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酒如何走出山东香飘全国
坚持鲁酒特色、注重“产区表达”，从产区名酒逐渐向名酒产区跨越

全国秋季糖酒会阔别十
年重回济南，让白酒行业的
目光重新投向鲁酒。回望这
十年，是酒水消费不断升级
转型的十年，也是酒水产业
风云激荡的十年。作为中国
白酒的消费、生产大省，鲁酒
市场的走势，一直牵动着各
方关注。在业内甚至流传着

“得山东者，得天下”。
经过每十年一次的行业

循环，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振
兴的鲁酒该如何打破“天花
板”？在省内蛰伏已久后又该
如何走出去？这成为“鲁酒振
兴”的讨论热点。

利用“两河”环境，注重“产区表达”

入馆必亮“两证一码”市民观展要限流
为确保展会防疫安全，11

日晚，济南市委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召开视频调度会议，明
确对本届糖酒会市民观展实
行“限流”制度，主会场最大客
容量不超过1 . 5万人。观展原
则上采用预约方式，鼓励通过
线上方式观展。

进入展馆人员需做好参展
前的个人健康监测。“我们提倡
与会者在展馆外提前通过微信
公众号‘健康山东服务号’中

‘防疫专区’专栏‘健康通行卡’
选项，如实申报个人旅居史和
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通过系
统获取‘山东健康通行码’。”济

南市商务局表示，本届糖酒会展
馆内外及外围合作酒店均已张
贴山东健康通行码申领标识，

“如未提前申领，可在宾馆或会
展中心，按标牌提示或请志愿者
协助申领‘山东健康通行码’”。

本届糖酒会要求所有人员
入馆必刷证、入馆必亮码、入
馆必测温、入馆必戴口罩，做
到“人物同查、人物同检、人物
同管”。展会期间，所有进入展
馆人员，均需采用“有效票证+
山东电子健康通行码+测温+刷
身份证”方式入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悦 任玉停 夏侯凤超
程凌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许建立 高寒 11日，山东大厦，国内各大名酒厂家纷纷展示自己的高端产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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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的市场格局，为抱团发展带来机遇
综观山东产区，目前尚未出

现强势主导的全国名酒，一些知
名酒企近年的销售额，也仅在20
亿元上下。消费者对于酒类品牌
的包容性强，也造成山东省内市
场集中度不高。除本土品牌外，茅
台、五粮液、剑南春、洋河、汾酒等
外酒均占一席之地。

据市场调查，2017年，山东白
酒市场前两位的占有率仅为8%，
这样相对分散的市场格局在其他
省份并不多见。

“像汾酒、剑南春这样的外来
酒企也是看到了山东市场的特
点，纷纷下沉销售渠道，并针对山
东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升
级。这对山东本土酒企造成了冲

击。”济南一家白酒经销商经理张
伟说。

不过，这“并不多见”的现象
也为鲁酒振兴和抱团发展带来巨
大机遇。有数据统计，2018年，山东
白酒行业中，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过亿元企业22家，过3亿元
企业17家，过10亿元企业6家，过30
亿元企业2家，其中，全省前5强企
业(国井、景芝、花冠、古贝春、琅琊
台)充分发挥了领头羊作用，产区
名酒逐渐向名酒产区跨越。

白酒香型方面，目前，鲁酒主
导产品有浓香、芝麻香、兼香、酱
香“四大香型”，其中，以鲁酒芝麻
香型特色产品为基础，创新开发
了更加适合人们口味的“芝麻香

偏浓香”“芝麻香偏清香”“芝麻香
偏酱香”并具有“馥郁、雅致、绵
柔”特点的兼香型高端白酒，呈现
出“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对于鲁酒的未来，山东省糖
酒副食品商业协会会长薛剑锐曾
表示，面对“酱香热”，鲁酒需要保
持一定的战略定力，坚持鲁酒特
色，坚持高端化发展，做好本地市
场，增强营销实力。

“低度浓香我们已经发展了
40多年，质量、产量、销量都是全
国第一。山东古贝春酒厂曾经
在全国低度浓香的评比中战胜
五粮液获得全国第一名。所以，
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大方向，打
造鲁酒的拳头产品。”薛剑锐说。

相对于川酒、黔酒，缺少国内叫得响的知名品牌

2018年，山东省工信厅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白酒骨干企业和
知名品牌的指导意见》，从省级层
面开始重视鲁酒振兴。作为我省白
酒产业发展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意见》对加快培育我省白酒骨干
企业和知名品牌，提振全省白酒行
业发展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对于鲁酒振兴，有一个
必须认清的现实，那就是相比全
国一线品牌，特别是川酒、黔酒，
山东白酒产业依然缺少能在全国
叫得响的知名品牌，存在贡献率、
利润率低，产业集中度低，创新能
力不强，品牌影响力小，发展环境

尚待优化等问题。
近年来，四川、贵州等一直把

白酒作为支柱产业来抓，出台了
很多扶持政策。

2017年，四川省出台了“关于
推进白酒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
加快推进白酒企业信息化、绿色
化、服务化改造，打造提升川酒整
体品牌，培育形成梯度产品体系，
构建全省白酒产业创新发展、绿
色发展、集群发展新格局。

2016年9月，《贵州省推动白酒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印发，提出

构建“品牌强大、品质优良、品种优
化、集群发展”的白酒产业体系。

经过多年发展，在白酒产业
纷纷“向黔看”“向川看”的态势
下，鲁酒振兴显得格外急迫。

山东出台的《意见》提出，将
打造山东省白酒整体品牌，通过
实施白酒品牌提升工程，到2020
年，培育一批全国知名的白酒骨
干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内
影响力的知名企业，提升一批具
有区域影响力的优秀品牌企业；
加快培植白酒知名品牌，实施品
牌梯次培育，加快酒旅融合发展，
积极探索营销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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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市场川酒势力最强
本地鲁酒在中低端市场占较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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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2020鲁酒振兴峰会

召开，参会的白酒企业及咨询、协会
等业界专家，围绕鲁酒品类、品质、
品牌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产区表
达”是与会嘉宾的关键词。

中国白酒各有其美，产区表
达是中国白酒的核心表达。比如
黔酒以酱香为特色，酱香也成为
黔酒与其他香型分庭抗礼的主要
力量。而山东的“产区表达”是什
么，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

山东省食品工业发展战略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员郭友
武表示，鲁酒振兴，要坚定鲁酒核
心产区信心，产区拥有独特的自

然生态环境，是延长产业链之基，
提升价值链之本，已成为世界名酒
的象征；要坚持齐鲁文化自信，文
化是品牌故事之精髓，是品牌高端
化之魂，已成为世界名酒的重要内
涵；坚持鲁酒产品品质自信，品质
具有强大的发展生命力，是提高
供给质量之基，是产品创新升级
发扬匠心精神的重要体现。

好山好水出好酒。业内专家
指出，应当利用黄河、运河“两河”
生态环境，开展河道滩区白酒原
料种植试点示范，创建优质高粱、
小麦种植基地，聚力打造发展黄
河、运河沿岸两大白酒产业带，打

造以白酒产业为支撑的绿色循环
经济带，将生态环境优势变为产
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作为鲁酒三强之一，国井集
团提出打造“万里黄河成就一瓶
国井好酒”，同时，位于大运河畔
的古贝春集团也在加大对运河文
化的开发，大单品战略、次高端战
略、根据地精耕战略成为2020年
的三大发展战略。

鲁酒振兴，本土酒企依然有
很长的路要走，围绕产区加强品
质提升，围绕品牌进行专业推介，
努力提升鲁酒文化社会影响力，鲁
酒的“产区表达”将会愈加清晰。

2500家企业参展 展馆各具特色
10月13日—15日，糖酒会

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2
日下午，记者来到山东国际
会展中心探访，看到糖酒会
各展馆展区已基本搭建完
毕，设计各具特色，各大品牌
酒企、食品企业等将经典产
品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配
合各自的品牌标志，打造出
独一无二的展位，有的充满

国风韵味，有的活力十足，吸
引人们逐个去逛。

本届糖酒会展览总面积
11万平方米，设传统酒类、葡
萄酒及国际烈酒、食品及饮
料、调味品及配料、食品机
械、食品包装及山东展区等
七大展区及10个特色专区，
2500家食品酒类企业将携三
万余种产品参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高寒

在中国白酒版图上，以山
东、河南、山西、陕西四省为代
表的酒类市场格局，呈现出兼
容并包的特点。这四省中，又以
山东特点最为明显，成为各大白
酒品牌的必争之地。可以说，全
国各地的名酒，只要质量过
硬、口味尚佳，就能在山东找
到一席之地。

在山东市场上，外来白酒
主要分几大“势力”，其中势力较
强的当数川酒。目前，包括五粮
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在内
的大量川酒，都把山东看作自己
的重要市场，有些品牌甚至把大
区中心设在济南。

此外，山东白酒市场上，

外酒另一大阵营是茅台镇。从
本世纪初开始，经过一系列整
合，茅台镇阵营的形象得以重
塑。近年来，茅台酒价格走高，
国台、小糊涂仙等品牌的多种
系列白酒依然能得到市场青
睐。此外，一些小众品牌，也经
常出现在山东的大小酒桌上。

除了川酒和茅台镇，其他
外来酒相对零散。如江苏的洋
河、四特，安徽的古井贡、口子
窖，山西的汾酒等，虽也能在
山东白酒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但并未形成集聚效应，其市场
份额和影响力不如川酒、黔
酒、鲁酒。特别是在中高端市
场，川酒已占据较明显的规模
优势和品牌优势，本地鲁酒则
在中低端市场占据相当大的
市场份额。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