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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頁數：  28   含附件：□是 ■否 

出國報告名稱：「兩岸白酒研討會」工作報告書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財政部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林怡君/(02)23214567 

出國人員 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出國人姓名 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電話 

林讚峰 臺灣菸酒公司/總經理 (02)23214567 分機 603 

李麗紅 臺灣菸酒公司生技事業部/代理副理 (02)23214567 分機 604 

楊喻翔 臺灣菸酒公司酒事業部/課長 (02)23214567 分機 248 

林宜青 臺灣菸酒公司酒事業部/書記 (02)23214567 分機 244 

出國類別： 1. □考察 2. □進修 3. □研究 4. □實習 5. ■其他 

出國地區：大陸成都 

出國期間：民國 104年 3 月 24日至 26日 

報告日期：104年 6月 1 日 

分類號／目：DO/綜合 (財政類)  

關鍵詞：兩岸白酒、大陸成都、糖酒會、玉山 

 

內容摘要: 

藉由一年一度成都春季糖酒會媒體及經銷商聚眾效應，於糖酒會前一天舉辦兩岸

白酒研討會，透過研討會舉辦之媒體採訪、後續露出報導等公關效益，於大陸地區提

升本公司企業形象及玉山高粱酒品牌知名度，進而開拓打進大陸白酒市場。也透過聚

眾兩岸產官學界代表的白酒會議，讓臺灣菸酒公司以「強化 CSR 打造特色酒文化」分

享玉山高粱慈善拍賣會案例，為兩岸白酒交流提出最有力的觀點及建言，深化兩岸酒

類品類互動與實質交流，並藉此機會邀請大陸藝術家至台灣參加名酒慈善拍賣，以酒

瓶作畫共襄盛舉，進行品牌藝術文化及市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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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依據、成員、行程與任務 

 

一、 目的 

 

  為提升大陸地區本公司企業形象及玉山高粱品牌知名度，透過聚眾兩岸產

官學界白酒研討會，讓臺灣菸酒公司以「強化 CSR 打造特色酒文化」分享玉

山高粱慈善拍賣會案例，並藉此機會邀請大陸藝術家至台灣參與本年度玉山

名酒慈善拍賣會。 

 

二、 依據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 3 月 12 日臺菸酒人字第 1040004753 號函。 

 

三、 成員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讚峰、生技事業部代理副理李麗紅、酒事業 

        部課長楊喻翔、酒事業部書記林宜青。 

 

四、 行程 

 

104 年 3 月 24 日(二):啟程，經由桃園機場直飛成都。 

104 年 3 月 25 日(三):早上兩岸白酒研討會場佈、參加研討會與答謝晚宴。 

104 年 3 月 26 日(四):回程。 

 

五、 任務 

 

(一) 辦理及參加兩岸白酒研討會，了解兩岸白酒發展趨勢。 

(二) 以研討會現場媒體採訪及後續露出報導等公關效益，提升品牌形象。 

(三) 邀請大陸藝術家至台灣參加名酒慈善拍賣，以酒瓶作畫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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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白酒研討會活動概述 

一、 活動宗旨及規畫 

「玉山」為台灣特產的高粱酒品牌，玉山高粱係 200 萬大陸各省軍民遷台後，於

1950 年開始產製，從原料、製麴、發酵及蒸煮條件，係融合大陸各省之特點。為

因應國際化、自由化發展、提高服務品質，不斷地延伸經營觸角，產品亦朝多元

化發展，借以開拓大陸市場。透過【2015 兩岸白酒研討會】介紹台灣白酒獨有的

價值與特色、同時把玉山高粱品牌重塑-名酒慈善拍賣作為主題曝光宣傳，大陸數

十家電視及平面媒體對活動進行報導，上百家網站轉載活動報導，進一步提升品

牌影響力，以開通更多通路，逐步建立市場。 

本活動委託「旺報」聯合大陸西部最有影響力的媒體華西都市報及大陸十家有影

響力的都市報，共同執行兩岸白酒論壇。論壇圍繞兩岸白酒文化與品牌建設、白

酒大眾化消費格局的形成與應對、新形勢下管道的變化，進行深入交流與碰撞，

白酒消費市場在深度調整中，逐漸進入一個"新常態"，本次論壇聚焦"白酒市場的

新常態"，透過對臺灣白酒消費市場的“新常態”與內地白酒市場 “新常態”的

比較，探討“新常態”後的市場機遇。 

論壇進行方式：論壇開始邀請 4 位貴賓主題演講後開始論壇，分上下半場進行，

上半場主題: 白酒市場新常態-平價白酒主導大眾消費市場?下半場:白酒市場新機

遇-白酒管道商的新演變及電商崛起。首先請 1 位主講人引言後，再進行互動論壇，

每一場皆邀請 4 位來賓進行 10-15 分鐘的互動，之後預留 20 分鐘的白酒專家點評

時間。 

依據活動目的及宗旨，聯繫邀約媒體參加「2015 兩岸白酒研討會」，宣傳新聞稿內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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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壇主題演講  

(一) 名稱：2015 兩岸白酒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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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時間：2015 年 3 月 25 日下午 13:30  

(三) 地點：四川日報報業集團 18 樓多功能會議室(成都市紅星路二段 70 號 18

樓)   

(四) 主題：白酒新常態，市場新機遇  

 白酒新常態－厘清格局，認清方向 

 市場新機遇－把握趨勢，贏得商機 

(五) 主辦單位：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六) 承辦單位：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旺報、四川日報報業集團華西都市報 

 

 

 

 

 

 

 

 

 

 

三、 與會貴賓  

(一) 主持人：四川衛視主持人 靳濤 。 

(二) 主講人：臺灣菸酒總經理  林讚峰 、台華窯董事長 呂兆炘 、中國知名

青年白酒專家 鐘杰 、瀘州老窖黨委副書記/副總  王洪波。  

(三) 上半場論壇: 北京和君諮詢集團副總裁  林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林讚峰 、洛陽杜康銷售總經理 馬金全 、華山論劍西鳳酒品牌

運營公司總經理  張周平 、和君移動互聯事業部總經理 李振江 、知名

白酒戰略專家  鐵犁 。 

(四) 下半場論壇: 酒仙網副總 劉琦、滿屋飄香甘蔗酒總經理 吳粲國、花瓷西



 8 

鳳酒董事長 孫士淮、臺灣知名白酒專家 歐陽港生、四川五縱投資集團

董事長 晏波。 

(五) 點評專家： 白酒界泰斗級人物 曾祖訓 、白酒界泰斗級人物 胡永松、

中國知名青年白酒專家 鐘杰。 

(六) 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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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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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宣輸出與活動場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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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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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兩岸白酒研討會媒體報導成果 

一、兩岸電視媒體露出- 4 則 

(一) 大陸省級(或直轄市級)衛星電視:央視 1 則。  

(二) 其他： 成都電視台 1 則、海峽衛視 2 則、旺傳媒 1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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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面媒體報導-21 則 

(一) 大陸全國性、省級或直轄市級報紙：華西都市報 7 則報導。 

(二) 其他平面媒體共 9 則： 福建日報 2 則、華西社區報、深圳特區報、 華商報、

大河報、重慶晨報、貴州商報、 京華時報、旺報 5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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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媒體露出：旺 E 報、中時電子報、微博、微信及 10 家報   

  紙網站新聞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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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有鑑於春季糖酒會為大陸酒類一年一度盛會，隨著大陸消費市場日漸成熟，

國內外參展廠商及參展酒品種類年年增加，建議可參考大型酒類企業作法，提早

規畫整合會前經銷商品牌活動及展覽活動，藉由糖酒會期間，於開幕日或開幕前

於展場內或周邊飯店辦理品牌推廣品鑒餐會與經銷商交流，較能達到媒體或經銷

商聚眾效果。 

 

二、 本次活動特別加強大陸地區全國性及省級媒體之曝光宣傳，例如央視及福建

海峽衛視等，惟品牌曝光之後通路未能有配套活動延續效果，建議規劃品牌廣宣

與通路布局互相搭配，例如評估邀約經銷商及其下游客戶辦理品牌講座等通路經

銷活動，以延續媒體曝光宣傳後之效益。 

 

三、 連續 2 屆兩岸白酒研討會上，業界知名重量級專家及企業代表，就兩岸白酒

文化建設與傳播、行業轉型、産品與渠道的演變等話題展開充分討論與交流。大

陸白酒產業正進入新常態，前年開始「調整期」使長期「炒得過高」、「不合理」

的價格回歸合理區間，今年白酒企業從工藝、品質、經銷方式等多方面進行調整

和創新，尤其互聯網電子商務所扮演的渠道角色日趨重要，建議可請大陸辦事處

多了解當地不同的白酒消費模式，例如酒仙網等電子商務及 1919 酒類連鎖等實體

連鎖店，作為大陸經銷模式或規範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