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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陆文军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各地公款吃喝之风大为收敛。
记者发现，在连发的“禁酒令”
下，国内酒市出现了明显变化，
一度“高烧不退、连年上涨”的
高档白酒价格一跌再跌，飞天
茅台等原先2000多元的高档
酒，甚至已守不住千元关口。
公款消费一收紧，原先“趾高气
扬”的白酒价格顿时“瘫软”，足
见近些年国内连发“酒疯”，正
是公款在“撑腰”。

没有公款“撑腰”，白
酒牛不起来了

记者近期在上海一些酒类
销售店里看到，指导价1519元
的53度飞天茅台身价已经大
幅跌落，1300元左右的“促销
价”到处可见，在酒类专卖网站

“酒仙网”上已经跌到了1297
元，而在另一些电子商务平台
上，甚至已经跌破千元大关，最
低报价仅888元。去年同期，
53度飞天茅台被炒到2200多
元，还别想从专卖店买到。

另一高档白酒品牌五粮液
似乎也成了“难兄难弟”，在“三

公消费”禁令的影响下，价格一
路下滑，身价早已跌破千元。
指导价 1109 元的 52 度五粮
液，在网上销售价最低只有
639元，跌去了四成多。

国内知名白酒专家铁犁认
为，“三公消费”禁令频出，酒价
无法再靠公款消费支撑，两者
的关系不言而喻。

近年来，国内高档白酒涨
价之猛令人咋舌，一瓶茅台酒，
短短几年间从 600 元炒到
2200多元，而厂方、销售商、囤
积居奇者的涨价理由惊人一
致：供不应求、市场所致。然而
近期的事实已经很明显，所谓

“供不应求”的泡沫被戳破，以
往某些名酒价格“只涨不跌”并
非“市场原因”，而是公款吃喝
在为其“撑腰”。

公款消费，不仅使白
酒市场畸形，还严重浪费
粮食

“公款消费推动了中国酒
业超常发展。”白酒业内一位资
深专家说，国内高档酒“买的不
喝、喝的不买”已是公开的秘
密。抑制公款消费，虚高酒价
马上被“打回原形”。“即使最高

档的酒，成本不过是几斤粮食，
加上人工、包装、运输，也不可
能超过100元。现在动辄卖
上千元，有的还卖两三万元一
瓶，实在太离谱。如果不是花
公款或者搞腐败，谁会自己掏
钱去喝？”

而且，近年来白酒业在公
款消费的带动下出现了井喷式
增长，“酒疯”已经蔓延到各地，
酒厂林立、酒价飙升、酒风盛
行、酒气弥漫，已是不争的事
实，带来的不仅是市场的畸形，
还有严重的粮食浪费。

2011年全国白酒产量超
过1000万吨，已经把“十二五”
末的规划产量都突破了。如果
按照行业普遍测算，制造这些
酒需要耗费两三千万吨粮食，
超过全国小麦、玉米、大米三大
作物的进口总量。千万吨粮食
在推杯换盏中被白白喝掉，浪
费问题不容小觑。

治理公款喝酒，公众
拍手称快

公款消费高档酒类引起的
负面效应非常明显，不仅损害
政府形象和干部风气，也容易
滋生腐败。

长期关注“三公消费”的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余南平说，相
比于公款出国、公车出行，大吃
大喝尤其是喝高档酒是社会更
不能接受的。“谁都知道喝酒误
事，醉醺醺的官场怎么建立政
府的公信力？群众对公款喝酒
的怨气很大。”近期出台的有关
规定要求取消、禁止所有“专供

品”，公众拍手称快。
将“八项规定”落到实处，

治理白酒乱象就是一个很好的
突破口。国内酒业依靠“傍官”

“倚权”制造出的虚假繁荣，在
“三公禁令”下马上“露怯”，更
说明要加大力度治理公款喝酒
问题，并且要用严格的制度约
束这种“酒瘾”反弹。

飞天茅台最低报价仅888元

公款消费受限 酒价“瘫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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