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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分类分级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背景与现状

黄酒是我国的民族特产，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为是世界三大古酒，

在世界酿酒业中独树一帜。黄酒不仅是一种美酒，更是中华文化的精

粹和传统酿造技艺的集大成者。黄酒是绍兴的历史经典产业，更是绍

兴城市的一张“金名片”。2023 年绍兴黄酒销售收入约占全国总量

42.3%，销售利润约占全国总量 46.4%，出口增长 216.2%。全国黄酒生

产规模前 5 位中绍兴就占有 3 席，可以说绍兴黄酒是全国黄酒行业发

展的风向标。

绍兴市具备黄酒生产许可证的酒企共 79 家，其中，越城、柯桥、

上虞东关等地理标志产品绍兴酒产地保护范围内企业 47 家。企业主

要根据执行的 GB/T 13662、GB/T 17946 或企标进行分类分级。在此基

础上，企业根据酒龄和产品品种打造中高端产品。如企业根据酒龄推

出五年陈、十年陈、二十年陈年份酒系列产品，由低到高匹配相应递

增的销售价格。如古越龙山的青玉、白玉，会稽山兰亭大师、塔牌本

酒等均为各家的高端系列，价格也最优。

（二）必要性及意义

然而在黄酒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一系列难题：第一，

由于绍兴黄酒名气大，市场上模仿跟风、鱼目混珠的现象频发，导致

市面上黄酒质量良莠不齐，极大地影响绍兴黄酒的对外形象。第二，

市面上黄酒种类繁多，消费者选购黄酒时难以直观了解产品的产区、

品质和生产工艺等信息，对绍兴产的黄酒辨识度不高。第三，大部分



非地理标志产品黄酒生产资质的黄酒企业“主力军”，由于受到“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的限制，其产品品质远高于黄酒国标的质量指

标，但不受地理标志产品绍兴酒产地保护，无法体现“优质优价”，

这部分企业量大面广，极大程度限制了黄酒产业发展。因此，上述问

题不解决，不利于黄酒产业健康发展，也阻碍了“绍兴黄酒”这张金

名片进一步走向全国。因此，根据企业和市场需求，在保障品质、培

育品牌、规范标志、守护经典的基础上，探索我市黄酒分类分级方法，

是破除目前我市黄酒产业发展瓶颈制约的有效手段，将成为黄酒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1.国外情况

目前，国际上酒类主流分级有三种，分别是产区、酒龄和工艺。

一是按照产区分。法国葡萄酒，根据产区分为法定产区葡萄酒（AOC）、

优良地区餐酒（VDQS）、地区餐酒（Vin de pays）和日常餐酒（Vin de

table）四大类。二是按照酒龄分。法国干邑酒，根据酒龄分为 XXO（14

年以上）、XO（10 年以上）、VSOP（4-6 年）、VS 级（2-4 年）四大

类，另有一些拿破仑（6 年以上）等约定俗成的非官方等级。三是按

照工艺分。日本清酒，根据精米步合度，将清酒品质由高到低分为九

个等级，分别是纯米大吟酿、大吟酿、纯米吟酿、吟酿、特别纯米酒、

纯米酒、特别本酿造酒、本酿造酒和普通酿造酒。

2.国内情况

目前，国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有GB/T 13662-2018 《黄

酒》、GB/T 17946-2008《地理标志产品 绍兴酒（绍兴黄酒）》、GB/T

17204-2021《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和《绍兴黄酒保护和发展条例》。



国内黄酒产品主要根据GB/T 13662 和GB/T 17946 进行分类分级。其中

GB/T 13662 按产品风格分为传统型黄酒、清爽型黄酒和特型黄酒；按

含糖量分为干黄酒、半干黄酒、半甜黄酒和甜黄酒；按品质指标又分

为优级、一级和二级不等。GB/T 17946 根据发酵工艺及所含总糖不同

分为绍兴元红酒、绍兴加饭（花雕）酒、绍兴善酿酒和绍兴香雪酒。

各个种类又根据品质指标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

本标准积极引用了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并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黄酒产业发展振兴的工作部署和《绍兴黄酒

产业“五个一”改革攻坚工作会议备忘》等文件精神，绍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负责牵头制定黄酒分类分级标准。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由绍

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论证评估会，经评审专家论证

一致通过立项，并下达立项计划书。

（二）协作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调研与编制

2024 年 7 月 9 日，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了黄酒产业标准

化工作专班，由标准化、黄酒检测相关的专家和业务骨干组成标准编

制组。

2024 年 7 月-8 月，标准编制组实地调研古越龙山、会稽山、塔

牌、女儿红 4 家龙头企业，组织了 3 场黄酒生产企业、黄酒标准工作

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开展覆盖全市黄酒企业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



卷 43 份），与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

酒学院等机构院校开展技术交流。

同时，标准编制组讨论、研究制定标准的工作方案和工作程序，

确定本标准所涉及范围和主要内容，搜集相关资料，多次进行标准草

案的讨论和修改。

2.立项与修改

2024 年 12 月 6 日，由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在绍兴召

开地方标准《黄酒分类分级应用指南》立项评估论证会。专家组由黄

酒产业改革攻坚总专班、绍兴市黄酒行业协会、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等单

位的 9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给出以下立项论证意见，并一致同意立项：

1）进一步优化分级名称；

2）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

2025 年 1 月 10 日，明确古越龙山、会稽山、塔牌、女儿红等企

业为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单位并组织召开《黄酒分类和分级》绍兴市地

方标准启动会暨第一次工作组研讨会，标准参编单位集中研讨标准文

本。

2025 年 2 月 28 日，组织专家研讨会，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酒业协会和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的黄

酒行业和标准化 5 位专家参会，对标准适用范围、结构框架、术语定

义、研制依据逐条研讨，决定将标准名称修改为《黄酒分类分级应用

指南》。

2025 年 3 月 3 日，组织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二次研讨会，研讨标



准分级名称及关于年份设定的科学性。

2025 年 3 月 7 日，组织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三次研讨会，达成了

在绍兴优选黄酒和绍兴产区黄酒中不设年份要求的共识 。

3.征求意见

待征求意见

4.技术审查

待技术审查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协调性原则

标准文本内容应与国家及主管部门现行的政策、法规、管理办法，

相应国家、行业标准等规定相一致协调。

2.可操作性原则

全面走访调研、充分听取全市黄酒相关生产企业、行业协会、行

业主管部门、消费者等各方面意见，广泛查阅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

和法规情况，确保制定的标准内容既要简洁明了、层次清晰，又要具

有操作性，能具体指我市黄酒分类分级应用工作有序开展。

（二）确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 GB/T 13662-2018《黄酒》和 GB/T 17946-2008

《地理标志产品 绍兴酒（绍兴黄酒）》2 项国家标准规定的分类和

分级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及细化，最终根据风格将我市黄酒划分为两

大类，分别为传统型黄酒和新型黄酒，传统型黄酒根据产区、工艺和

质量要求，按等级从高到低分为绍兴经典黄酒、绍兴优选黄酒和绍兴

地产黄酒三个级别。新型黄酒相较传统型黄酒品类更丰富、差异性更



大，本标准暂不进行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绍兴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的黄酒的术语和定义、分类、

分级和应用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绍兴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的黄酒分类分级应用工作。

1.术语和定义

1）传统型黄酒：直接采用 GB/T 13662-2018，3.6 的定义。

2）新型黄酒：根据目前黄酒行业创新发展趋势，将区别于传统

型黄酒的清爽型黄酒、特型黄酒以及其他创新型黄酒统称为新型黄酒。

3）清爽型黄酒：直接采用 GB/T 13662-2018，3.7 的定义。

4）特型黄酒：直接采用 GB/T 13662-2018，3.8 的定义。

2.分类

根据产品风格可将绍兴市黄酒划分为两大类，分别为传统型黄酒

和新型黄酒。传统型黄酒是指以稻米、黍米、玉米、小米、小麦、水

等为主要原料，经蒸煮、加酒曲、糖化、发酵、压榨、过滤、煎酒（除

菌)、贮存、勾调而成的黄酒（来源：GB/T 13662-2018 黄酒第 3.6 条）。

新型黄酒是指区别于传统型黄酒的清爽型黄酒、特型黄酒和其他创新

型黄酒（清爽型黄酒、特型黄酒来源：GB/T 13662-2018 黄酒第 3.7

条和第 3.8 条）。

3.分级

1）传统型黄酒

传统型黄酒根据产区、工艺和质量要求，按等级从高到低分为绍

兴经典黄酒、绍兴优选黄酒和绍兴地产黄酒三个级别，分级思路如下

表：



划分依据如下：

1 产区：参考法国葡萄酒的分级方式，以最权威和最被认可

的地理保护范围为基础，提出“产地”这一分类依据；

2 工艺：直接采用 GB/T 17946-2008《地理标志产品 绍兴酒

（绍兴黄酒）》、GB/T 13662-2018 《黄酒》及《绍兴黄酒保护和

发展条例》中相关工艺要求；

3 质量：直接采用 GB/T 17946-2008《地理标志产品 绍兴酒

（绍兴黄酒）》、GB/T 13662-2018 《黄酒》的感官和理化指标要

求；

4 酒龄：在标准起草小组会议中 4 家黄酒龙头企业均提出要

凸显绍兴经典黄酒的高端定位与独特价值，应设立年份。同时黄酒

是一种需要长时间陈酿的酒类，10 年以上的陈酿时间可以让酒体更

加醇厚，香气更加复杂，口感更加柔和，更具饮用价值。10 年以上

的黄酒需要更长的生产周期和更高的储存成本，因此产量相对较少，

具有稀缺性，具有收藏价值，使其成为高端市场的代表。因此 4 家



黄酒龙头企业一致同意设立酒龄不少于 10 年的门槛。

2）新型黄酒

新型黄酒相较传统型黄酒，其品类更丰富、差异性更大，本文件

暂不进行分级，企业可按现有的国家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自行

分级。

4.应用

明确黄酒生产企业、经销商、消费者根据分类分级结果可以开展

生产经营、销售推广和消费引导等应用。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五、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一）预期的设计经济效益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有望破除目前我市黄酒产业发展瓶颈制约，

成为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打造“链式布局”，引领集群发展。“绍兴经典黄酒”、“绍

兴优选黄酒”和“绍兴地产黄酒”三层分级概念有助于清晰我市黄酒

品质链，为打造产品链、品牌链、价值链提供坚实基础。“绍兴优选

黄酒”的提出为我市未获得地理标志产品绍兴酒的企业提升产品品质

和品牌影响力提供了有效途径，促进全市黄酒企业整体提升。

二是做优“新型黄酒”，激发市场活力。近年来，各式新型黄酒

逐渐显露出市场活力，是黄酒成功向年轻化转型的有益尝试。本标准

首次提出“新型黄酒”这一大类，旨在快速响应市场和创新的需求，

有利于促进黄酒行业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三是推动分类分级结果应用，赋能产业壮大。可帮助企业更好地

了解产品的特点和市场需求，从而优化产品组合，明确产品定位，提

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分类分级的结果也可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产品等

级，选择符合需求的产品，提升饮用体验。共同推动“绍兴经典黄酒”、

“绍兴优选黄酒”、“绍兴地产黄酒”和“新型黄酒”协同发展，共

同提升绍兴市黄酒的辨识度、影响力、美誉度。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为确保标准落地，建议强化标准执行力度，计划建立“有进有出”

的动态管理机制和认定评价体系，由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定期对“绍

兴经典黄酒”、“绍兴优选黄酒”、“绍兴地产黄酒”和“新型黄酒”

等产品及其生产企业进行原料、工艺、产品指标等方面评审并进行认

定授权，通过标准持续引领全市培育一批高质量的产业集群。

六、涉及专利的有关问题

无

七、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工作组

202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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