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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长期以来袁白酒产业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遥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野新常
态冶袁我国白酒产业也暴露出结构畸形尧产能过剩尧增速放缓和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袁进入
野产业新常态冶袁呈现典型的野四期叠加冶特征遥在野产业新常态冶下袁实施我国白酒产业增长路
径创新十分必要遥 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袁立足于野需求侧冶的传统增长路径已然陷
入困境院首先袁消费需求方面袁受市场需求变化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收入分配格局等因素
的影响袁以消费拉动白酒产业持续增长的难度会很大袁潜在风险较高袁而且其中尚存在逻辑
自洽问题曰其次袁出口方面袁受产业发展战略及发展水平的影响袁在短期内依靠出口不可能
发挥对我国白酒产业增长的提振作用曰第三袁投资方面袁粗放式的投入式增长在造成路径依
赖的同时袁也导致产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针对经济野新常态冶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袁为我国白酒产业的增长路径创新提供了方向遥 为此袁我国白酒产业创新增长方式应
以野供给侧冶为重点袁寻求改革路径上野供给侧冶与野需求侧冶的统一遥质量型增长应该成为我国
白酒产业增长路径创新的最终目标袁它是白酒产业传统增长方式质变的结果遥技术创新是我
国白酒产业实现质量型增长的关键袁为此需要开辟包括技术创新尧制度创新和区域创新在
内的长期路径遥 同时袁为满足白酒产业增长持续的需要袁规避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袁需
要建立包括投资优化尧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在内的短期路径袁为长期路径建设提供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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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的两个基本面袁 二者的关系是矛盾统一的遥 无论是在微观产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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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袁还是针对宏观经济整体袁供求平衡都至关重要遥 但是袁从经济实践积累的野先验冶中不难发
现袁经济运行在供给和需求关系上常常有所野偏重冶遥譬如在宏观经济范畴袁以 1936年的叶通论曳
为标志的凯恩斯经济学开辟了野需求管理冶视角袁并影响至今遥 国内关于经济增长动力野三驾马
车冶的归纳袁也明显地带有野需求管理冶的野烙印冶遥 事实上袁在经济野新常态冶及由此引发的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冶被提出之前袁国内理论研究或政策实践对经济问题的探索袁普遍地默认了凯恩
斯主义野社会经济没有供给限制冶的假定遥 而我国经济野新常态冶呈现出四期叠加特征袁它催化
了针对传统经济增长路径的理性思考袁并最终将经济增长问题从野需求侧冶推向了野供给侧冶遥
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袁经济野新常态冶都将是我国产业发展的主流背景袁并在诸多产业领
域衍生出相应的野产业新常态冶袁野经济结构冶尧野动力结构冶和野经济增长方式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基本方向[1]袁也将成为各产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方向遥 因此袁本文以我国白
酒产业为对象展开研究袁旨在从野供给侧冶为我国白酒产业增长路径创新提供线索遥

二尧我国白酒产业的野新常态冶

我国有悠久的白酒酿造历史袁从而积淀了底蕴深厚酒文化遥长期以来袁白酒产业都是我国国
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袁对于白酒集中地而言袁它的地位与贡献便更为突出遥进入 21世纪后袁我国白
酒产业经历了十年野黄金时期冶袁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袁但从 2012年开始陷入了低增长袁并困扰于
诸如野塑化剂冶尧野添加剂冶等问题风波之中遥 审视我国白酒产业的发展现状袁可发现以下特征遥

渊一冤前期政策消化期院规模增长尧贡献提高与路径依赖
如表 1所示院在 2004要2013年的 10年中袁我国白酒产业年均产量增速在 13%以上袁年均

销量增速则在 23%以上袁整个产业的总资产尧产量尧利润尧销售收入均有了跳跃式增长遥 2011年
我国白酒产量突破 1000万千升大关袁提前超额完成野十二五冶规划中制定的目标产量遥 2013年
白酒行业总资产达到了 4759.07亿元袁为 2004年的 4.73倍袁高于产量增长倍数渊表明潜在产能
还没有充分释放冤曰销售收入达到了 5018亿元袁约为 2004的 8.2倍曰利润达到了 804.87亿元袁
为 2004年的 13.72倍遥 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远远高于产量的增长袁主要在于白酒价格以更
高的速度增长遥

表 1 2004要2013年白酒行业总资产尧产量尧收入尧利润渊单位院亿元曰万千升冤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遥

我国白酒产业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袁其经济贡献也日渐突出遥对于部分白酒集中地来说袁白
酒产业已然成为其支柱产业遥以中国白酒金三角为例袁泸州尧宜宾尧遵义三市 2013年白酒产业
增加值占 GDP比重分别为 31.3%尧33.1%尧43.7%遥 在这些地市袁白酒产业的利润尧利税占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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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比重高达 50%以上袁它在纵向产业链上促进与白酒产业相关的制造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袁还在相关领域带动了包括粮农业尧金融尧商贸和物流等在内的第一尧第三产业的发展遥

正是由于白酒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渊GDP尧税收尧就业冤中的重要地位袁地方政府有了干预
白酒产业发展的内在冲动遥 当地方政府干预白酒产业发展成为普遍现象时袁将导致白酒产业
发展过程的路径依赖袁企业治理机制的缺陷尧投资冲动下的产能过剩等问题将成为白酒产业
渊及企业冤转型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障碍遥

渊二冤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院产品价格上涨过快尧产品结构失衡尧质量问题频现
近年来袁白酒产品价格一度呈现猛涨势头遥 白酒产品价格在最终消费环节上持续而明显

的上涨袁会诱导白酒生产企业提高产品的出厂价格袁以增加白酒产品对企业的利润贡献袁改善
白酒企业的经营业绩遥 但另一方面袁价格的上涨又损害着白酒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整体形象袁并
干扰白酒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遥

从 2002年到 2014年袁酒类价格上涨了 38.84%袁与 CPI上涨幅度相当渊38.86%冤遥 其中袁从
2008年到 2012年为白酒价格快速上涨时期遥 这一期间袁CPI上涨了 17.47%袁同期酒类价格上
涨了 30.69%袁远远高于 CPI上涨速度遥同时袁这一数据也表明袁从 2002年到 2014年袁酒类价格
上涨主要发生在 2008年到 2012年遥

另外袁还需要指出袁此处的酒类价格是加权价格指数袁它不仅统计了白酒产品袁也统计了
啤酒尧果酒等产品遥 这些产品是白酒的替代品遥 白酒价格上涨将导致啤酒尧果酒等产品对白酒
的替代袁进而会促使啤酒尧果酒等产品价格上涨袁当然其价格上涨幅度要低于白酒价格上涨幅
度遥 因此袁白酒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酒类价格上涨幅度袁并且高端白酒价格上涨幅度又高于中
低端白酒价格上涨幅度遥 这里以表 2为例进行说明遥

表 2 53毅飞天茅台价格变化

数据来源院国家统计局[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遥

由表 2可知袁2005到 2009年袁该茅台酒出厂价由 195元提高到 499元袁提高了 1.5倍遥 在
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袁又由 499元提高到 619元袁提价 24%遥 价格涨幅大而且迅速遥 而零售
终端价格的变化更为突出袁2005年为 300元袁2012年达到 2180元袁 有些地方零售价格甚至超
过了 2500元袁增长了 7要8倍遥

在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同时袁随着产品结构日益高端化袁第三层次白酒企业的产量呈现显
著下降趋势遥 在我国白酒产业曾经的野黄金十年冶期间袁我国第一层次白酒企业产量增加近 3
倍袁销售收入增加超过 7倍遥以茅台为例袁截至 2012年袁茅台白酒的销售收入接近 270亿元袁零
利润达到 140亿左右袁与 2001年相比袁其净利率上升了 30.3个百分点袁而其中高茅台白酒的
毛利率更是超过了 9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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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的价格尧丰厚的利润致使我国白酒产业进入粗放式生产经营管理模式袁产品质量问
题不断发生袁并且容易引发整体性危机遥自 2012年下半年暴露出野塑化剂冶问题以来袁我国白酒
产业便陷入系列事件风波之中遥 当然袁白酒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偶然的袁它
暴露出我国白酒产业在产品生产和市场竞争等方面存在的不规范袁是暴利诱惑下采用粗放式
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遥

渊三冤增速换挡的调整期院白酒产业产能过剩袁陷入过度竞争
2005要2011年我国白酒产量实现 7连涨袁全国白酒产量的增幅近 3倍袁白酒的年累计产

量突破 1000万千升遥但白酒产业并未就此野退烧冶袁而是继续大幅扩张产能遥四川尧贵州两省在
领跑我国白酒高端品牌市场的过程中袁更依托野中国金三角冶大力助推外延式扩张遥 在这种强
势扩张的大背景下袁众多二线品牌所在地市渊如安徽尧江苏等省冤借助政府干预也纷纷赶上项
目袁扶持尧发展地方白酒品牌袁大搞产量扩张遥

在 GDP贡献的导向下袁白酒产业的快速扩张及其显著的利润贡献袁激发并强化着政府干
预白酒产业发展的动机袁促使其通过积极的政策定制来规划地方白酒产业的未来发展袁实现
产能扩张遥 这一特征在主要白酒产区的野十二五冶规划中得到充分印证遥 贵州茅台计划期末白
酒年产达到 6万吨袁苏酒集团计划期末白酒销售突破 500亿袁汾酒集团计划期末产能翻番袁泸
州老窖计划期末产能突破 6万千升袁五粮液计划期末产生突破 40万吨遥

由于白酒产能扩张步伐远远超过了市场的增长速度袁必然会造成白酒市场上产能过剩的
局面遥市场运行的实际状况显示袁2012年以来由于白酒消费需求大幅度萎缩袁导致主要白酒企
业采取主动限产等措施遥 例如袁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袁2012年袁主要白酒企业的产量都增长
了 10%要20%以上遥而 2014年与上一年相比,五粮液产量下降了 17.16%袁贵州茅台的产量下降
了 9.34%袁洋河的产量下降了 1.04%袁泸州老窖增长了 10.63%遥 即便如此袁2015年全国白酒行
业的实际产量仍然达到了 1312.8万千升袁比 2011年增长 28%遥 与产量相比袁销售量下降的幅
度更大遥例如袁2014年五粮液的销售量比 2013年下降了 21.26%袁洋河的销售量下降了 3.26%袁
贵州茅台的下降了 4.01%袁泸州老窖下降了 13.25%遥 然而袁虽然实际产量的增长得到了控制袁
但是已开工项目一般不会停止袁因而产能的增长会超出预期遥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袁野结构问题冶尧野产能过剩冶尧野增速放缓渊需求减退尧竞争加剧冤冶和野增长
方式粗放冶将构成我国白酒产业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野产业新常态冶遥 有理由认为袁我国白酒产
业正处于增长速度减速的换挡期袁推进结构优化调整的阵痛期袁前期政策积弊的消化期袁推行
理性新政实现产业创新发展的探索期袁其野四期叠加冶的特征明显袁在野供给侧冶对我国白酒产
业进行增长方式创新十分必要遥

三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白酒产业增长方式创新的目标

渊一冤对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冶的一点说明
野经济结构冶尧野动力结构冶和野经济增长方式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遥其中袁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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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冶是出发点尧切入点曰野建立动力结构冶即以野创新冶[2]为内核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机制尧
动力源泉袁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关键曰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冶是改革创新的目标方向遥
三者以这种客观的逻辑联系为依据袁共同搭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模型遥

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袁经济增长则是建立在要素投入推动与产出需求拉动相
统一的基础上[3]遥 基于上述逻辑联系的实践模型中袁将野经济结构冶的调整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切入点袁只是在经济的供求关系中将野供给侧冶作为了阶段性的改革重点袁却并不表达野非
此即彼冶的判断遥换言之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以野供给侧冶为重点袁寻求改革路径上野供给侧冶
与野需求侧冶的统一遥 它不是对传统野需求管理冶路径的全盘否定[4-6]袁而是要在野供给侧冶探索与
野需求侧冶相匹配的尧更理性的尧更经济的创新路径遥

因此袁对我国白酒产业新型增长路径的探索袁应是在需求导向的基础上袁着力于白酒产业
野供给侧冶的改革创新遥

渊二冤我国白酒产业增长方式创新目标院质量型增长
依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模型袁要在野供给侧冶探讨我国白酒产业的增长路径问题袁

首先需要明确我国白酒产业增长方式创新的目标袁这是必要的尧前提性的遥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袁经济运行的基本任务是资源配置袁资源配置的基本目标是野节约冶遥 这

种建立于约束条件下的野节约冶袁在广泛而复杂的现实联系中袁将具有更广义的内在规定性遥 它
不但表现为与野经济物品冶相关的投入要产出效率袁而且与生态效应尧社会效应尧精神文化效应
等普遍相关遥

事实上袁我国白酒产业总体上沿袭了粗放的增长模式遥 白酒产品市场缺乏有效的进入机
制袁粗放式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分散性小规模经营现象较为普遍袁多数白酒企业难以形成规模
经济效应袁资源配置效率低袁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和价格问题隐患遥 由于特定阶段市场消费的畸
形发展渊如野政务消费冶冤袁造就了一定阶段上白酒产业的繁荣假象袁却同时为粗放式的产业增长
野错投冶了能量袁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撑下袁这种粗放式的增长路径被强化袁并表现出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路径依赖遥 然而就目前的形势看袁我国白酒产品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院从需
求角度看袁白酒企业面对的不再是缺乏资源约束的野政府消费冶群体袁它主要面对的将是关注
资源稀缺性约束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个体消费者曰从供给角度看袁在资源环境压力尧过剩与
竞争压力和政策规制约束力等多种力量影响下袁白酒产业原有的粗放式增长路径将越来越难
以维系[7]遥

新形势下袁转变我国白酒产业的增长方式尧创新其增长路径势在必行遥 为此袁需要首先回
归我国白酒产业增长问题的本体袁而这一本体无疑仍将是产业及其关联资源的配置袁故创新
我国白酒产业的增长方式袁其创新目标应该定位于广义层面的野节约冶遥 这种体现野节约冶的增
长即是野质量型增长冶遥

我国白酒产业实现质量型增长袁需要贯彻内生性经济增长的基本路线袁推进创新资源的
开发和创新体系的建立袁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袁实现创新驱动曰需要在要素供给结构尧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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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尧技术供给尧制度供给等方面袁推进我国白酒产业实施供给侧改革曰需要推进共享尧节约袁实
现经济尧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增长[8]遥

四尧我国白酒产业推进质量型增长的路径结构

已有的经验证明袁改革或创新是一个经由探索尧实验尧积累到质变的渐进过程袁经济增长
方式转变通常具有长期性曰因此袁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创新性质变的过程中袁需要建立
野过渡冶遥 为此袁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白酒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袁需要建立包括
野长期路径冶和野短期路径冶在内的结构模型遥 如图 1所示院

渊一冤我国白酒产业新型增长路径要要要野短期路径冶
经济运行过程会产生路径依赖袁并伴随着持续的增量调整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路径依赖可能

被深化或者修正袁并最终引发或促成质变遥 就经济增长方式创新而言袁这种增量调整方式是理
性的尧必要的遥 其理性在于院避免了野爆发式冶制度变迁引发的安全与效率损失[9]遥 其必要性在
于院满足经济运行过程对保持适度增长率的客观要求遥 在边际上推动的增量调整和原有的经
济增长路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并由此决定了这种方式的野短期性冶渊或近期性尧权宜
性冤遥 当然袁应该说明的是袁尽管这种野短期路径冶符合理性且具有必要性袁但这种发生在边际上
的增量调整通常带有过渡性袁并不会直接引发整体性的质变遥 基于之前的说明袁笔者认为袁对
我国白酒产业增长创新的野短期路径冶分析应该在野需求侧冶和野供给侧冶同时展开遥

1.我国白酒产业在野需求侧冶的野短期路径冶创新
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路径植根于野需求侧冶的消费尧投资和出口袁白酒产业自然也不例外遥

当然袁要实现我国白酒产业增长路径创新袁短期内的增量调整同样是理性的尧必要的袁且必须
有所取舍尧有所侧重遥

从拉动我国白酒产业增长的野三驾马车冶来看院渊1冤消费拉动方面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
的深入袁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袁并不断影响和改变着广大居民的消费选择遥 更健康的
消费理念和更现代时尚的消费模式袁将主宰未来白酒市场的消费趋势遥 这无疑会在产品结构
上引发传统白酒业的供需变化袁并弱化其市场需求遥 显然袁在经济野新常态冶下袁受消费能力尧消

图 1 我国白酒产业质量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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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偏好变化的影响袁以消费拉动白酒产业持续增长的难度会很大袁且潜在风险较高遥 最为根本
地袁从市场消费需求角度探讨消费创新与消费拉动问题袁其本身便存在逻辑自洽的矛盾[10]遥 渊2冤
出口拉动方面遥 我国白酒产业全面推进国际化的起步较晚袁 加之白酒产业尚未建立成熟的技
术规范尧缺乏科学完善的经营机制尧粗放的经营模式等因素的影响袁在限制我国白酒产品品质
提升的同时袁也将迟滞我国白酒产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遥 因此袁出口在短期内不可能发挥对
我国白酒产业增长的提振作用[7]遥 渊3冤投资拉动方面遥受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的影响袁以及机制
体制的约束袁我国白酒产业在投入型增长方面存在较高的路径依赖遥 因此袁从增长持续和增长
方式转型过渡的角度看袁短期内的投资拉动依旧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白酒产业实现增长目标
的必然选择[3]遥 可见袁我国白酒产业在野需求侧冶推进增长路径创新袁应该侧重在两个路径方向袁
即投资优化和市场创新遥

2.我国白酒产业在野供给侧冶的野短期路径冶创新
管理的目标是效率袁管理效率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持续科学的管理及其创新袁并通过示范尧

推广等路径产生广泛的管理创新效应遥 管理创新本身是一个循序渐进且永无止境的过程袁所
以管理上野没有最好袁只有更好冶遥 为此袁针对我国白酒产业的路径创新袁管理创新应纳入野供给
侧冶的野短期路径冶袁并主要以白酒企业为载体去实施遥

渊二冤我国白酒产业新型增长路径要要要野长期路径冶
在我国白酒产业新型增长路径中建立 野短期路径冶袁 其目的在于维持白酒产业的适度增

长袁并避免野爆发式冶增长方式革命所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遥 从某种意义上讲野短期路径冶是一
种战术考虑袁具有权宜性袁是为白酒产业增长路径朝野长期路径冶方向转变而提供必要的过渡
性支撑力遥所以袁我国白酒产业增长路径创新的野长期路径冶必须体现战略性袁其路径创新目标
需要推动产业增长方式的质变袁实现我国白酒产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渊TFP冤方面显著的跨越式
提升遥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伴随着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的质变[11]遥 在野供给侧冶推动我国白
酒产业增长方式的质变袁实现质量型增长袁应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袁制度创新为保障袁区域创新为
契机遥

1.技术创新是推动 TFP提升的关键袁并将为我国白酒产业实现持续的效率型增长提供保障
我国白酒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动力不足尧投入不足尧模式落后的问题遥渊1冤技术创新动

力不足院由于历史性的政商消费尧产业规模扩张和宏观经济景气条件的影响袁我国白酒产业在
过去的十多年渊2012年之前冤经历了野黄金时期冶的繁荣遥白酒产品的高价格和低成本造就了丰
厚的利润回报袁使得白酒企业即便在粗放的增长路径上袁仍能依靠简单的外延式规模扩张及
在此基础上的产能增量袁实现高增长高回报袁从而大大削弱白酒企业推动技术创新的动力遥渊2冤
技术创新投入不足院白酒企业在技术创新动力弱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其在技术创新上投入的
削减袁并由此造成在技术创新人才尧研发基础设施尧研发的组织资源和动力机制方面的瓶颈制
约遥比较国内外蒸馏酒工艺类技术专利申请数量不难发现袁国外相关专利申请比例是我国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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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渊2009年冤[12]遥四川作为白酒产业大省袁2012年其规模以上白酒企业 R&D项目数量平均不足
0.5个袁远低于其 0.845的制造业平均水平[7]遥 渊3冤技术创新模式落后院我国白酒产业在技术创新
上多囿于野干中学冶模式袁配套制度创新的自主创新模式尚未形成遥

2.制度创新是我国白酒产业创新增长路径的保障
我国白酒产业实现野长期路径冶上的技术创新袁需要适宜的制度框架尧有效动力机制的支

持袁以实现白酒产业步入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路径遥 当前袁我国白酒产业制度创新机制不健
全尧能力匮乏尧动力不强遥 例如袁从所有制性质看袁我国主要的大型白酒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袁企
业高层主要通过行政任命的方式产生遥 其可能的结果是院第一袁管理决策层受功利思想驱使袁
倾向于立足于所控制的酒业企业资源袁推动多形式尧多层次的寻租袁导致管理决策背离市场规
律曰第二袁在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中袁存在先天性的野委托要代理冶隐患袁易于产生内部人控制袁
导致管理决策偏离理性尧科学的轨道曰第三袁在缺乏有效外部治理机制的情况下袁该类白酒企
业便易于产生内部治理结构缺陷尧治理机制失灵袁导致政绩目标导向和独裁式决策交叉泛滥袁
从而大大增加牺牲效率的可能性和决策风险[7]遥

3.区域创新为我国白酒产业创新增长的酿造契机
目前袁我国经济格局实现由野带冶转野块冶的转变袁区域一体化导向下的区域创新在打造板块

经济的同时袁也将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战略平台尧赢得新的发展机遇遥 以四川尧贵州两省的
白酒产业发展为例袁一方面袁叶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渊2016冤曳将成渝城市群建设提升为国家战
略袁为在野川南城镇密集区冶培育新增长极提供了契机袁并将提升该区域内白酒产业的战略地
位曰另一方面袁以宜宾尧泸州尧遵义三市构造的野中国白酒金三角冶袁则为两省的优势白酒产业提
供了跨区协同发展的空间遥

渊三冤野长期路径冶与野短期路径冶的关系
我国白酒产业实现质量型增长袁需要野长期路径冶和野短期路径冶的结合遥 在战略层面院技术

创新是必由之路袁是支撑白酒产业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遥 以技术创新为内核袁结合制度创新和
区域创新袁将为我国白酒产业的长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遥 但技术创新具有长期性袁会带来长期
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袁且存在短期增长贡献方面的短板遥 在战术层面院我国白酒产业在长期增长
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袁导致投入型增长仍旧占据主导袁从连续性和增长惯性上看不宜转型[3]袁
强行转型的风险是野停滞冶与野硬着陆冶遥 因此袁在野短期路径冶中以投资优化为主导是务实的尧理
性的遥 以投资优化尧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为方向的野短期路径冶袁是我国白酒产业实现野长期路
径冶中创新目标所必须的过渡与支撑遥

五尧我国白酒产业推进质量型增长推进路线

以野供给侧冶为重点袁兼顾野需求侧冶与野供给侧冶的质量型增长路径袁为我国白酒产业的未来
发展确立了目标遥 长短期搭配的创新路径袁为我国白酒产业的增长路径创新指明了方向袁并决
定着创新实施过程中的路线选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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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我国白酒产业在野短期路径冶中的推进路线
1.投资优化的推进路线
我国白酒产业的投资优化应主要围绕投资增量尧投资弹性和投资效率的改善展开袁旨在

推进效率资本投入型增长遥 渊1冤我国白酒产业投入型增长的特征明显袁且短期内白酒产业增长
对资本投入的依赖仍将继续遥 所以袁为确保我国白酒产业在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维持合理的
增长水平袁投资增量的存在是必要的遥 在净投资的形成中应坚持适度从紧的原则袁通过结构倾
斜来突出阶段性的重点遥 渊2冤投资弹性决定投资增量对白酒产业增长的影响效果袁它是产量变
化率相对于资本变化率的弹性反应遥 投资效率则是决定投资弹性的关键[3]遥 因此袁在对白酒产
业实施投资优化的过程中袁最为核心的问题是野如何提升投资效率冶遥 渊3冤资本效率是投资优化
的核心遥 白酒产业的资本效率是资本在配置尧积累尧形成和回报等环节效率的综合表现遥 提升
我国白酒产业的资本效率袁需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袁实现酒类企业的角色回归曰需要深化
价格体制改革袁形成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袁以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曰需要建立投资评估尧决策机
制袁增进投资的科学性与理性袁以提高资本的形成率和回报率曰需要打破行政分割与区域垄
断袁激活竞争机制尧激励机制和风险机制[13]遥

2.市场创新的推进路线
我国白酒产业在野短期路径冶上的市场创新要突出两个方面袁即市场空间布局创新和对接

市场的组织创新遥 以四川白酒产业为例袁一方面袁可以借助野一带一路冶战略平台袁加快走出去
的步伐袁加大开拓外部市场的力度袁拓展产业增长的外部市场空间曰另一方面袁在城市群梯度
构造和板块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袁以酒业集中区为依托袁实现跨区协同袁走集群发展和增长极
培育的道路曰再者袁运用野互联网+冶实现对接市场的组织创新袁改造传统的营销模式袁探索野内
生式冶营销[14]的实现道路遥

3.管理创新的推进路线
管理是常态化的尧持续性的尧不断创新的过程遥 管理创新将在野供给侧冶为我国白酒产业的

增长提供组织资源支撑和动力源泉的保障遥 这种管理创新需要达成宏观尧中观和微观层面的
协调统一袁需要职能部门尧行业协会和酒类企业的共同参与袁以组织建设为基础袁执行能力管
理是关键袁并切实推进行政管理尧经营管理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转变袁实现三位一体遥

渊二冤我国白酒产业在野长期路径冶中的推进路线
1.技术创新的推进路线
野供给侧冶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袁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传统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遥 我国白酒产

业要实现质量型增长袁就应该围绕主要的白酒产业集中区袁依托代表性的酒业企业引领和推
动不断的技术创新[15]袁实现持续高效的技术进步袁为白酒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泉力遥 在推动技术
进步的过程中袁目标导向的 R&B至关重要[16]遥

从 R&B到技术进步袁其推进过程的可控性及产出效率具有不确定性遥要确保 R&B的顺利
实施袁提升 R&B的产出效率袁需要围绕 R&B进行全面系统规划袁建立包括技术创新环境建设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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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培育尧氛围营造尧垂直专业化和投入转化机制等在内的支撑体系遥 渊1冤创新环境方面遥继续
推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袁打破市场垄断袁优化市场在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功能袁强化倒
逼机制和风险机制的影响力袁增强白酒企业的技术创新意识遥政企合作推动集聚区尧产业园区尧
整合联盟[17]等方面的建设袁降低白酒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遥通过金融创新提高银行的资金供给
效率[18]袁增强白酒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遥 推动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袁加强在教育和人力资
本方面的投入袁夯实白酒企业技术创新的智力基础遥 渊2冤主体培育方面遥一方面袁在体制机制创
新的基础上袁加大名酒名企在白酒产业技术创新中的带头作用袁增加它们在开发研究尧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投入遥 譬如袁根据我国白酒产业竞争现状划分的 4层次集团中袁茅台尧五粮液尧剑南
春尧泸州老窖尧郎酒和洋河大曲属于第一集团袁在整个白酒产业中居于引领地位[19]遥对于这些白
酒企业来说袁阻碍它们技术创新的并不是资源瓶颈袁而是体制机制的捆绑遥 事实上袁在机制体
制协调的情况下袁我国白酒产业第一集团技术创新是大有可为的遥 在第一集团构成中袁前五大
品牌都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袁并依托野中国白酒金三角冶形成品牌集群效应袁可以考虑以跨区协
同为支撑袁在产业集群尧垂直专业化尧横向规模化等基础上建立研发中心遥 对于第三集团的地
方白酒企业和第四集团的原酒企业袁则应更多考虑抱团推进的思路袁通过企业间或企业与科
研院所之间的横向合作袁推进技术创新遥另一方面袁加快野产学研冶结合模式的落地生根袁做好人
才培养和引进工作遥 渊3冤创新氛围方面遥在五大理念的指导下袁建设良好的创新文化背景袁培育
广泛流行的企业家精神[20]遥渊4冤投入转化机制方面遥在野去行政化冶的基础上袁积极务实地推动针
对白酒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袁确立市场导向的科学决策机制袁在技术创新出成果的同时袁
以技术转化带动产品结构的升级调整袁以满足市场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遥 渊5冤我国白酒企业技
术创新的当务之急遥 一是推进产品技术创新袁强化原料尧工艺尧口感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曰二是充
分利用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契机袁提高白酒行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制造水平曰三是在技
术模式上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袁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低碳发展[7]遥

2.制度创新的推进路线
制度提供主体行为可供遵循的基本框架袁明晰规范行为的基本边界遥 制度是重要的资源袁

适宜的制度安排能够确保效率尧公平和安全曰反之袁制度则会成为阻碍遥一言以蔽之袁制度重要袁
制度创新同样重要遥

我国白酒产业增长路径创新的野长期路径冶中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保障遥 制
度创新要兼顾制度增量供给尧制度结构调整和制度运行机制建设遥 一方面袁政府部门积极转变
职能袁科学决策袁持续做好白酒产业发展政策规划袁推进金融尧财税尧社会保障尧科教等方面的制
度建设与创新袁将制度的增量调整与结构优化紧密结合起来曰另一方面袁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的基础上袁主要围绕白酒企业切实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袁推进相关的微观治理机制改革 [21]袁
实现企业主导下微观决策的优化 [15]袁以增强白酒企业的活力尧提高白酒企业管理效率尧增进白
酒企业经营效益遥

3.区域创新的推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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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旨在利用区域地缘条件袁整合尧优化配置区域资源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遥 白酒产
业推动区域创新袁需要将宏观战略背景尧经济板块功能尧区域协同尧增长极培育等结合起来遥 以
四川白酒产业发展为例遥 在野块状冶经济布局中袁四川白酒产业处于多元战略叠加的独特背景
下袁并同时作为我国白酒产业大省的龙头袁从而为使实施基于空间地理的区域创新路径成为
可能遥四川白酒产业的发展袁可以利用多元战略叠加背景提升路径创新的空间遥这些战略包括
西部大开发战略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尧成渝城市群发展战略尧野一带一路冶战略尧野中国白酒金
三角冶之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等遥 通过区域创新袁可以将四川白酒产业的创新使命与多元战略对
接袁从而将政策利好尧走出去战略尧城市群梯度下的经济功能板块建设尧区域战略协同下新增
长极培育融合在一起袁为四川白酒产业增长路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遥

六尧结 语

经济野新常态冶是我国白酒产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背景袁在野供给侧冶建立我国白酒产
业增长路径创新的研究视角袁则是关照了野新常态冶下我国经济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遥 当然袁
野新常态冶并不是创新问题提出的根源袁创新乃是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曰野供给侧冶
也不会是创新研究永恒的焦点袁对创新问题的研究需要适时应势遥 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袁在
创新问题上不能有一蹴而就的侥幸心理遥 基于此种认识袁本文以我国白酒产业为研究对象袁探
讨经济野新常态冶下我国白酒产业在野供给侧冶推进增长方式创新的路径袁并建立了包括野长期路
径冶和野短期路径冶在内的结构梯度遥 其中袁在具体推进路线的研究上袁尚存在诸多未尽之处袁有
待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去解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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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rowth Path of Liquor Industry in China Under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SU Kui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liquor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industry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As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the problems of overcapacity, abnormal structure, and slowdown
and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are exposed in China's liquor industry,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s liquor
industr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of a typical 野Phase IV superposition冶 feature. In the 野industry new normal冶,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innovation for China's liquor industry. In China, the practice of social economy
construction has proved that the traditional growth path based on the 野demand side冶 has got into trouble. First,
as for the consumption demand, impacted by the change of market demand,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take liquor consumption to drive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the potential risk is high, and there is logical self-consistent issue as well. Second, as
for the expor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ts development level, relying on the
export of liquor in the short term cannot boost the liquor industry growth in China. Third, as for the investment,
extensive investment growth causes the path dependence meanwhile leads to th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in 野the new normal冶 sets the direction for the growth path of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liquor industry. So, innovation growth mode of China's liquor industry should be
based on 野supply side冶 as the focus and seek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野supply side冶 and 野demand side冶 on
the path of reform. The quality of growth will b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innovation of growth path of China's
liquor industry and the result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growth mode. The key to achieve
quality growth in the liquor industry is to develop the long -term path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meet the needs of continuous growth of liquor industry
and avoid the uncertain ris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is advisable to establish the short-term path of
investment optimization, marketing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long-
term path of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demand side; liquor industry; quality growth; long-term path;
short-ter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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