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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一杯美酒，传承文化，彰显品质。
广东省是全国酒类消费大省，2023年全省酒类流通领域销售收入约614亿元，同比增长4.95%。江门身处其中，也有着庞大的

酒类消费市场。据江门市酒类行业协会初步估算，2023年我市酒类销售收入约20亿元。
与此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米袋子”，江门在酒的酿制上也颇有造诣。其中，台山米酒酿制技艺和新会陈皮酒制作技艺均入选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培育出粤首宝新会陈皮酒、棠下棋杆石米酒、佰世富陈皮白兰地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酒品牌。
然而，今年江门酒业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酒卖不出去，价格提不上去”几乎成为所有从业者的心声。但业内人士认为，从古

代文人的“曲水流觞”，到现代社交的推杯换盏，酒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今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面对风起云涌的行业大变局，

江门如何利用自身资源酿出好“酒”？如何在消费端和生产端获得新的增长点？为此，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解码”江门酒
业高质量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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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是酒类消费的旺季。不过，
今年的市场一反常态，消费者和企业客户
囤货需求下降，酒商们备货热情不高，明显
感受到今年“旺季不旺”。

在蓬江区育德社区开酒行的杨先生，
早些年被江门的城市环境吸引后，移居江
门，并加盟了国内知名的酒类直销连锁品
牌。这些年凭借酒行的生意，杨先生的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但今年他明显感到了压
力。杨先生表示：“消费者的观念发生了转
变，过去用于商务宴请、礼赠需求的大订单
少了很多，店里销量可以说是断崖式下滑，
营业额比去年少了一半。”

店里销量下降，利润也在大幅减少。
“消费者对高端酒的需求下降，其中葡萄酒
的销量下滑最明显，洋酒和白酒的销量也
在减少。不过，200元至300元的白酒比
较受欢迎。”杨先生坦言，随着移动互联网
和电商的发展，当下市场信息十分透明，酒
的溢价空间相当微小，特别是大众化的白
酒，一瓶的利润大概在20元至30元之间。

消费需求疲软之下，高端白酒价格走
低。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为了去库存，
各大白酒品牌的单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跌
价。比如，一款高端茅台酒在“双十一”期
间价格一度低至2056元/瓶，虽然后期价
格有所回升，但仍反映出市场的波动。此
外，五粮液、国窖、习酒、剑南春等名酒，在

“双十一”期间的价格也创出新低，多数跌
落“千元价格带”。

高库存与低动销两面夹击，成
为酒业最大的困局。江门酒商
老蔡在两年前行情好的时候
入手了一批白酒，本想着能
坐等涨价，却没想到今年
白酒价格一跌再跌。眼
下年末将近，感受到资金
周转压力的老蔡，决定
先以每瓶酒亏损 30元
的价格抛售一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市场
虽然整体缺少活力，但局
部红利仍然存在。中国酒
业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白
酒中期研究报告》指出，今年
1—6月白酒市场经销商、零售商反
馈市场动销最好的价格区间分别为
300元至500元、100元至300元、100元
及以下。

记者采访了一些有酒类消费习惯的市
民。他们普遍反映，由于自身消费水平的
下降，今年买酒的消费额度有所减少，一方
面是购买数量少了，另一方面是大众转向
购买价格更实惠的酒。有十多年喝酒经历
的市民王先生，前些年每年会在酒上花费
上万元，今年只在传统节日前买些价格数
百元一瓶的大众酒，全年酒类消费在6000
元左右。

市场冷热背后，折射出消费逻辑的变
化。随着商务宴请、送礼等场景大幅萎
缩，以及日常小聚、家宴等场景的崛起，
酒的意义逐渐回归到饮用本身，质价比
高、轻负担的大众酒更受市场欢迎。“当
下酒类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
化。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个充满利好的
时代，选择更加多元，而酒企、经销商若
能顺势转型，也能站稳脚跟。”江门市酒
类行业协会会长郑祖生说。

与朋友相
约小酒馆小酌畅
谈、寻一处休闲
地把酒言欢……
从“不醉不归”到

“适度微醺”，年轻
人的饮酒习惯正发
生转变，其催生的消
费场景、消费产品也越
来越丰富。

近年来，江门的一
些旧厂房被改造为文化
园区、网红打卡地，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前来消费。在
江门船厂1954文化产业创

意园，有一家临江的露天小酒
馆，其负责人是潘孝億。每到

傍晚时分，潘孝億便开始忙碌起
来，一些年轻人相约来到这里，吹着江

风，品着各式包装漂亮的小酒，十分惬
意。“现在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大，他们不怎么
喜欢去吵闹的地方喝酒，更喜欢在安静的地
方喝酒聊天。”潘孝億说。

在行业变革中，新生代消费者逐渐成为市
场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品质、口感有着更高的
追求，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

早在2021年，江门市青年创业协会会长、
小二街便利店连锁品牌创始人赖惠钢，便以啤
酒为媒，探索便利店的创新模式，打造了首家
小二街啤酒博物馆旗舰店。该店面积约80平
方米，酒柜里陈列着百余款啤酒以及各类饮
料，价位从3元至20元不等，店外还设有宽敞
的露天休闲区。

这是小二街为年轻消费者打造的极具性
价比的社交场所，到店的顾客，有的是为其性
价比买单，有的是为该店的颜值买单，还有的
则是享受独处带来的快乐。在许女士看来，便
利店24小时营业，无最低消费，品种齐全还有
位置坐，比酒吧方便不少，比家里也更有气氛。

今年中旬，赖惠钢又打造了小二街礼品超
市，实施会员制，并在超市内设有茶室、咖啡
厅、ktv等多个休闲娱乐空间，为会员打造私
域社交空间。产品种类丰富，涵盖酒水、茶叶、
陈皮、滋补品等多种品类。凭借亲民的价格，
超市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消费，其中以酒水最
为热销。

“传统酒类流通链条的中间环节多、利润
模式单一，已难以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面
对市场挑战，小二街礼品超市通过打造‘酒+
茶+咖啡’融合的社交空间，为顾客提供社交
和情绪价值，提升产品附加值。”赖惠钢说。

从单纯卖酒转变为推广酒文化、酒生活，
最终实现“酒、文、旅”深度融合，这或许是江门

酒业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近年来，江门市酒类行业协会

组织会员单位走进商圈和景区，举
办“夏日微醺”户外品酒活动，并
在社交媒体发布江门美食与
美酒的搭配指南，着力讲好江
门“美酒+美食+美景”的故
事。

与江门隔江相望的佛
山，是岭南酿酒的核心地区
之一。目前，佛山不少品牌
酒厂积极拥抱市场，探索“跨
界”，以文化赋能、场景营造、

互动体验带动品牌推广与产
品营销，希望俘获年轻人

的目光和味蕾，让“佛山
品牌”长红。
记者近日到广东石湾

酒厂集团采访得知，该集
团早在 2009 年就斥资
逾4000万元，打造岭
南酒文化博物馆，推
动“美酒+文化+旅
游”的深度融合发
展；2022 年，“牵
手”旗下“太吉咖
啡”品牌，推出“玉
冰烧摩卡”“酒心摩
卡”“经典玉冰椰
拿”等特调新品，探
索“美酒+咖啡”的

“新表达”。
广东石湾酒厂集

团副总经理、岭南酒文化
博物馆负责人蔡壮筠说：

“每个时代，人们对酒文化的
接受状态都不一样。我们要顺
应潮流，找出传统与潮流的交汇
点，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播酒文化。”

行业深度调整期也是品牌“弯道超车”的
战略机遇期，在竞争激烈、内卷严重的酒类市
场上，顺应趋势、战略领先者将突围而出。

“目前行业正向‘优势产区、头部企业、名
酒品牌’集中，未来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酒
企，要么是‘大而强’的全国名酒，要么就是‘小
而美’的地方特色酒。”蔡壮筠表示，全国名酒
的市场地位难以撼动，地方酒企不妨尝试探索
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之路。

新会陈皮是江门的一张亮丽名片。早
在20世纪90年代，新会糖酒厂就开
始生产新会陈皮酒。近年来，我市
也有不少酒企采用不同的工艺，
酿制出新会陈皮白酒、新会陈
皮白兰地等产品，进一步丰富
了新会陈皮产业链。

广东佰世富东方白兰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
世富”）以新会柑成熟柑果肉
为原材料酿造白兰地，2019
年在新会区三江镇茶湾村建
造了占地面积超10万平方米
的白兰地生产基地，成为省内首
家生产白兰地的企业。“新会柑浑
身是宝，柑皮与柑肉是同根同源的物
质，所具有的药用价值不分彼此。用去皮去
核的新会柑精心酿制的白兰地，不像一般的葡
萄白兰地那样涩味难除，味道更加馥郁芳香、
醇香回甘。”佰世富总经理陈奕丰告诉记者，为
了更好地推广新会陈皮文化和酒文化，佰世富
在新会建设了一个总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
东方白兰地窖藏文化体验馆。

口感好、价格亲民，让佰世富新会陈皮白
兰地一推出市场，便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年
更是在低迷的市场行情中实现了“逆袭”。“从
11月中旬开始，我们就陆续收到了经销商的春
节备货订单了，销量比平时上涨了两至三倍，
预计今年总销量将超过50吨。”陈奕丰表示。

而在蓬江区棠下镇，热情好客的村民招呼
客人，必须让他们“吃饱还得喝好”。棋杆石酒是
当地群众的心水之选，因为那里拥有一家50多
年历史的棋杆石酒厂。该酒厂生产的棋杆石酒，
也就是俗称的“土炮”，是棠下几代人的记忆。

棠下棋杆石酒厂厂长卢柏霖表示；“我们
坚持用纯粮食做酒，是棠下人喜欢的口粮酒口
感，在本地有很扎实的市场基础，每个月销售8
吨至10吨，而且大部分都是卖给镇里的居民。”

据悉，棠下的本地居民买棋杆石酒，除了
直接喝，还会用它来浸泡山黄皮。“棠下人制作
山黄皮果酒，已有上百年历史，其制作技艺还
是蓬江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柏霖看准这
一特色，在酒厂开展山黄皮果酒的规模化生
产，该酒还入选“棠下名优”产品。

广东粤首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卫国，
老家在新会古井。他运用自己家传承下来的
新会陈皮酒酿制秘方，创立了粤首宝新会陈皮
酒品牌。“我们用15年以上的陈皮、糯米、高粱、
大米等103种原料制作酒曲，经过37道工序酿
制出新会陈皮酒。”赵卫国介绍，目前粤首宝新
会陈皮酒年产值约800万元，主要销往广州、北
京、香港等地。

市场行情以及消费群体的新变化，为地方
酒企提供了突破壁垒、拓展市场的可能性。江
门酒企虽然有规模不大、较为分散的不足，但
仍有机会弯道超车，打造出有影响力的特色酒
品牌。江门市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熊寿兴认
为，“差异化”是小微酒企发展的关键，江门酒
企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特定口感的酒品，

通过更极致的产品分化来抢占市
场份额，积极拓展多元化的销

售渠道，增加与年轻消费
者的互动和沟通。

江 门 市 乡 村
振兴和休闲农业
促进会秘书长
何 岩 说 ，随
着 深 中 通
道和黄茅
海跨海通
道 的 开
通，江门
文 旅 再
次 迎 来

“ 大 流
量 ”。 在
这样的背
景下，江门
特色酒的推

出恰逢其时，
不仅能丰富江

门特产的品类，也
为江门文旅消费增

添了新亮点。
有酒有故事，江门酒企，

未来可期！

贵州推动酒旅深度融合发展
以酒促旅 以旅兴酒

作为茅台酒的产地，贵州
近年来一直在推动酒旅深度融
合发展，不断丰富贵州旅游的
内容和内涵，满足游客对旅游

体验的新需求。
近日，贵州省

文化和旅游厅组
织贵州旅游协
会、贵州酒文
化研究会推
出 21 个 酒
旅 融 合 景
区和 5 条精
选 旅 游 线
路。通过横
向整合资源，

酒旅融合不仅
能够为游客提供

丰富的体验，还能创
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价值。
以仁怀产区为例，根据仁

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
息，今年上半年，仁怀接待游客
444.85万人次，同比增长4.71%；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1.79亿元，
同比增长7.78%。

佰世富
广东佰世富东方白兰地股

份有限公司选用新会柑果肉作
为原料，使用先进的FMC设备
进行榨汁，让果肉里面的各种
营养物质几乎不产生损耗。该
公司还独创二次蒸馏法，把发
酵原液中各类物质从发酵液中
分离出来，得到柑果蒸馏酒，生
产出东方白兰地、陈皮酒、柑果
蒸馏酒、威士忌、伏特加等特色
系列产品。

粤首宝
广东粤首宝科技有限公司

新会陈皮酒秘方源出宋代，选
用陈化多年的老陈皮，以曲酵
蒸酿工艺制酒。这种工艺酿制
出来的酒，初入口，口感温醇紧
致，层次丰满。稍后咽下，温
润、细腻的花蜜、药香、木香、陈
皮醇香味依次在舌尖上舒展，
甜美馥郁，充盈不散，满口生
津，丝丝甘润。

柑富堂
江门市柑富堂陈皮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位于新会陈皮核心
产区天马村，旗下有陈皮酒等
产品，主要经营陈皮文化推广，
新会柑、食品农产品种植，陈皮
酱酒、陈皮、茶制品研究、试验
发展、技术推广服务等。

邑徽
江门市邑徽酒业有限公司

以健康养生为宗旨，产品涵盖
中高端市场的各个年龄段，打
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
陈皮酱香酒品牌，线上线下全
面推广，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
生活和传统文化的追求，体现
五邑地区的历史底蕴和独特魅
力。

棋杆石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棋杆石

酒厂的传统白酒创立于 1971
年，位于棠下镇棋杆石水库
旁。53 年来，该酒厂坚持使用
传统工艺，以真米酿造白酒，绝
不添加任何其他酒精。该酒厂
的山黄皮酒也非常出名，是棠
下镇的一大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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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江门特色酒名录（部分）

东方白兰地生产基地东方白兰地生产基地。。

佰世富建设东方白兰地窖佰世富建设东方白兰地窖
藏文化体验馆藏文化体验馆，，目的是更好地目的是更好地
推广新会陈皮文化和酒文化推广新会陈皮文化和酒文化。。

价格实惠的价格实惠的
酒类成了新宠酒类成了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