建设涉及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生态

环境保护、配套设施建设、产区品牌打造，产区白酒品质监管和工艺提升等，能够在产品、品牌、

渠道等各个方面为产业链赋能，汇集产区内各个企业的力量共同打造出一张产区名片。因此，产业

链各企业既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 

从白酒消费者的视角来看，产区建设契合其消费升级的趋势。在消费者愈发关注品质保障、品

牌文化的当下，产区各项监管措施的出台，将会为产区白酒品质的把控增添一层保障，提升消费者

对产区各个层级白酒产品的品质信任；产区品牌及背后文化的打造和宣传，也将会使消费者从企业

认同拓展提升至产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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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贵州等地均具有相对较好的产区建设条件 

与具有相似属性的红酒相比，一直以来，中国白酒的产区意识较为淡薄，对于产区的划分也相

对模糊，曾有过“两大产区”“六大产区”“十大产区”等描述。 

图表 1：我国白酒产区的划分 

产区划分 包含范围 

“两大产区” 长江中上游产区，也就是川黔产区；黄淮流域产区，也就

是鲁苏豫皖产区。 

“六大产区” 遵义、宜宾、宿迁、泸州、吕梁、亳州六大核心产区 

“十大产区” 贵州、四川、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东北、两

湖、西北 
 

来源：网络，新华财经 

但在当下，一方面由于政府在白酒产区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主导型作用；另一方面跨省级行政区

域的白酒产区建设在政策协调方面难免出现协调不畅等问题，因此白酒产区建设在未来一段时间之

内预计仍会限制在省级行政区划之内。 

2020年，全国白酒总产量为740.70万千升，其中四川省产量为367.58万千升，占比达到49.63%，

较2014年提升了21.79个百分点。其次为河南、湖北、北京、安徽、贵州、山东、河北、江苏、山

西，其产量分别为66.38 、35.87 、34.13 、28.21 、26.62 、20.87 、19.89 、18.25 、17.93

万千升，产量占比分别为8.96%、4.84%、4.61%、3.81%、3.59%、2.82%、2.69%、2.4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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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20 年重点省份白酒产量（万千升） 

  

来源：统计局，新华财经 

而从各省企业数量分布来看，四川、贵州、湖北、云南、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安徽、

河南白酒相关企业数量最多，分别为35632、22313、17178、16887、11381、11012、10144、9748、

8257、7680家，占比分别为16.83%、10.54%、8.12%、7.98%、5.38%、5.20%、4.79%、4.61%、3.90%、

3.63%。 

图表 3：各省白酒企业数量 

 

来源：中商情报网，新华财经 

总体来讲，四川、贵州、山西、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均具有相对较好的产区建设条件：首先，

上述省份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企业数量、白酒产量均居于行业前列；其次，在白酒文化属性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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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的当下，上述省份酒文化底蕴丰厚，历史上名酒辈出，即便是近几年来明显居于下风的河南、

山东白酒产业最晚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仍旧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未来通过产区打造提升，

将会大大助力当地白酒产业的发展。 

三、贵州白酒产区建设领先 

产区建设及未来基于产区的竞争涉及产业链、区域品牌、环保、配套等众多层面，是一种更加

立体的竞争。在白酒产区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当下，各地纷纷出台举措推动白酒产区的发展，产区总

体构建呈现出以下特征： 

1.通过扶持当地龙头酒企，发挥出龙头带动作用，进而构建出众多差异化定位、多层级布局的

白酒企业及品牌矩阵，覆盖高中低端市场，全方位培养壮大消费群体，提升市场竞争力。 

2.重视配套设施建设。如推动产区内科研机构、质量检测机构、原材料、包装、运输等上下游

企业的培育，构建和完善产区内产业生态。 

3.重视产区环境保护。 

4.相关配套政策制度快速完善并提升执行力度。 

具体来看，贵州、四川白酒产区建设领先，其次是安徽、江苏、山东、山西等白酒强省，尤其

是贵州。2022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其中，国

家支持贵州发挥赤水河流域酱香型白酒原产地和主产区优势，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支持

指导贵州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

资本配置，稳妥推进白酒企业营销体制改革。贵州白酒产区建设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同时，在

贵州省工业与信息化厅发布《贵州省“十四五”工业发展规划》中，除了提出到2025年力争全省白

酒产量达到60万千升，白酒产业总产值达到3000亿元的目标之外，也从赤水河环境保护，品牌集群

打造，原材料供应、物流与包装等层面入手，作出了总体规划。叠加贵州省深厚的白酒积淀，强大

的品牌势能，以及产业链各环节的快速完善，其产区建设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在一定程度

上领先于其他各省，有望成为我国白酒产区建设的一个模板，具有较好的示范引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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