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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日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公布的1月份至5月
份酒类出口数据来看，我国白
酒共向7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出口总量648万升，总额3.7亿
美元。

另据中国酒业协会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白酒总产量约
629万千升。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2023年白酒商品累计出口
量约1.5万千升，出口量占总产
量的比重仅为0.2%。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A股
市场仅有9家白酒上市公司公
布了 2023年度海外销售业
绩。其中，贵州茅台海外营收
约43.5亿元，占中国白酒出口
总额的75.1%；五粮液出口额
约10.04亿元；此外，泸州老窖、
水井坊、古井贡酒、老白干酒、
天佑德酒、酒鬼酒和华致酒行
等7家白酒上市公司，去年海
外销售收入总额不足3亿元。

为尽快打开国际市场，“政
企联动”抱团“出海”成为新趋
势，这在四川和贵州两大白酒
产区尤为突出。

5月份，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发布《着力打造“川酒”
品牌推动川酒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2024—2027年）（征求意
见稿）》，川酒“出海”任务被单
独列出。此后，四川省酒业协
会成立，提出四川要对标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知名
烈酒产区，争取将降低白酒综
合税率纳入各类多边、双边国
际贸易谈判。

与此同时，多家贵州名优
酒企再度携手组团“出海”，将
产区、工艺、文化推向全球舞
台，为白酒国际化注入“贵州白
酒力量”。

“在全球烈酒增长趋势明
确与国家鼓励白酒‘走出去’等
背景下，布局国际市场是顺势
而为。”贵州茅台方面表示。

洋河股份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联东亦表示，全球化时代
正在到来，不“出海”就出局、慢
“出海”也出局。

中国白酒如何撬动国际市场？
2024年以

来，白酒企业
“走出去”的意
愿空前迫切，
“出海”声浪日
趋高涨。正如
中国酒业协会
理事长宋书玉
所说：“白酒国
际化是必然趋
势，国内白酒产
业目前已经能
够满足中国市
场的需求，客观
上产业自身也
需要走向更广
阔的舞台。”

那 么 ，中
国白酒产业本
轮“出海”与以
往有何不同？
酒企应怎样撬
动国际市场，
让 中 国 白 酒
“飘香世界”？

抱团“出海”成趋势

中国白酒企业的“出海”之
路，仍有部分堵点待疏通。在业
内看来，酒企仍面临平衡成本与
售价、海外市场认知程度低等多
重难关。

价格过高，是白酒“出海”首
先要攻克的难题。目前，企业已
有动作，桥头堡是中国香港市
场。以2023年为例，当年国内白
酒出口额的23.52%是通过中国香
港实现的。据了解，在中国香港，
多数白酒品牌在零售终端店均有
销售，从价位来看，贵州茅台、五
粮液、国窖1573等白酒的价格都
超千元/瓶。

另一大堵点来自关税。白酒
企业在海外市场需要面对关税、
消费税、酒精税、增值税等税费问

题。不同国家的税费要求不同，
税种叠加使税负成本相对较高。
多家白酒企业表示，解决“税”难
题，需多方努力协商。

“关税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
白酒国际化的障碍，但实际上，
可以通过谈判逐步解决。”宋书
玉说。

相关部门和业内专家也正在
关注该痛点的解决路径。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孙
宝国提交了“关于争取酒类国际
贸易政策，加大白酒国际化推广”
的提案。孙宝国表示：“中国白酒
是世界六大蒸馏酒之一，希望有
关部门制定一系列白酒出口优惠
政策，积极推动国家层面贸易谈
判，助力中国白酒走向世界。”

中国白酒专家，江南大学原
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徐岩坦言，中
国白酒“走出去”，需要在商业模
式、文化、技术这三方面系统的思
考突围之路。

“以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包
装标签规则等为代表的技术性
贸易壁垒，不仅会变相提高中国
白酒国际市场流通的准入门槛，
还会在白酒进入进口国市场后，
以政策法规的形式给销售、运营
带来风险障碍。”泸州老窖方面
表示。

山西汾酒方面表示，明确出
口定位、加快品牌建设将是中国
白酒“出海”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韩国真露和日本清酒的成功
值得借鉴。

面临哪些挑战？

如何完成从“走出去”到“走
进去”的升级进阶？对白酒产业
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浩
浩荡荡的中餐“出海”潮，将对白
酒“出海”起到积极作用。

在业内人士看来，作为中餐
“出海”的紧密搭档，白酒亦将随
之迎来新商机。

“中餐‘出海’会带动白酒销
售，但需要一个过程。”眉州东坡
总裁梁棣说。

曾担任旧金山世界烈酒大赛
评委的钟宇辰表示，国外的中餐
相比国内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向
国外消费者推销中国传统的酒桌

文化，需重新寻找中餐与白酒之
间的餐饮搭配，如同葡萄酒之于
法餐。

除了中餐“出海”带来的机
遇，中国白酒在选择“出海”国家
时开始变得更为理性。中国酒
业协会曾在报告中提出，鼓励酒
类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
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贸易规模。事实上，随着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相
关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度较
高，白酒企业也在这些国家或地
区加快布局。

古井贡酒在2023年年报中表

示，公司正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两
大市场，国内加大推进全国化进
程；国际市场方面，则希望抓住
“一带一路”契机，全面启动全球
招商，寻找最佳代理商。

泸州老窖集团及股份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淼表示，目前
公司已建立起23个营销网络，覆
盖“一带一路”沿线70多个国家
和地区。

可见，伴随着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落地生根，中国白酒的
全球网络搭建不断完善。在头部
品牌的带领下，中国白酒将在国
际市场上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把握“出海”新机遇

整体来看，中国白酒仍需集
各方力量，夯实“出海”根基，而资
本市场无疑是个“好媒介”。那
么，如何鼓励支持白酒行业借力
资本市场，实现有序整合和高质
量发展？

多位赴海外调研的企业家、券
商机构负责人表示，要把握海外资
本市场及投资者对中国白酒表现
出的浓厚兴趣。

“中国白酒海外发展战略方

向正确，欧美资本市场认为中国
白酒周期很长，利润回报比较
好。”华润啤酒董事会主席侯孝
海表示，国外资本市场对中国白
酒有着浓厚的兴趣 ，今年4月份
在海外路演时，众多海外投资者
咨询公司的白酒业务、白酒产业
特征、产业周期及成本收益等。
随着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白酒的
了解越来越多，将助力中国白酒

“走出去”。
海通国际分析师闻宏伟表示，

海外投资者愈发关注、喜欢投资中
国白酒，他们过去看重的是国内经
济发展带动的消费潜力以及消费
空间，未来可能更看重中国白酒走
向全球。

得到资本市场认可，有助
于提升企业形象和价值感，但
酒企仍需从多种渠道提升销
量，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大
和证券（中国）CEO耿欣表示，
中国白酒企业在海外市场是否
成功，核心在于要深化传播中
国酒文化，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努力开发适应目标市场消费者
口味与习惯的产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
济师陈文玲则认为，中国企业积
极勇敢“出海”，这本身是捍卫全
球化的一个表现。在实际“出海”
过程中，需探索贸易“出海”、园区
“出海”、博览会“出海”、品牌“出
海”等多种营销模式。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
非一日之功，随着众多白酒企业
踏上国际化征程，国际资本市场
对中国白酒的认同也愈发深刻，
必将带动中国白酒在世界舞台
上绽放，中国白酒“飘香世界”，
未来可期。

（据《证券日报》）

资本市场“酒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