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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白酒品牌如何引爆市场

以白酒成分来说，白酒中98%的成分是水和酒精，其余2%是各类酯、酸、醇、酚类等物质。以三

大基础香型来论，清香型白酒的主要香气成分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浓香型白酒的主要香气成分是乙

酸乙酯，酱香白酒的香气成分较复杂，茅台的主要香气成分据说超过100种。换句话说，对于酒企来

说，要进行产品、品类的创新，仅有2%的空间可以 “发挥”和“创造”，基于这2%的空间，不仅产生

了三大基础香型，而且还产生了10元老村长和千元茅台的区别——产品创新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因此，白酒产品、品类的创新，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更多地是艺术——差距仅在毫微之间。

但是，中国大地正是这样一块善于创造奇迹的土地——由于不同的区域、人文、自然条件，各地均产

生了特异的白酒品牌、白酒文化，基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市场上产品的创新层出不穷。仍以香型

来说，目前已经形成市场认知的香型，已经达到十三种之多，除了酱香、浓香、清香三大基础香型外，

还有米香、凤香、兼香、芝麻香、特香、豉香、药香、老白干香、酒鬼馥郁香、陶融香，除此之外还有

人民小酒的清酱香、花冠鲁雅香、劲酒的荞香、品斛堂的斛香等等。

香型以外，如洋河的微分子酒、迎驾的生态酒、宣酒的小窖酒等等，市场上品类创新接连不断，此

起彼伏。

可以判断，尽管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相当的产品、品类创新，相对于中国白酒市场的潜能，白酒的产

品、品类创新，仍是未来市场最主要的机会之一。但这种机会往往可遇不可求，而且机会的把握难度会

非常大，鉴于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繁多的产品、品类创新，因此未来市场上，这种机会可能也不会多见

了。

——和君咨询高级咨询师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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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员工对人才测评结果不认可怎么办？

企业辛苦进行了人才测评，但是员工对人才测评的结果不认可，主要表现有，同自己的认知差异

大，怀疑测评的准确性等。造成对人才测评结果不认可的主要原因有：

（1）能力素质是无穷尽的，能预测目标岗位绩效高低的是核心或关键能力素质，人才测评时选取

的素质能力项不够精准就会影响预测的准确性，测评出来的结果容易让人不认可；一般而言个体对自我

的认知一般比较乐观甚至高估自己，很容易觉得测评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2）在人才测评过程中宣导不够，被测评者不真实作答或者不认真作答，测试的问题太多而疲于

应付等；测评的程序设计不够合理和重视度不够。

（3）情景理论认为个体在不同情景下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只有比较科学的人才测评工具才

能通过寻找他人行为中固定的、跨情境的品质来解释行为；同时，人才测评主要是对现状或者过去的测

评，没有考虑到员工的动态变化和发展。

员工对人才测评结果不认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综合把握企业的发展战略、用人理念等相关信息对需要进行评价的岗

位进行深入研究，从工作分析入手，把握每个目标岗位的关键职能和能力素质要求，建立相应的素质模

型或评估模型体系。

（2）对于测评的设计、实施与评分，需要按照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的流程进行，确保测评具

有足够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通过更深入的了解，如有技巧的发问，将不认可的方面具体到各能力素质项目上来。

（4）参照能力词典，提出员工能力不足的具体表现。

（5）对于测评结果的接受和使用，也需要做出综合的考量和决策；强调员工的发展重于结果。

——和君咨询咨询师 何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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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创与数字科技融合的两大模式

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分析来看，我国在信息技术、数字传媒和网络

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产业化运作能力和文化市场机制也日趋完善。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科技在文创领域的结合，碰撞出新的火花，全新的数字文创生态悄然形

成。一方面，数字技术融入到原有文创业态中，进而形成新的数字文创业态，比如数字动漫、数字游

戏、数字影视、新媒体等；另一方面，基于数字技术形成全新的文创业态，比如虚拟现实。

1、传统文化IP：借助新媒体手段实现创意内容的传播、推广

文创产品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沟通桥梁，其使命在于激发现代人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由

此，依托处于野生的、散漫状态的、天然矿产式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深度挖掘可转化成文化IP的象

征、符号、传统文物和当代衍生品，并借助微博、微信、APP等新媒体手段传播，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

IP转化。

以故宫文创为例，作为近年来快速成长起来的超级文化IP，其成功秘诀不仅在于创意，更在于创意

内容的营销渠道。借助文化IP的商业化运作和新媒体这种新型营销方式，让故宫的传统文化渗透到大众

生活中去，收获人气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2、数字创意产品：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意内容的生产、制作

数字创意产品即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当下，创意

资源的数字化制造过程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而创意资源的平台化制造可以实现软件集成、

统一关联模型、多领域优化、数据、知识等技术的融合，并能与主流VR、AR、MR、3D全息成像等应

用环境实现无缝集成；从设计流程、生产资料和工具、数据知识等方面深层次管理来驱动高效高质的创

意资源数字化制造、加工及场景应用，从而通过B端将数字创意内容以C端的形式输出，达到通过场景

的深化和内容升级实现创新循环的目的。

——和君咨询助理咨询师 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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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体力劳动”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周六的搬家除了疲累，也引发了一些思考。搬家工具研发制造为何没有让机器搬家取代人工搬家？

我们叫了货拉拉帮我们搬家，并申请了搬运服务。搬运小哥的唯一工具就是一根绳子，可以多件行

李绑一起背下去，以减少上下楼的次数，并节省时间。但行李多且重，搬下五楼，搬上六楼，依然非常

耗费体力。

其实现在搬家工具已经较普及了，如搬家云梯等，但这些专业工具成本高，专业搬家公司才拥有，

时下较为热门的搬家平台如货拉拉、蓝犀牛、快狗搬家等平台多为私人接单，他们依然依靠纯体力。对

消费者来说，请专业搬家公司的费用一般远高于搬家平台的价格，他们更愿意在搬家平台下订单。我们

认为，机械化程度越高，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在搬家行业看来，即使专业搬家机械化程度更高，但与

搬家平台比并没有价格优势，甚至是他的劣势。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一些话题如“机器人未来会完全代替工人吗？”。这里面引申出来的一个

问题是，依靠“体力劳动”生存的人，他们需要生存空间。尤其在人口大国中国，有大量教育程度较低依

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若机械化在近几年飞快发展，工厂的大部分工人被机器取代，他们很难重新找到

新的谋生手段，这并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并会造成供给和消费的失衡；其次如上面搬家的例子所言，

机械化程度高并非与效率高划等号。

但随着体力劳动人口减少（随着大学生人数增多，在人口中比例逐渐提升，体力劳动者减少是趋

势），或者当体力劳动者有了新的谋生方式（如前几年城市楼房建造吸引大批进城务工者，农村土地承

包给别人，农村的机械化程度大幅提升），大规模取代工人的人工智能会迎来大发展。

技术与社会发展需要相辅相成，所以人工智能的大发展大普及，除了技术成熟度足够高，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也是必要条件。

——和君咨询咨询师 崔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