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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4 年中国啤酒行业销量 494 亿升，占全球销量的 26%左右，二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我们分析其中原因，认为有两点， 其一，中国人均消费啤酒量已经不低，达 37.4 升/人，即

人均消费 500ML 标准瓶 75 瓶。 其二，中国反腐高端白酒自 2012 年开始深度调整，啤酒虽然

不属于高端消费，但也受反腐和经济影响。  

      《2015-2020年中国啤酒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

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

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

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

      报告揭示了啤酒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啤酒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

析，并分析了中国啤酒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

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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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啤酒企业可以暴利

中国的啤酒行业经历了十年躺着赚钱，十年坐着赚钱，十年跑着不怎么赚钱的过程。

目前国内啤酒行业到了一个总量基本饱和，中高档产品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中高端产品增

速远远高于行业增速。



实际上，我们发现即使是整体利润率不高的企业，在某些区域达到垄断后，净利润可以达到

15%以上的暴利，中高档产品的净利润率甚至远远超过 15%！

要了解行业的暴利先要从啤酒分类和啤酒的生产成本说起。

啤酒生产过程主要分为：制麦、糖化、发酵、罐装四个部分。 制麦： 麦芽在送入酿造车间之

前，先被送到高达七层楼高的粉碎塔。在这里，麦芽经过轻压粉碎制成酿造用麦芽。 糊化： 

糊化处理即将粉碎的麦芽/谷粒与水在糊化锅中混合。在糊化锅中，麦芽和水经加热后沸腾，

这是天然酸将难溶性的淀粉和蛋白质转变成为可溶性的麦芽提取物，称作&quot;麦芽汁&quot;

。然后麦芽汁被送至称作分离塔的滤过容器。 麦芽汁在被泵入煮沸锅之前需先在过滤槽中去

除其中的麦芽皮壳，并加入酒花和糖。 煮沸：在煮沸锅中，混合物被煮沸以吸取酒花的味道

，并起色和消毒。在煮沸后，加入酒花的麦芽汁被泵入回旋沉淀槽以去处不需要的酒花剩余

物和不溶性的蛋白质。 冷却、发酵：洁净的麦芽汁从回旋沉淀槽中泵出后，被送入热交换器

冷却。随后，麦芽汁中被加入酵母，开始进入发酵的程序。在发酵的过程中，人工培养的酵

母将麦芽汁中可发酵的糖份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生产出啤酒。成熟的时间随啤酒品种的

不同而异，一般在 7~21天。不同产地的大麦、酒花、酵母及发酵时间和工艺都会对啤酒风味

产生影响。

根据麦芽汁浓度分类啤酒分为： 低浓度型（ 6-8%）、中浓度型（ 10-12%）、高浓度

（14-20%）。

根据啤酒色泽分类啤酒分为： 黄啤酒、黑啤酒。 黄啤酒（淡色啤酒）：呈淡黄色，采用短麦

芽做原料，酒花香气突出，口味清爽，是我国啤酒生产的大宗产品。其色度（以 0.0011 摩尔

碘液毫升数/100ml 表示）一般保持在 0.5ml 碘液之间。 黑啤酒（浓色啤酒）：色泽呈深红褐

色或黑褐色，是用高温烘烤的麦芽酿造的，含固形物较多，麦芽汁浓度大，发酵度较低，味

醇厚，麦芽香气明显。

其色度一般在 5～15ml 碘液之间。

按除菌方式的不同将啤酒分为熟啤、生啤。 熟啤：在瓶装或罐装后经过巴氏消毒，比较稳定

的啤酒。 生啤：不经巴氏灭菌或瞬时高温灭菌，而采用过滤等物理方法除菌，达到一定生物

稳定性的啤酒。

冰啤酒----将啤酒冷却至冰点，使啤酒出现微小冰晶，然后经过过滤，将冰晶滤除后得到的啤

酒。

按容器分：桶啤、拉罐、小瓶大瓶（玻璃瓶）。

由于啤酒生产工艺流程都差不多， 主要原料都一样，无论哪种类型啤酒，生产成本差距不大

。

啤酒成本结构



以低档啤酒为例，啤酒的成本结构中， 30%左右是主要原料、 26%左右是包装材料， 44%为

人工、燃料、折旧等。 由于啤酒生产工艺流程都差不多，主要原料都一样，无论哪种类型啤

酒，生产成本差距不大。 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包装成本。中高端的啤酒成本结构中，包装材

料成本占比超过 50%。

易拉罐包装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由于易拉罐重量轻、且运输单位体积垒放更多，且存放啤酒

保质期更长（一般一年，而玻璃瓶装啤酒只有半年保质期），适合做产品升级包装材料。

过去阻碍啤酒快速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包装材料铝制易拉罐成本过高，过去易拉罐成本

高达 0.9-1.1 元/个，虽然终端与玻璃瓶啤酒的价差能够覆盖成本价差，但销量会减少，影响了

啤酒企业推行易拉罐的积极性。

随着铝成本一路下跌，目前易拉罐瓶子降价到 0.4-0.5 元/个，比回收玻璃瓶价格还低（预计回

收玻璃瓶价格在 0.5 元附近），百威、青岛等主流企业都开始强力推行易拉罐产品。易拉罐消

费习惯一旦形成，消费趋势不可逆转， 由于易拉罐啤酒定价比玻璃瓶啤酒高， 这将长期改善

啤酒企业的毛利率。

中高档产品呈现快速增长带来高利润

BCG 数据分析， 2010 年，中高端、高端啤酒销量占比才 17%， 2014 年中高档、高档啤酒销

量占比已经达到 25%，平均每年提升 2%。 2010 年，中高端、高端啤酒销售额占比 36%，

2014 年已经达到 45%。 根据 BCG 预计， 随着居民收入增速增加，消费者呈现非常明显的消

费升级意愿。 到 2020 年，中高档、高档啤酒的销售额将超过一半，达到 56%,中国啤酒企业

的利润将出现井喷。

区域垄断带来高利润

整体看来，貌似啤酒行业属于微利行业，实则不然。 只要企业在区域达到垄断市场份额，啤

酒就变成了&ldquo;暴利&rdquo;行业。 以 06 年百威收购的雪津啤酒为例，雪津销售量虽然整

体增速一直不快，甚至出现了下滑，但由于雪津在福建地区达到了绝对垄断， 100 万吨的销

量高达 9 亿的利润。每升净利润高达 0.7元。

以燕京占据垄断地位的广西市场为例， 燕京的广西市场 2013 年销量 100万吨，净利润高达

4.86 亿，每升净利润 0.39 元，远远高于燕京啤酒整体 0.08元/L 的利润。

而同样生产 100 万吨啤酒的珠江啤酒，净利润仅 4100 万，原因就是珠江啤酒在当地市场份额

连 1/4 都不到。

同样， 在浙江年销售 140 万吨的华润雪花，净利润也只有 1 亿多，原因也是市场份额只占当

地的 30%不到。

可以看到，因为区域份额不一样， 同样销售量， 利润差距可以达八倍之多！可以想象，如果

前五大的企业之间发生整合并购，行业的利润率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所以，啤酒企业盈利能力将随着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中高端产品升级不断提高。其中区域

集中度不断提高可通过并购方式快速达成，中高端产品升级目前已经在发生，易拉罐成本的

下跌将加速这一过程。

从投资的角度，通过区域集中度提升达到利润率快速增长的见效最快，也最符合当下啤酒行

业的现状。

 

3.5 中国啤酒企业应对外资挑战及其发展策略 42

3.6 啤酒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43

 

第四章 中国啤酒制造业财务状况  49

4.1 中国啤酒制造业经济规模    49

4.1.1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销售规模    49

4.1.2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利润规模    49

4.1.3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资产规模    49

4.2 中国啤酒制造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50

4.2.1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亏损面 50

4.2.2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销售毛利率 50

4.2.3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51

4.2.4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销售利润率 51

4.3 中国啤酒制造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51

4.3.1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51

4.3.2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流动资产周转率 52

4.3.3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总资产周转率    52

4.4 中国啤酒制造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53

4.4.1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资产负债率 53

4.4.2 2011-2014年中国啤酒制造业利息保障倍数    53

 

第五章 2014-2015年中国啤酒市场分析       54

5.1 中国啤酒市场总体概况 54

5.1.1 中国大型啤酒企业的市场布局  54

5.1.2 中国中小啤酒企业的市场布局  54

5.1.3 中国啤酒淡季市场的变化分析  55



5.1.4 中国啤酒零售市场发展分析     55

5.2 城市啤酒市场 59

5.2.1 城市啤酒市场的特点分析  59

5.2.2 城市啤酒市场网络的构成  60

5.2.3 中国南北城市啤酒市场竞争情况     60

5.2.4 城市超市啤酒市场的开发策略  61

5.2.5 城市社区啤酒市场的开发策略  63

5.3 农村啤酒市场 65

5.3.1 农村啤酒市场的特点分析  65

5.3.2 国内农村啤酒市场潜力巨大     66

5.3.3 中西部和农村啤酒市场为增长主力  67

5.3.4 啤企建立乡镇网络销售体系的策略  67

5.3.5 啤企针对乡镇市场的促销方案介绍  70

5.3.6 中国农村啤酒市场的拓展策略分析  71

5.4 中高档啤酒市场    73

5.4.1 中高档啤酒成为啤酒市场利润引擎  73

5.4.2 开发中高档啤酒的市场机遇分析     74

5.4.3 中高档啤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75

5.4.4 中高档啤酒终端市场秩序混乱  76

5.4.5 中高档啤酒终端恶性竞争的后果     77

5.4.6 规范中高档啤酒终端市场的对策     78

5.4.7 开发中国高端啤酒市场策略分析     79

5.5 啤酒市场消费分析 82

5.5.1 啤酒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过程  82

5.5.2 啤酒消费者的消费场所归类及特点  83

5.5.3 影响啤酒消费者消费选择的因素     85

5.5.4 啤酒消费者的惯性消费特点分析     85

5.5.5 2014年中国啤酒行业消费者满意度  87

5.5.6 啤酒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变化分析     90

5.6 啤酒经销商分析    90

5.6.1 个体啤酒经销商模式  90

5.6.2 公司化啤酒经销商模式     92



5.6.3 经销商面临的主要问题     92

5.6.4 啤酒经销商发展重在创新  95

5.6.5 提高经销商素质的有效途径     97

 

第六章 2014-2015年中国啤酒区域市场分析       101

6.1 华北地区 101

6.1.1 华北啤酒市场     101

6.1.2 北京啤酒市场     102

6.1.3 河北啤酒市场     103

6.1.4 山西啤酒市场     103

6.1.5 内蒙古啤酒市场  103

6.2 东北地区 104

6.2.1 辽宁啤酒市场     104

6.2.2 吉林啤酒市场     105

6.2.3 黑龙江啤酒市场  105

6.3 华东地区 105

6.3.1 华东啤酒市场     105

6.3.2 上海啤酒市场     107

6.3.3 浙江啤酒市场     107

6.3.4 江苏啤酒市场     108

6.3.5 山东啤酒市场     108

6.3.6 福建啤酒市场     109

6.3.7 安徽啤酒市场     109

6.4.8 江西啤酒市场     110

6.4 中南地区 110

6.4.1 湖北啤酒市场     110

6.4.2 河南啤酒市场     110

6.4.3 湖南啤酒市场     111

6.4.4 广东啤酒市场     111

6.5 西南地区 112

6.5.1 西南啤酒市场     112

6.5.2 四川啤酒市场     113



6.5.3 云南啤酒市场     113

6.5.4 贵州啤酒市场     114

 

第七章 2014-2015年中国啤酒品牌发展分析       115

7.1 中国啤酒品牌的发展概况    115

7.1.1 中国啤酒品牌的发展阶段划分  115

7.1.2 中国啤酒品牌市场的发展分析  115

7.1.3 中国啤酒品牌市场的发展现状  116

7.2 中国区域啤酒品牌的发展    117

7.2.1 中国区域强势啤酒品牌道路的可行性     117

7.2.2 中国区域性啤酒品牌发展情况分析  118

7.2.3 中国区域啤酒品牌市场的发展对策  122

7.3 解析啤酒无品牌观念现象    124

7.3.1 无品牌观念产生原因  124

7.3.2 无品牌观念带来的后果     126

7.3.3 树立品牌观念的意义分析  127

7.3.4 树立品牌的要点分析  128

7.4 中国啤酒品牌发展中的问题 129

7.5 中国啤酒行业品牌整合战略分析 129

 

第八章 2014-2015年中国啤酒行业营销分析       132

8.1 中国啤酒营销总体概况 132

8.1.1 中国啤酒营销五大模式     132

8.1.2 中国啤酒营销的中国特色  133

8.1.3 中国啤酒营销的发展走向  134

8.1.4 2014年啤酒行业营销状况总结  135

8.2 中国啤酒文化营销分析 137

8.2.1 运用啤酒文化营销的原因  137

8.2.2 啤酒文化的内涵分析  138

8.2.3 解析啤酒文化与营销的有效结合     138

8.3 啤酒夜场营销分析 140

8.3.1 啤酒夜场终端分类     140



8.3.2 啤酒夜场市场特征     141

8.3.3 啤酒夜场营销策略探究     142

8.4 中国啤酒行业分众营销分析 147

8.4.1 中国啤酒行业分众营销概述     147

8.4.2 中国啤酒突破分众营销的阻力  148

8.4.3 中国啤酒行业分众营销的策略  149

8.5 中国啤酒品牌广告策略简析 152

8.5.1 中国啤酒品牌实施广告策略的状况  152

8.5.2 中国啤酒品牌广告策略影响因素     154

8.5.3 中国啤酒品牌广告策略途径探索     156

8.6 啤酒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158

8.7 啤酒行业营销的策略分析    161

 

第九章 2014-2015年相关酒业市场发展分析       164

9.1 白酒 164

9.2 葡萄酒    175

9.3 黄酒 180

 

第十章 2014-2015年啤酒关联产业的发展分析   187

10.1 中国啤酒花行业发展分析   187

10.2 啤酒大麦市场的发展   194

10.3 啤酒相关的机械设备分析   200

10.4 啤酒包装行业分析      204

 

第十一章 2014-2015年中国啤酒行业竞争分析   206

11.1 21世纪中国啤酒竞争所面临的三大阶段   206

11.2 中国啤酒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207

11.3 中国啤酒行业竞争的本质分析   208

11.4 国外啤酒企业在中国的竞争状况      210

11.5 速度管理提高啤酒企业竞争能力      211

11.6 啤酒行业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      213

 



第十二章 2014-2015年国际啤酒上市企业分析   216

12.1 SABMILLER 216

12.1.1 公司简介   216

12.1.2 竞争力分析       218

12.2 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 SA/NV）       219

12.2.1 公司简介   219

12.2.2 竞争力分析       224

12.3 喜力啤酒公司（HEINEKEN N.V.）  225

12.3.1 公司简介   225

12.3.2 竞争力分析       226

 

第十三章 2014-2015年中国啤酒上市企业分析   228

13.1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28

（1）公司简介     228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29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232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233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233

13.2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34

（1）公司简介     234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36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243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245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245

13.3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45

（1）公司简介     245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47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252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252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252

13.4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53

（1）公司简介     253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54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260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260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260

13.5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261

（1）公司简介     261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62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268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268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269

13.6 金威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269

（1）公司简介     269

（2）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71

（3）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272

（4）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分析     273

（5）公司发展最新动态及未来发展分析  273

 

第十四章 2015-2020年啤酒行业投资分析及未来发展预测     274

14.1 啤酒行业投资分析（zyyzg）     274

14.1.1 未来中国啤酒行业投资潜力地区   274

14.1.2 未来啤酒行业投资潜力品种分析   274

14.1.3 未来高端啤酒市场投资潜力无限   281

14.2 中国啤酒行业未来发展预测      282

14.2.1 中国啤酒行业的发展前景分析       282

14.2.2 城镇化带来啤酒行业发展机遇       284

14.2.3 中国啤酒工业发展将渐趋低碳化   284

14.2.4 &ldquo;十二五&rdquo;啤酒行业的发展趋势   287

14.2.5 2015-2020年中国啤酒行业预测分析      288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pijiu/G35327ZLA5.html

http://www.abaogao.com/b/pijiu/G35327ZLA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