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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1_9F_E5_95_A4_E9_c123_288354.htm 随着国内啤酒业3大

巨头的整合力度日益加大，以及竞争日益加剧，近年国内啤

酒厂数量从800家迅速下降到了400家，其中剩下的大多也是

举步维艰、引不起买家兴趣的小厂。青啤、华润和燕京三大

巨头三分天下的格局渐渐明朗。尤其在当前外资大举杀入的

情况下，大联合、大并购将成为中国啤酒企业做大做强的必

由之路。加上近两年，国内外巨头都将市场争夺的目标齐刷

刷地瞄准了广东市场。 在此格局之下，试问，把持着广东50

％左右市场份额的区域霸主珠江啤酒，还能“安享”多久的

太平？抑或何以保住自己的奶酪？ 珠啤正面临空前挑战 2004

年8月底，一向活跃在东北和华西的华润雪花啤酒终于按捺不

住，一脚踏进了华南，且直接进入本地龙头珠啤在广州以外

扩张的重镇东莞，投资6.8亿元兴建新啤酒厂。至此，中国三

大啤酒巨头均已在华南设厂。而此前，燕京在广东周边的福

建、湖南、广西设厂，全面包围广东之后，又在紧邻广州的

南海建厂，寻求就地开花；青啤同样不仅包抄，而是更早深

入华南腹地，在广东中心城市落下三子，冀望全面突破。目

前，国内八大啤酒名牌中已有六大在广东圈地建厂。 由于广

东市场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几乎没有地方保护，而且利润

丰厚，圈地扩张一直又是近年来啤酒业的主流，所以对广东

市场垂涎已久的巨头们当然不会轻视这块战略制高点，他们

接二连三抢滩广东，矛头直指长期雄踞华南的本土老大珠江

啤酒（以下简称：珠啤）。仅此几个新建啤酒厂的产能，就



将占据广东现有产能的一半以上。而这些新厂都将在今年陆

续投产，对珠啤势必会发起新一轮凌厉的攻势。难怪珠啤董

事长兼总经理方贵权说：“这对我们来说压力是空前的。”

刚上任一年多的方总无疑也将面临此巨大的考验。 虽然珠啤

也能稳坐于三大巨头之后全国啤酒业的第四把交椅，但风格

却与前者迥异。三大巨头多年来一直声势凶猛地进行着全国

性资本并购与扩张，但珠啤却一直坚守着广东市场，鲜有全

国性扩张行为。其中原因之一是广东啤酒市场总量大，含金

量高。据全国啤酒行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啤酒业

平均吨酒利润为70元，销量占全国总量8%的广东市场占据全

行业近1／3的利润，平均吨酒利润达226元。珠啤则更胜一筹

，吨酒利润高达300～400元，是全国平均吨酒利润的5"6倍。 

这倒是珠啤虽然量不如人，但仍可引以为傲的地方。当一些

企业产销量达到210万吨时，利润只有1个亿，珠啤产销量

在2004年才首次突破100万吨，但利润已超过2.8亿。公司净资

产回报率大于20％，这在回报率几乎均不及10％的国内啤酒

上市公司中是见不到的。05年1-9月份，珠啤在原材料价格飞

涨、市场竞争白热化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成绩依然不俗，实

现产销量95万吨，同比增长17%，高于全省、全国啤酒行业增

长水平；销售收入近24亿元，同比增长20%；利税6亿多，利

润2亿多。 珠啤如此高的资产回报率与其经营模式密切相关

。为了减少成本投入，目前青岛、燕京、华润等啤酒公司都

是以销定产。但珠啤多年来坚持其首创的“集中酿造，分散

包装”模式：啤酒集中在技术装备一流的集团本部酿造，然

后通过先进的槽车将酒液运往各地分装企业，再进行严格灌

装。由于啤酒包装物（酒瓶、易拉罐、纸箱、塑箱等）体积



较大，这种模式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运输费用，还能保证产品

品质的一致性，有利于珠啤以新鲜产品占领当地市场，极大

地提高了产品竞争力。目前珠啤相继在广东从化、阳江、新

丰、梅州、海丰、汕头等地建起了多家啤酒分装企业，产能

超过60万吨。另外，这种模式还能发挥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

，珠啤本部约有土地面积400亩，平均每平方米土地可生产啤

酒5.1吨，使用效率在全国最高。 但是面对产能大于需求、竞

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严峻的挑战依然迎面而来，加上公司上

市的排期至今未到，来自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没能打开，发

展也因此受限。为了增强与外来巨头的抗争能力。公司毅然

上马了广州本部30万吨项目的扩建工程，该项目于2005年2月

动工，短短4个月之后便建成投产。产能迅速突破了150万吨

，使珠啤一跃成为全球单厂最大的啤酒酿造中心。 全国啤酒

老大、珠啤的强劲对手青啤，对于华南市场的野心，从上世

纪末期就开始了。当燕京、华润还盘踞于北方互相争夺时，

青啤就已率先深入华南，在深圳设立了总部外首个区域性事

业总部。早期，青啤欲借青岛纯生撬动广东市场，但是由于

珠啤首推了纯生啤酒，并迅速渗透了广东市场，以致在广东

消费者的认知中，“纯生＝珠江纯生”的观念渐渐根深蒂固

。这使得青岛纯生无论怎么推广，都难以在华南舒畅地伸展

出自己的市场空间。直至2005年，青啤在华南的市场增幅仍

远低于其在全国的增幅，同时也远低于华南啤酒业的整体增

幅。 眼看青岛纯生建功无望，始终希望抢占中高端消费群的

青啤又把宝押在了新一代高端原生啤酒身上。2005年1月，青

啤斥资7.6亿元在深圳上马了全国第一条原生啤酒生产线，产

能达12万吨，主攻华南市场，冀望其成为超越华南竞争对手



的主力产品。但遗憾的是，市场至今一直波澜不兴，很多餐

饮业的服务人员对原生概念所知甚少。来自青啤经销商的看

法是，青啤过于看重大户，忽视了为数众多的中小型经销商

，即对经销商队伍的维护出现了问题。青啤方面承认目前原

生啤酒占公司业务份额很小，但表示其上市才一年，还在成

长，不益于过早下定论。 那么到目前为止，珠啤从熟啤发展

到纯生啤酒，到底是凭借何种优势稳固了自己的本土市场地

位，又将如何在未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延续优势，而不致被

超越呢？ 凭借技术创新抢占市场先机 从珠啤筹建至今、见证

了珠啤20年发展历史的珠啤副总工程师李惠萍认为，珠江啤

酒能长期占据广东市场的龙头地位，品牌历久不衰的根源在

于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珠啤成立之初，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广州的啤酒生产工业还处于相当落后的阶段。当时珠啤的

决策者便立定了“高标准、高起点”的建厂原则，首期工程

中有14项技术都是国家“七五”期间啤酒工业的技术攻关项

目，其中就有引进比利时阿托瓦酿酒集团的“快速发酵工艺

”，相比国内传统工艺，它具有周期短、技术标准高、产品

风味好等优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