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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酿酒及其蕴含的产业思想溯源
F-*K&(

8

(."0*,"2"

8

(,%22(

H

1"&>#%5(.

8

%./('+(./1+'&(%2'-"1

8

-'

余有贵

-9-A20

(

2/

!

曾
!

豪

.+#$*3A

!邵阳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湖南 邵阳
!

.))###

$

!

X&

O

3H?8&'?A

B

K/AFA

(@

3'C),&8/I?H

@

#

>,3A

@

3'

(

9'/G&HI/?

@

#

>,3A

@

3'

(

#

*2'3'.))###

#

),/'3

$

摘要!生态酿酒工业以提供生态酒产品为中心"构建循环经

济新模式"旨在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

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环境!酿酒工业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

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酿酒?含了道家文化的天人合

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系统论的整体思想!科

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中国

思想"代表了酿酒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酿酒%生态伦理%系统论%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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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1人类中心主义2思想在

)#

世纪中期以前一直占主导地位)

"

*

#无视生态环境和肆意

浪费资源)

)3!

*

#工业畸形发展'

)#

世纪后期开始#人类在反

思中觉醒#发展绿色工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的思

潮席卷全球#人们逐渐接受和追求1健康+环保+珍爱生命2的

生活理念)

.3%

*

#白酒行业的有志之士开始酝酿如何协调好产

业发展与改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传统粗放的酿酒产业

引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

*

'

"&&&

年
""

月在北京举行的国

际企业创新论坛上#沱牌集团李家民总工程师首次提出了

1生态酿酒2一词)

$

*

'

)##'

年1生态酿酒2词条增补录入了

2,

(

J"%"#&

,白酒工业术语-中)

'

*

'1生态酿酒2是指保护与

建设适宜酿酒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生态环境#以安全+优质+

高产+低耗为目标#最终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和循环使用)

&

*

'

生态酿酒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基础#兼顾社会效益与生态效

益#三者和谐统一成为酿酒产业发展的最高准则#最终实现

人+产业+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生态酿酒进一

步深化了人与自然关系+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工业生

产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关系的本质认识#?含着一系列传统

与现代的产业发展思想'

"

!

传统酒类酿造理念与道家儒家思想的
契合

!!

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由老子始创+庄

子继承和发展'无论是,道德经-中1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的宇宙生成模

式)

"#

*

#还是,淮南子-的1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

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2的1道&气&物2模式)

""

*

#都遵循

1万物同出于道2的本原论)

")

*

'因此#道家思想精髓为1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这里的1道2就是客观规律#

1自然2指 1客体2的1存在方式2和1状态2即1自己如此2

)

"!

*

'

儒家1天人合一2则揭示了天与人的关系+生态道德目标+生

态道德准则的基本规律#即天与人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人只

有尊重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

续发展'

生态酿酒的思想与道家思想在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

上是一致的#两者对自然怀有一种1敬畏感2'典型的中国酒

"")



一般是指以酒曲作为糖化发酵剂#以粮谷类为原料酿制而成

的黄酒和曲酒以及以其为酒基生产的露酒)

".

*

"3!

'中国白酒

是自然发酵的产物#中国白酒要创新发展#前提是要保护好

适宜酿酒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生态环境#只有回归酿酒的本

原#才能坚守1工艺特殊+香型繁多+风格迥异2的三大特点'

"?"

!

酒是自然的产物

关于中国酒的起源#根据现代观点#从自然成酒到人工

酿酒经历了
.

个阶段!表
"

$

)

".

*

.3%

#说明人类并不是发明了

酒#而只是发现和利用了酒'酿酒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的微

生物作用于淀粉质的谷物原料或糖质原料#霉菌作为糖化主

要菌种将淀粉液化+糖化变成糖#其中可发酵性糖经过酵母

发酵产生酒精#细菌作为产香的主要菌种将原料中有机物代

谢生成醇+醛+酸+酯等风味物质#发酵产物经人工蒸馏提香

便可得到蒸馏酒'

表
"

!

酒起源的
.

个阶段

J6Q8@"

!

GD<MNL6

=

@NDK+;7:@N@ 7̂

U

<DMXM7

=

7:

阶段 与酒有关的事件 推测期间

"

自然界天然成酒 人类产生以前

)

人类饮酒!发现果酒#祭祀天

神和祖先$

距今
%#

万年左右

!

人类酿酒!发现+认识酒#初步

学会酿酒$

距今
.

"

%

万年左右

.

人类大规模酿酒
距今

%

"

$

千年!考古+

文字$

"?)

!

酿酒生产传承古法

!

"

$1曲是酒之骨2'酒曲作为酿酒糖化发酵剂是中国

酒技艺的源泉#制曲的本质为扩大培养酿酒微生物的过程#

酒曲微生物来源于人+机械!曲模+粉碎机+压曲机等$+材料

!谷物+水+草等$+环境等因素#一直沿用1生料制曲21自然接

种2方式#通过控制曲坯的形状+温度和湿度等工艺条件#培

养了各具特色的大曲!可分为高温曲+偏高温曲和中温曲$与

小曲#为酿造出风格迥异的白酒产品奠定基础'

!

)

$1水是酒的血液2'酿造用水直接进入了白酒产品

中#约占成品酒的
.#I

"

(%I

'中国名酒企业一般出现在长

江+黄河+淮河+渭河+赤水河等流域#充沛的水源+优良的水

质#以及由庞大水系造就的适合微生物生长的环境#对酿酒

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

!

$白酒是1天地共酿#人间共生2'酿酒过程强调1天

时+地利+人和2#五谷杂粮产酒采用野生多微的发酵方式#因

地制宜#人为控制入窖条件#入窖酒糟在边糖化与边发酵的

过程中积累酒精和风味物质#成熟酒醅经固态甑桶蒸馏#运

用1探汽上甑+缓火蒸馏+截头去尾+量质摘酒2等工艺操作获

得了不同香型风格的新酒'

!

.

$1酒是陈的香2#在白酒贮存老熟中#将新酒置于地

下室+防空洞和天然溶洞等环境中贮存一段时间#经过物理

和化学的变化#将新酒的刺激性和辛辣味降低#促进酒体的

增香+酒味的柔和'

!

%

$特色是酿酒工艺的坚守'中国白酒为世界六大著

名蒸馏酒之一#不同香型白酒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工艺特点

!表
)

$#其中关键工艺代代相传#坚守便形成了各具特色风格

的白酒'如酱香茅台酒的生产#严格遵循1端午踩曲#重阳下

沙#七次蒸馏#八次发酵#九次蒸煮2的季节性生产规律#达成

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结晶%茅台酒对粮耗与产酒的比例#始

终不渝地坚守1

%R

=

粮食生产
"R

=

酒2的铁律)

"%

*

'

"?!

!

白酒品质的自然选择

白酒作为独特的地域生态产品#极大地依托生态环境

!表
!

$'地域决定白酒的兴盛优劣#故有川黔1江酒2和苏皖

!豫$1河酒2之分#1江酒2以1浓郁+丰满+悠长2见长#1河酒2

则以1秀雅+绵柔+净爽著称2

)

"(

*

'其中1中国白酒金三角2被

联合国教科文及粮农组织誉为 1在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

造优质纯正蒸馏白酒的地区2#是中国名优白酒生产的不可

或缺的地域资源优势)

"$3)#

*

'因此#四川称为浓香型白酒的

故乡#贵州称为酱香型白酒的故乡#浓香型白酒占中国白酒

市场份额的
$#I

'

表
)

!

不同香型大曲酒生产特点

J6Q8@)

!

+;6M6BL@M7NL7BNDKZ6

U

< 7̂

U

<DM97L;

Z7KK@M@:LG86SDM

香型 发酵方式
发酵次

数(次

发酵时

间(
A

贮藏周

期(年

出酒率(

I

浓香型 黄泥老窖
" .%

"

(# " ."

"

.$

酱香型
石料地窖

发酵
!!

$ !## !

)$

!酱香

原酒
(

"

$

$

清香型 地缸发酵
) %( ) .%

表
!

!

白酒产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J6Q8@!

!

T@86L7D:N;7

P

DK+;7:@N@ 7̂

U

<DMHMDA<BLN6:A

16L<M684:S7MD:5@:L

酒名 产地 气候带 水源 土壤

五粮液 四川宜宾 亚热带湿润性季风
!

岷江江心+安乐泉 紫色土
!

茅台
!

贵州仁怀 亚热带湿润性季风
!

赤水 赤土
!!

三花酒 广西桂林 亚热带湿润性季风
!

漓江水 七色朱红

汾酒
!

山西汾阳 暖热带半湿润性季风 当地古井和深井 黄土
!!

)

!

生态酿酒与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
契合

!!

马克思等)

)"3))

*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实践#而

劳动是人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引起和调控1人和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的过程2'1人的本质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

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

)!

*

'在对自然的利

用和改造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改造)

).

*

'随着实践活动

的不断深入#人类通过革新观念+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革不

合理的社会制度#将自然界不断从1自在自然2转化为1人化

自然2

)

)%

*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包括自然主义的

道德情感+人道主义生态伦理观和共产主义的生态伦理信念

三个维度)

)(

*

#通过人类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交换#推动

)")

市场分析
!

)#"$

年第
"

期



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态酿酒的思想与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尊重自然

和改造自然方面具有一致性#两者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

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随着人们对白酒质量和品

种多样性需求增多#酿酒企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

生态技术创新到生态产业创新#采用生态酿酒技术和创建生

态酿酒工业园#创造了中国白酒
"#

年黄金期#

)##!

"

)#")

年

白酒产量和销售收入分别保持了
"!I

和
)!I

的年平均增长

率)

)$

*

#白酒产品较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

!

产前新技术把好生态酒生产的入口关

酒的质量与酿造原料+地理环境和生产工艺都有密切关

系#但酿造原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高粱+小麦原料太

空诱变育种技术)

)'3)&

*

#黔优
!''

+金优
$'%

酿酒用稻壳新品

种的优选技术)

!#

*

#酿酒原料基地的有机种植技术等#探索出

生产更好的+更优质的酿酒原料)

!"

*

'

)?)

!

产中新技术把好生态酒产品生产的过程关

!

"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技术'1生态环境与区系微生

物关系2和1生态与酒质关系2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新厂扩建

中#把握宏观!选址$+中观!生态工业园建设$和微观!人工窖

泥与人工老窖建设$以提高酒质安全性和优质率#如沱牌舍

得酒业的1三观2实践#即宏观!北纬
!#?&r

+涪江流域+丘陵地

区$+中观!沱牌舍得生态酿酒工业园$+微观!曲+窖+糟$#构

建良好的酿酒生态环境)

(3$

*

'

!

)

$原料贮存与预处理技术'沱牌舍得的金属粮仓的

贮粮技术和原粮汽爆技术)

!)

*

#五粮液集团的防治曲虫的新

方法和整粒作物蒸煮糊化方法)

!!

*

#做到节能降耗+保护生态

环境'

!

!

$新口味白酒的酿酒技术'多粮发酵技术从浓香型

向其它香型大曲酒渗透+从大曲酒向小曲酒拓展#生产出众

多特色的复合香型白酒%洋河股份!苏酒集团$研发的1绵柔

型白酒酿造关键技术集成研究及应用2成果#生产出绵柔型

白酒)

!.

*

%沱牌舍得研发的1原粮浓香型白酒创新工艺技术研

究及应用2成果#创立了幽雅型白酒)

!)

*

%古井贡酒集团推出

了淡雅型低度白酒)

!%

*

#白酒产品评价从重香气转向重口味#

大大推动了白酒的健康消费'

!

.

$贮存与勾兑新技术'贮酒技术中#人工催陈技术和

借助自然能量#促进新酒的老熟#缩短贮存期#如山东帝豪酒

业创立1水窖地藏工艺2#安徽金种子酒业独创1恒温蕴藏工

艺2

)

!(

*

#湖南湘窖酒业开创大池地下与露天一体的1自然变

温贮酒工艺2%勾兑技术中#计算机技术已应用到白酒生产的

酒库管理+品质控制+勾兑等环节)

!$3!'

*

#如沱牌舍得创立了

新型白酒的模糊勾兑技术)

!&

*

#其模糊勾兑专家系统堪称现

代技术与传统工业结合的典范'

!

%

$酒质鉴定技术'风味导向技术研究不同酒质的微

量成分和风味化合物)

.#

*

#指纹图谱技术鉴定白酒的品种与

分类)

."

*

#同位素鉴别技术用于固态法白酒和固液法白酒的

鉴定)

.)

*

#质谱检测技术鉴定白酒中塑化剂+甜味剂等添加

剂)

.!

*

#从而使酒质辨别实现了单纯依赖感观定性鉴定到定

性和准确定量分析结合的跨越'

!

(

$装备的智能化技术'大曲坯制作的机械化自动化

生产线#架子曲的微机自动控制培养%内蒙河套酒厂清香型

白酒的机械化生产车间#湖南湘窖酒业浓香型大曲酒机械化

生产车间%酒库微机管理#白酒微机勾兑%标准瓶白酒的自动

包装生产线#成品酒仓库码垛机'技术装备的进步#促进了

节能降耗#降低了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环境#提高了生产

效率'

)?!

!

产后新技术把好生态酒清洁生产的出口关

丢糟再发酵和再利用技术)

..3.%

*

#黄水综合利用技

术)

.(

*

#尾酒中香味成分的膜分离技术)

.$

*

#蒸馏底锅水中香味

成分的超临界萃取技术)

.'

*

#窖皮泥用作植树绿化的有机肥#

废水的生态净化+纳米材料降解等技术)

.&3%#

*

#将传统观念的

废物变成循环经济的资源#酿酒企业实现了从单一酒产品向

多元产品的转变#环境优美成为了现代酿酒企业的标志'

)?.

!

构建生态产业链把好生态酒生产的循环关

应用1五三2原理!即物系+菌系+酶系之间的关联规律#

菌种+种群+群落的演替规律#相对封闭发酵体系的固相+液

相+气相的相变规律+氧气变化规律和温度变化规律$

)

%"

*

#以

企业内部建立的1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2工业生态链为核

心#生态链向前延伸到绿色原料种植+清洁能源供应和酿酒

环境构建#生态链向后延伸到消费者科学与文明饮酒+品牌

培育与企业文化传播+酒产品生态化包装与包装物回收#通

过实施生态酿酒
%H

标准体系!即"良好研发规范
2̂ H

+良好

种植规范
2*H

+良好生物试验规范
2,H

+良好操作规范

2FH

和良好物流规范
20H

$

)

%)

*

#确保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和

可持续发展#如安徽迎驾集团采用生态产区+生态剐水+生态

原粮+生态工艺来酿造生态好酒#并实现整个生产过程的生

态循环%依托白酒主业发展玻璃器皿+印刷包装+光电材料+

五金塑胶+旅游+商贸等相关配套产业#拓展产业链#实现多

元化发展'

!

!

生态酿酒与系统论整体观的契合
系统论是由

^?C?

贝塔朗菲!

^?CD:?,@ML686:KK

O

$在
)#

世

纪
!#

年代创立的学说#系统的整体观念是系统论的核心思

想#对某一事物来说#要求从整体去了解该事物的各组成要

素#弄清楚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组成要素与事物整体

的关系#同时又要把该事物整体作为一个要素融入更大的整

体和周围环境之中一起来考虑#通过协调各要素的关系+调

整系统的结构#实现系统的最优化)

%!

*

'在产业革命中#人+

技术与自然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于是系统论逐渐应

用于不同的产业领域'

生态酿酒的思想与系统论思想在整体性上是一致的#强

调系统的整体观念和最优化'生态酿酒是个系统工程#它从

安全+优质+高产+低耗的整体目标出发#倍加珍惜生态+资

源+环境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要素条件#以生态酒生产与供应

为中心#依托多重生态圈#精心打造原料种植+循环加工和产

品供应三个生态子系统的酿酒产业系统#构建1从农田到餐

桌2的现代立体循环酿酒产业大系统#自觉地将酿酒产业大

系统融入到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从而实现经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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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融'

!

"

$生态酿酒拓展了传统酿酒产业链'传统白酒企业

按单一的白酒产品组织生产#生产过程为1酿酒原料&加

工&酒&废物2'然而#生态酿酒的白酒企业拓展了传统白

酒的产业链#形成了上游产业链和下游产业链相互联系的两

条产业链#其中上游产业链为1农业&粮食&酿酒业&饲料

业或肥料业&畜牧!饲养$业&农业2的良性生物循环链#下

游产业链则与第一条产业链匹配#酿酒业与机械装备+包装+

建筑等行业的融合#推动和提升加工设备+包装印刷+生态建

筑+物流运输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

)

$生态酿酒构建要素的有序缔结'生态酿酒涉及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工艺技术+包装运输+消费市场+人员操作+质

量管理+生态环境等要素#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白酒产品

的安全与质量+生产的效率与成本+加工的效益与环境'生态

酿酒全面考虑各生产要素与生产环节的关联#从酿酒材质的

生态化+酿造过程的生态化+包装储运过程的生态化+销售消

费过程的生态化着手#打造中国白酒产业的生态化'

!

!

$生态酿酒实现子系统良性循环'白酒生产由原来

唯一的产中加工子系统#向前延伸了产前子系统和向后延伸

了产后子系统'生态种植酿酒原料的产前子系统#采取1公

司
Y

基地
Y

农户2方式和
2*H

标准体系#种植高粱+小麦+玉

米+糯稻等酿酒原料#为生态酿酒生产提供安全优质的专用

原料%清洁加工多产品的产中子系统#在企业内建立由 1生

产者&消费者&还原者2组成的工业生态链和推行
2̂ H

+

2+H

和
2FH

标准体系与
(0

!整理
04VTV

+整顿
04VJX1

+清

扫
04V0X

+清洁
04Ve4J0c

+素养
0bVJ0ce4

+安全
0*/

J4J-

$管理等)

.(

#

%.

*

#生产出安全+优质的生态白酒主产品

外#对发酵副产物如酒糟+黄水+酒头与酒尾+底锅水+窖皮泥

等进行资源化再利用和深加工#做到物尽其用+零排放+无污

染%生态营销生态酒的产后子系统#生态经营和推行
20H

标

准体系#向消费者传播生态消费理念#引导消费者科学+健

康+文明消费白酒#鼓励生态包装物的定点回收与再利用

等)

%%

*

'协调好三个子系统#打造生态酿酒系统的良性循环#

自觉将生态酿酒产业系统融入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大循环中#

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平衡'

.

!

生态酿酒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思想
的契合

!!

胡锦涛的生态伦理思想集中在首次提出了1建设生态文

明2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3%$

*

'科学发展观

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

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其中#发展是第一要务#以人为本是核

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

方法)

%'

*

'

与科学发展观在可持续发展上相同#生态酿酒思想强调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友好三者协调'生态酿酒从产业

生态学角度指出了酿酒业未来的发展模式#推动传统的1资

源&产品&废弃物2的线性增长模式转变为物质闭环流动的

可持续发展系统)

%&

*

#实现传统白酒粗放型发展向1资源节

约
Y

环境友好2型发展的根本转型#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新方式'

!

"

$产业发展'在环境保护和技艺传承的前提下#应用

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改造传统白酒产业#加速行业的技术创

新#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途径促进降低

粮耗和能耗+增加出酒率和优质品率+提高酿酒副产物的附

加值#依靠发展解决酿酒产业内部矛盾#把握好自然生态+人

文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平衡'

!

)

$以人为本'从消费者角度看#提供生态酒产品'白

酒作为承载文化的特殊饮料#要以安全优质为前提组织生

产#优化生产工艺#加强生态加工全过程的品质控制#开发新

产品#调整产品结构#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低度+营养+

保健与人文关怀的生态酒产品#不断满足市场对白酒消费在

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新需求'从生产者角度看#智造取代

手工操作'传统白酒生产是手工劳动过程#白酒是智慧和汗

水的结晶'酿酒人要发扬工匠精神#在传承传统工艺精华的

前提下#不断创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全面提高酿酒产业的

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用机械化+自动化逐渐取代传统的手

工操作#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善劳动者的生产环境和降

低生产者劳动强度'

!

!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优化生态酿酒产业的顶层

设计#建设好原料基地+酿酒生态工业园和销售网络渠道#建

设好人工老窖和保护窖泥微生态)

(#3("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

资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酿酒工业经济增

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生态酒生产带动相关产品

生产#实现新型工业化#打造多样化的产品群%以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为目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无用变成有用+有害

变成无害的思路处理传统意义上的1三废2#实现资源的最大

化利用)

()3(!

*

#努力实现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

!

.

$注意统筹兼顾'兼顾国家产业政策+酿酒企业+消

费者三者目标追求的一致性#达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平衡%兼顾白酒产业的循环经济链的良性循环#白

酒产业要实现以酒为主+多元发展的生态酿酒格局%兼顾企

业发展规模+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平衡#合理控制人力+物

力+财力的投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确保企业做大+做强+

做长'

%

!

生态酿酒契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中国
思想

!!

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让良

生态环境成为普惠的民生福祉#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增长点)

(.

*

'促进生态文明是中国社会发展迈上新

台阶#打造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战略抉择'1美丽中国2是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概念#十八届五中全会

上#1美丽中国2被纳入1十三/五2规划'1美丽中国2的深层

次内涵是指1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2#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

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五位一体的建设#

实现人民对1美好生活2的追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1中国

梦2!见图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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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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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丽中国2概念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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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酿酒的思想完全契合了生态文明建设的1美丽中

国2思想#强调在保护环境中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生态酿酒以工业生态学理论为指导#

结合酿酒行业的特点#大力推动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

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创建了酿酒工业生态体系#形成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见图
)

$

)

$

#

&

*

#体现了酿酒由农耕文

明到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跨越#酿酒产业在推进1美丽中国2的

实践中贡献智慧和添砖加瓦'

图
)

!

生态酿酒工艺流程闭路循环

G7

=

<M@)

!

4BD8D

=

7B68 7̂

U

<DM/56R7:

=

HMDB@NN+8DN@A0

O

NL@5

!!

!

"

$增加生态酒产品供给'行业依靠生态酿酒技术#提

高安全+优质生态酒产品的比例#增加生态酒产品供给量#不

断满足消费者对白酒产品的消费需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喝着开心+喝后安心'

!

)

$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工业园的建设应合理布局+

加强绿化#建设优美的生态酿酒工业园#升级成为对外开放

的
****

级或
*****

级景区#为白酒消费者提供1旅游
Y

体验2的舒适环境#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提升消费者获得

感+幸福感的增长点)

('3$#

*

'

!

!

$创新酿酒企业发展新模式'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促

进多元发展#建立酿酒企业新的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在生态

酿酒发展模式中#1沱牌舍得2循环发展模式和1循环经济五

粮液模式2为酿酒行业的典范'四川沱牌舍得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早在
)#

世纪
'#

年代就提出了以1绿色+低碳+生态2为

主题#以1质量经营与生态经营相结合2为方针#保护与改善

生态环境#开创1生态酿酒2之先河#成功创建了全国首家生

态酿酒工业园%以1新型工业化2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全面

推行1清洁无污染生产2#提供生态酒产品与实施1沱牌舍得2

循环发展模式#被评为1国家环保先进企业2和1四川省循环

经济试点单位2'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大白酒

生产企业#从最早提出1三废是放错位置的资源2#到企业实

施清洁生产#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再到实行以节约资源

和生态建设为主的环保发展战略#创建了低投入+低消耗+高

产出+高效益+生态化的1循环经济五粮液模式2'推行1粮食

购进酿酒&废弃酒糟&烘干&环保锅炉&糟灰&生产白炭

黑2的循环型生产方式#实施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清洁能

源+节能减排的配套产业发展#被国家六部委确定为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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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然生态平衡和酿酒技艺传承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

的目的#把追求经济效益最佳与追求生态效益最好和社会效

益最优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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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酿酒行动化是关键环节'生态酿酒理念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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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酿酒人来说#要将生态酿酒系统自觉地融入1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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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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