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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会说，这个问题可以对应无数我们已经熟悉的答案，

似乎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但对汾煌命运多少心存挂念的企

业人士而言，这却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 决策者：草率运用

资源 营销专家们对汾煌决策者在可乐项目的失误已经有很多

分析，简而言之有两条：一是认为汾煌是生产以儿童为消费

对象的小食品发家，在产品多元化过程中，延伸到了碳酸饮

料，跨度较大，消费者心理上难以接受；二是认为汾湟可乐

在宣传上过于激进，销售网络的建立却相对滞后，两者没有

进行较好协调，销售网络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销量的

增长。 不过在汾煌的个案中，决策者的最大失误显然不在策

略层面，而是对企业资源的草率运用。汾煌在发展过程中所

上项目即多且杂，在所谓“资源最大化”的口号下，一个小

食品企业的作派有如当年东风、二汽这样的国营大厂，几乎

包办产业所能涉及的所有产品，见好就做，一坏就停。从食

品行业到饮料行业的跨越，以及后来在医药、生物工程等行

业的涉足实际上都延续这样的企业经营思路。结果资源不是

最大化，而是分散化。汾煌可乐不能像非常可乐一样坚持下

来，与决策者的这种经营惯势也息息相关。 举例来说，如果

不是分散资源，汾煌应该在建立统一的产品渠道上有更好的

作为。而汾煌可乐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企业可以筹措到

资金投资其它行业，却不能集中资金，调整战略，将饮料做

好，实在令人慨叹。多而杂的项目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后



来汾煌不济的时候，给了林顺和“打包租赁”产业的机会。

而这一次，林顺和又没有动过整合资源，重组资产的神经，

还是要换来一声叹息。 曾经与汾煌合作5年之久，并且在为

其推出“亚洲第一龙船”等一系列营销策划方案出谋划策的

沈青不仅对记者感叹道：“企业钱多是件坏事，一有钱就开

始头脑发热，这里投一点，那里投一点。多元化也有成功案

例，但大部分是失败。浮躁心态和做老大心态使得很多企业

中途被葬送。”不知道他与林顺和比肩而坐，为汾煌可乐做

策划方案时，有否送上这样的金玉良言？ 决策者的另一个失

误，便是在有钱的时候患上“晕眩病”。一年还没有1个亿的

纯利时，已经敢用1.5个亿做广告。杜万山说：“推出可乐项

目之前，林顺和的手里积累了1个多亿的资本。这样的好条件

为什么反倒推送着汾煌企业走向滑坡的始点？林顺和现在回

过头来看，一定也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是什么让这么在

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老手犯如此简单的错误？如果汾

煌的决策者不是天生的赌徒，那么就是被“宠坏了”。 “保

护伞”：过度保护 与推出非常可乐的娃哈哈相比，人们说，

汾煌的劣势是资金不足。的确，汾煌没有强大的外资注入，

也与上市融资的机会失之交臂。汾煌可乐铺天盖地的广告攻

势仅仅风光了一年多，就后续乏力，缺资金是可见的事实。

可是，既然没有钱，为什么不是埋头老老实实经营，反而总

能拿出资金做跨地区、跨行业的大投资？知情人透露，在汾

煌发展的最初阶段，曾不断获得银政方面的“保护伞”。这

是对汾煌每每可以迅速而轻率地上项目的解释。不妨假设一

下，当初汾煌在拓展可乐领域时，如果并不能轻易地拿到充

裕资金，单凭手中1个亿的资金，林顺和会不会爽快地做1.5个



亿的广告？ 其实，今天政府方面对“明星企业”低调的宣传

姿态多少说明，“保护伞”们也开始头疼。 当年过度保护，

助其做大，客观上造成汾煌不能完全依据市场规律生存发展

；而在市场指挥棒作用日益凸现的今天，不能让其破产，也

不能依靠行政手段令其重生。如今汾煌天天走人，又天天招

人，变成“不得不受保护”的“熊猫企业”实在是政企两害

的局面。但现在，这只能说是汾煌和政府双方在中国改革开

放渐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制度成本。 尽管指责它在某种“保护

伞”下不光彩地苟活是件痛快的事，但我们希望看到的难道

不是汾煌能重新辉煌？用沈青的话说“汾煌即使不能在这个

行业做老大，但是能养活一批员工，能按时交税就已经很不

错了，就是一个好企业了。”眼下，汾煌要调整的大概就这

样一种平常者的心态。而政府需要做的大概也是恢复汾煌这

样一个平常者的身份。 市场生存环境：行业衰退，市场不利 

我们也不应忽略汾煌所处的市场环境。 汾煌可乐的失败，一

定程度上也是承受了大趋势压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全球碳

酸饮料市场萎缩，另一方面，国内的饮料市场也在世纪之交

经过了从碳酸饮料时代向茶饮料、奶制品、果汁饮料乃至功

能饮料的转变历程。即使支持下去，汾煌可乐市场逐步萎缩

，并要求新的饮料产品替代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快速消费品

市场瞬息万变，竞争白热化的现实中，仅仅初探饮料市场，

缺乏经验的汾煌，有充分理由遇到挫折，经受打击。毕竟，

经历挫折是任何企业成功的必经之路。 另一方面，除了多元

化拓展的领域生疏，且切入时机不当之外，汾煌在潮安经营

起家的小食品，也经历衰退。事实上当年庵埠小食品业的几

个领头企业，除了发展步伐谨慎的雅士利转向奶粉等产品，



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他几家都处于发展平淡或者停滞的

状态。因此汾煌的主业对新产业的支持能力也是逐步下降的

。 杜万山在接受采访时说，汾煌其实是许多潮汕民营企业的

缩影。事实上，汾煌的轨迹也符合这些年风光一时的那些短

命企业：贪大求全，家族渗透，泡沫化经营，乃至说不清道

不明的政企关系。所不同的是，汾煌并没有死去，希望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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