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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丽湖“论道”，到腾冲论坛发声。近来，贵州

茅台频频亮相高端科技论坛，“新质生产力”“科技创

新”是其向外界发出的关键词。

搞科研项目不惜投入，布局新赛道毫不含糊。近

年来，茅台在科技创新上一再加码。这固然是挖掘自

身潜力、探索新增长极的内在需要，却也凸显一个大

型国企面对多变环境下的长远思考。

一家以传统酿造技术立身的品牌企业，为什么如

此关注科技创新？

布局新赛道正当其时

科技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吗？

显然，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军心中有自己

的答案。

如何以科技自立自强，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呼应国家倡导的创新驱动战略？这不仅是茅台，

也是所有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重大命题。

如果从更宏观一点的视野看，创新求变是大势所

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多种变革

要素叠加，以 IT 信息技术、BT 生物技术、ET 能源技

术、FT 食品技术“4T”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反观茅台，其发展势头也并非一路坦途，人口数

量的减少、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结构的调整等都可

能会对千亿茅台造成冲击。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靠

什么再造另一个千亿茅台？

以科技创新来布局新赛道，正当其时。

酿造环境生态、酿造微生物、酒类风味品质与食

品安全、绿色技术、生命科学……茅台所布局的新赛

道，既有基础应用研究和技术攻关，也有前瞻性基础

研究。这样的新布局，显然“为之计长远”，不仅仅着

眼于当下。

事实上，无论是重启停办十年之久的茅台科技创

新大会，还是以“i 茅台”推动贵州茅台的数字化转

型。自丁雄军上任后，茅台集团科创不断加速。

有关数据显示，“i茅台”注册用户突破 5000 万，日

活用户近 500 万，累计交易额超 400 亿元。

茅台的科创哲学

贵州茅台《2023 年度科技创新工作报告》显示，

2022 年，茅台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61%。这背后，是茅

台在科技创新上的全面提速。围绕原料、微生物、酿

造环境等七大方面，2022 年，茅台开展了 203 个科研

项目，同比增长 70.94%。

2023 年以来，茅台已经开展了 300 余项科技创新

项目，在基础研究、酿造工艺技术、酒体设计、品质评

价和全产业链食品安全管控等五大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茅台人在将传统工艺

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同时，努力用科学传承美，用

科技创新美。

茅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创新模式？数十年

来，茅台人的思考从未停止。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什么不能变？什么可以变？丁雄军一语道出了科技

创新哲学——“让传承的越来越传统，让创新的越来

越现代。”简而言之，就是科技创新坚持“有所为，有所

不为”。

世界上有两大类创新，第一类是渐进式创新，第

二类是颠覆式创新，茅台显然属于前者。在传承好

传统工艺的同时，茅台一直在积极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持续研发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和新产品。像

茅台这样的传统企业，科技创新未必是快速的颠覆

性科技输出，更多的可能是“润物细无声”式的久久

为功。

领跑中国白酒行业，数十年的品质和质量稳如磐

石，支撑起了茅台的千亿大厦。谁又能说，这不是科

技生产力“护航”的结果？

一瓶茅台酒的背后，暗藏着物质科学、生物科学、

环境科学、生命科学等众多领域的科技密码，茅台人

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

截至目前，茅台已完成茅台酒中 965 种风味物质

解析，探明参与茅台酿造全周期的微生物 1946 种，并

将茅台菌种资源库扩充至 7900 余株酿造微生物。

培育属于茅台的新质生产力

“探索新赛道新领域，努力形成茅台‘新质生产

力’。”在 2023 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作主旨发言时，丁

雄军如是表态。在他看来，面对变化和挑战，茅台必

须找到变革发展中的驱动力量。

以创新驱动为关键因素的“新质生产力”一词，正

引起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就如何形成产业发

展的新质生产力，茅台一直在苦苦探索。

“茅台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

了更多、更可持续的价值。”丁雄军表示，茅台坚持以

科技的手段研究、探索和解析茅台酒，发现了“物质科

学价值”“生物科学价值”“环境科学价值”“生命科学

价值”四个层面的价值。在价值创造方面，他提及未

来的一个产业方向是，利用微生物技术开发更安全、

更有营养、更环保的未来食品。

茅台产区具有丰富的微生物资源，保存了各类

酿造微生物资源 7900 余株。同时，贵州茅台还具有

丰富的传统食品工业生物制造经验和优秀的产品品

质保障体系，探索生物制造、发展“未来食品”优势

明显。

自从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出了淀粉，这一“从 0

到 1”的重大突破，让人们看到了生物制造在引导产

业变革方面的巨大潜能。麦肯锡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 年，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的经济价值将达到

1000 亿美元，未来全球 60%的物质生产可通过生物制

造方式实现。业界普遍寄希望于，生物经济能够成为

我国继数字经济之后的第二个新的经济业态。作为

中国食品酿造工业的头部企业，茅台与生物制造、生

物经济有着天然联系。可以说，微生物既是茅台现有

业务的核心，也是其新兴业务的重要基础。

2023 年以来，茅台先后参与设立了 4 只基金。投

资方向除了消费以外，还延伸至新材料、新能源、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领域。

瞄准了新的增长极，茅台拉开了新一轮科技创新

的大幕。属于茅台的新质生产力，呼之欲出。可以预

见，以茅台为代表，前沿科技和酿酒行业相互交融，正

推动中国白酒进入一个古老传统和现代科技交相辉

映、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戴世锦）
图① 丁雄军在中国白酒科技与生态发展大会上

演讲。
图② 制酒车间各技术指标的终端信息收集。
图③ 茅台微生物研究。
图④ 茅台实验室。
图⑤ 茅台酒制酒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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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新一轮科技创新大幕

茅台：新质生产力呼之欲出

贵州茅台《2023年度科技创新工作报告》显示，2022年，茅台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161%。这背后，是茅台在科技创新

上的全面提速。围绕原料、微生物、酿造环境等七大方面，2022年，茅台开展了 203个科研项目，同比增长 70.94%。

2023年以来，茅台已经开展了 300余项科技创新项目，在基础研究、酿造工艺技术、酒体设计、品质评价和全产业链

食品安全管控等五大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茅台人在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同

时，努力用科学传承美，用科技创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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