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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松

饮料大跃进隐忧

饮料江湖，从来不缺少故事。
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近来

食品饮料行业更是热闹非凡。
这边厢，世界第一食品巨头雀巢

一周前刚刚通过中国商务部反垄断
调查，如愿和银鹭“联姻”，获得雀巢
注资后，银鹭投入 10亿元的新厂也
已投入建设。那边厢，因“康百”联姻
引起业界震动，而且还引发沸沸扬扬
的维权大战。

一时间，自“达娃之战”、“可口可
乐并购汇源”之后，中国饮料行业风
云突起。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除行
业间的并购大案外，食品饮料业的各
家大佬们，还竞相宣布自己在中国扩
张计划：继去年百事可乐宣布未来 3
年在华投资 25亿美元后，可口可乐
也在不久前宣布再投入 40 亿美元。
当然，饮料业的巨擘统一也不甘示
弱，也表示欲 3年内在大陆投入 120
亿元新建 17 座方便面与饮料厂。另
外，达能方面也表示，除了将现有工
厂进行投资扩建外，还计划两到三年
内再开设一到两家新工厂。

并购、扩产、新品……一刹那间，
饮料江湖里，上演数不清的新鲜故
事。

然而，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
了解，这些国际及国内大食品饮料巨
头在我国市场大手笔的背后，说明近
来的我国食品饮料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未来增长预期大，受到国际大食
品饮料巨头的青睐；另一方面，由于
各大企业纷纷斥巨资疯狂扩张，竞相
扩大产能，而如此飞速扩张的举动必
将加剧目前市场产能过剩的局面，在
加剧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压缩各大
企业饮料业务方面的利润，如此必然
不利于未来行业的发展。

巨大的市场空间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就饮料
行业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发现无论
走进哪个大市场、超市，甚至马路边
的夫妻店，琳琅满目的食品饮料都会
令人眼花缭乱：包装精美彩色鲜艳、
形状各异的饮料，有全国性的品牌、
有地方小品牌，更有合资的、国外的
大品牌……
无论是促销员还是消费者，均对

记者表示，现在饮料行业发展实在是
太快了，可选择的品牌和产品实在是
太多了，有时往往记住一个品牌，另
一个新品牌就冒出来。
“过去能喝上一瓶汽水，就很开

心了，哪像现在，什么娃哈哈营养快
线、可口可乐汽水、康师傅绿茶……”
一位五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对记者表
示，“在超市买饮料，我都不知道选哪
样好了，选择的余地实在是太大了。”

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
消费购买能力的提高，我国饮料行业
获得了巨大进步。不仅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而且产品也逐渐走向多元，已
经由过去单一的汽水发展成为包括
碳酸饮料、果汁饮料、功能饮料、饮用
水等在内的各种饮料体系。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
表示，近年来，我国软饮料行业发展
迅速，市场规模飞速扩大。
“2010 年我国软饮料产量为

9983.7 万吨，同比增长 18.27%，销售
收入金额为 3294 亿元；2011 年上半

年软饮料产量为 5580.5万吨，同比增
长 29.36%；2011年 1—10月，我国软
饮料产量为 9856.3 万吨，同比增长
21.13%。软饮料行业 20%以上的年平
均增长率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市场容
量，随着消费者购买能力和健康意识
的提高，未来饮料行业发展前景乐
观，并将走向多元化和高端化。”周思
然介绍说。

近几年来，国内饮料业先后经历
了娃哈哈、健力宝、红牛、旭日升、王
老吉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饮料时代。
我国饮料业是一个高成长性的行业，
其市场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不
但成熟饮品增长稳健，其新的热点和
增长点不断涌现，并且新兴的饮品增
长速度更快。
公开资料显示，2011 年前三季

度，食品饮料行业保持稳定快速增长
态势，全国软饮料累计产量达到
5580.53万吨，累计同比增长 29.36%。
其中包装水产量达 2126.17万吨、碳
酸饮料产量达 741.19万吨。

2011年前三季度行业运行良好，
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优异，主业增
长是净利润增量的主要来源。食品饮
料行业全部上市公司实现收入和净
利润 2105亿元和 283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25.32%和 40.52%，毛利率上
升 1.94个百分点，净利率和 ROE同
比上升 1.45和 1.13个百分点。

行业人士分析认为，虽然今年上
半年塑化剂影响令今年整个饮料行
业大有疲软之势，但实际上上半年饮
料业仍保持上行趋势，整体规模将不
断扩大。未来 5年，我国饮料总产量
将保持 12%—15%的年均增速发展，
其中包装饮用水或将继续占有最大
比重。主因是我国人口将会以每年
4%左右的速度增长。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1—2015年
中国软饮料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
测报告》显示，2006—2010年，我国软
饮料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20.6%，
分别为 4219.7 万吨、5110.1 万吨、
6415.1万吨、8086.2万吨及 9983.7万
吨。同时，5年来软饮料行业年销售收
入也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其中，碳
酸饮料、瓶装饮用水、果菜汁及果菜
汁饮料、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
固体饮料、茶饮料及其他软饮料的销
售收入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3.76%、

21.24% 、25.90% 、35.25% 、18.10% 、
30.28%。
大混战与大跃进

产业的齐齐扩产与并购几乎是
目前饮料行业巨头的家常便饭。

媒体报道称，继去年百事宣布未
来 3年在华投资 25亿美元后，可口
可乐也宣布再投入 40亿美元。据了
解，到 2014 年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
场 35周年之际，其累计在华投资将
达 90亿美元。

统一表示，欲 3年内在大陆投入
120亿新建 17座方便面与饮料厂。另
外，达能方面也表示，除了将现有工
厂进行投资扩建外，还计划两到三年
内再开设一到两家新工厂。

康师傅在 2010年 7 月以 630万
美元投建红河厂之后，又以高达 12
亿的投资在漳州建设综合饮品项目。

在投资 6 亿的江苏宿迁工厂建
成不过两周之后，汇源投资 20亿、规
划年产能达 52万吨的旗下最大果汁
生产基地鲁中汇源工业园正式开业。

早在 2009年，娃哈哈就投资 100
多亿元从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引进
330 余条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生产线，
主要生产含乳饮料、饮用水、碳酸饮
料、果汁饮料、茶饮料等 8大类 100
多个品种。

这些国际国内食品饮料巨头除
纷纷扩张产能外，还不断进行并购，
提高自己的实力，扩充自己的势力范
围。未来饮料业的竞争将持续升级，
争夺或将更白热化。

欧睿报告显示，2010年可口可乐
是中国最大软饮料生产商，市场占有
率为 16.8%，而康师傅和百事分列第
二、第四位，份额达到 14.4%和 5.5%。
单从数据上分析，后两者结盟后，市
场份额很可能赶上可口可乐。

业内人士分析称，百事与康师傅
合作，由双方产品结构和渠道布局变
化所带来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对整个
中国饮料行业产生冲击，可能引发行
业的重新布局。

在行业巨头的巨大冲击下，我国
饮料企业发展面临多方困境。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
中国饮料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
报告》显示，我国本土饮料企业规模

一般都比较小，而区域性饮料品牌比
较多，但真正在全国饮料市场上有影
响的名牌产品屈指可数，同时企业还
面临着资金不足、融资渠道单一、技
术含量低以及自身实力不强等因素
的制约。

东方艾格饮料行业分析师陈静
认为，可能引发行业的重新布局：娃
哈哈、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康师傅
形成三大寡头，并有可能开启饮料行
业的兼并收购，行业由初级发展阶段
向垄断经营阶段发展。

周思然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我国饮料行业产能过剩现象早已
出现，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已经形
成，而国内外巨头仍斥资建新厂、新
的生产线等，此举再次加剧了国内饮
料业的竞争局面，这意味着饮料行业
将进一步加速优胜劣汰进程，提高行
业集中度。“事实上，目前国内外饮料
企业的产能已经超过我国饮料行业
的市场容量，国内外饮料企业的投资
主要是为未来市场做准备。”

未来：
差异化竞争至关重要

就目前我国饮料行业大跃进的
隐忧，周思然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饮料行业未来预期的高增长刺激
了饮料企业产能的大跃进，各大企业
纷纷斥巨资疯狂扩张，而如此飞速扩
张的举动必将加剧目前市场产能过
剩的局面，在加剧市场竞争的同时，
也将压缩各大企业饮料业务方面的
利润，如此必然不利于未来行业的发
展，因此，投资者应该理性看待整体
消费的升级。

周思然认为，目前我国饮料市场
上品牌众多，造成产品同质化现象严
重，尤其是不少区域性品牌的不断涌
现，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对饮料巨头
而言，在扩大产能的同时更应该提高
研发能力和创新意识，一方面有利于
新品类的开发和新市场的开拓，并推
动产品体系的完善和全面升级；另一
方面采取新颖的促销手段也有利于
产品的宣传和品牌的传播。

据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
年中国饮料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
报告》显示，1999年国内老牌的饮料企
业仍然占据市场竞争的主动，而后国
内饮料品牌却是纷纷落马，果汁饮料
由 1999 年汇源果汁的一枝独秀，到
2002年统一鲜橙多的迅速崛起，市场
格局发生改变，而统一品牌在 1999年
果汁市场的占有率仅为 3%。

周思然认为，外资品牌的高度集
中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饮料企业的
快速发展，我国饮料企业在品牌经营
方面弱势明显，不管是经营理念，还
是经营模式，目前正面对日趋国际化
态势的国内饮料市场都处于劣势。企
业应及时跟上市场发展步伐，同时借
鉴外资的成功经验，努力改善自身经
营的不足，争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以“创新、管
理、产品、效益”为主题的 2011 中国
饮料行业企业家论坛上，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会长步正发对如何转变发展
方式、提升饮料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出了方向性的建议。

步正发认为，要开发适应不同消
费需求的健康饮品，主导产品应各具
特色，做精、做好差异化的小品种，在
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上要避免过度
扎堆，形成与加工相匹配的原料基
地。企业与农业和谐共赢有机的体
系，优化产业布局，形成区域协调，大
中小企业、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的产
业组织结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
资力度，不断推进饮料生产的规模
化、科学化和节约化。

海淀工商分局广告科约见辖区广告媒体

海淀工商分局广告科向《精品购物指南》、《中国经营
报》、中关村在线、搜狐网、百度网、新浪网等 70多家主要
媒体负责人通报了违法广告发布现状，援引案例全面讲解
了当前的常见违法广告形式，就如何规范广告敦促相关媒
体加强自律自查，杜绝虚假宣传、误导宣传，严格筛选广告
宣传项目、及时纠正广告表现形式、杜绝未经审批擅自发
布广告的行为，并
对户外、印刷品、网
络广告易出现的问
题进行重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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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2月，国内建筑龙头企
业———中铁四局一公司迈出国门，走
进委内瑞拉北部平原铁路。一年来，
一条钢铁巨龙正在不断向前延伸，而
紧张有序的施工场面也与当地美丽
的自然风光共生并存，和谐共融，这
一切与中铁四局一公司参建委铁的
干部员工工作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息
息相关。委内瑞拉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沿袭了欧美国家严格的环保法规。
2010 年 1月份刚到委内瑞拉的中铁
四局一公司副总经理、委铁项目部经
理阳自强，党工委书记郑连平就亲身
体验到了这一点，一本本厚厚的环保
施工法律法规、一项项必须遵守的环
保施工合同条款放在了他的面前，有
些在国内见过，有些却是第一次看
到。施工的每一个细节项目部更是严
格把关。针对铁路施工特点，为减少
施工对环境的污染，项目部采用设置
围挡、洒水降尘、道路硬化、垃圾封闭
等方法控制施工扬尘，并冲洗施工车
辆轮胎防止泥土带出现场，及时清运
施工过程堆放的渣土；选用高性能、

低噪音、污染小的设备，采用
机械化程度高的施工方式；混
凝土结构施工尽量采用预制
构件，运至现场拼装；桥梁施
工中为避免泥浆对环境的污
染，尽量采用旋转钻机干法成
孔；为防止施工作业造成水的
污染，所有施工污水和营地生
活污水均经处理达到相应标
准后排放。在环保和成本之
间，项目部也都坚决选择了前
者。一位当地农场主为了获利
在自己的农场取土，准备出售
给项目部作为铁路路基填料，
由于当地土地使用必须办理环评资
料，而该农场主却并未办理，虽然他
的土方比较便宜，项目部还是对他说
了“no”。项目施工管段长达 50公里，
经常有数百台机械设备分布在各作
业点施工。于是，项目部每隔 10公里
就安放了一个油罐供机械加油。可是
这样一来设备集中加油过程中很容
易散落零星的油料污染土壤。项目环
保部门发现后，及时建议取消油罐，

改用加油车给沿线机械设备加油，并
将油罐改装成水罐为工地便道洒水
降尘。虽然这样成本增加了，可是却
得到了委方业主的好评。委内瑞拉的
青山绿水作证，在中铁四局一公司委
铁项目部施工的 51公里管段，干部
员工把施工生产给环境造成的影响
和破坏降到了最低，展示了中国企业
良好的形象。

（弈轩 郑连平）

中铁四局一公司委铁项目部环保施工侧记

把环保当成责任

委籍环境工程师卡比列（左一）、比德里（中）
与中方工程师在项目部混凝土拌和站共同商讨
环保施工方案

（上接第一版）
同时，重庆国资委还将按照市政府要求，从今年起，

连续 5 年每年上缴财政 1 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微型企业发
展。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属国有银行累计向“两翼”

区县、“三农”、非公和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6642 亿元。
目前，有 8675 个非公企业与国有集团形成产业链服务关
系。

在重庆万亿国资中，非公经济占比 40%以上，有近万
家非公企业为国企提供配套服务。重庆非公经济占比由直
辖初的 26%上升到去年底的 60%。
“第三财政”

通过“八大投”运作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上缴，重庆
市拥有了除预算内、预算外之外的“第三财政”。
“第三财政增强了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惠及民生的底

气，为公共财政转型腾出了财力空间。”崔坚说。“八大
投”超前实现了靠财政投入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基础设
施建设目标。

通过国有集团承建公租房、改造危旧房，控制投资
集团储备土地的投放速度和建设强度，促进了重庆市
“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体制建
设。

重庆城投集团是重庆公租房的主要开发商之一，“城
投集团从 2010年 5月 22日动工兴建公租房开始,到现在短
短一年半时间已全面开工建设公租房 860 万平方米,明年上
半年将突破 1000万平方米。”城投集团党委书记华渝生表
示。目前城投集团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保障房开发商。

重庆成立了全国首家农畜产品交易市场，通过形成生
猪等农副产品的未来价格，让买卖双方都能看清未来的利
润和成本，从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避免因供需矛盾引起
的农产品价格波动。

为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重庆市成立药品
交易所。“通过药交所交易，实现了药厂不出厂门就可卖
药、医院不出院就可买药，有效防止了医院和药厂在交易
中的‘暗箱操作’，减少了中间环节，群众承担的药价大
幅降低，药厂和医院的利润也能有所增加。”重庆药品交
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高清说。

大国资监管模式

当前，国民收入偏低，主要原因在居民收入占 GDP的
比重过低。据了解，重庆市目前这一比例大致为 43%。前
不久，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研究并审议通过的《重庆市
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 (即贫富、城乡、区域差距) 促进共
同富裕的决定》 提出，通过 5 年努力将这一占比提高到
50%以上。

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说，5 年时间里重庆居民总
收入要增加 5600 亿元。“全市去年的 GDP 接近 8000 亿
元，居民总收入仅有 3400 亿元。未来 5 年如果 GDP 每年
涨 15%，加上通胀，2015 年有望达到 1.8 万亿元，50%就
是 9000亿元。”

重庆市国资委日前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市委三届九
次全会精神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市国有企业以做强做大
自身为基础，为“缩差共富”做出新贡献。

据介绍，重庆国企正全力实施“十大工程”，包括实
施公租房支撑工程，完成主城 120 万人的保障住房建设；
年均投入 800 亿元左右，解决和带动就业 50 万人以上；
实施对口扶贫模式的创新工程，建立国有企业组团、每年
重点帮扶 1—3个贫困区县的机制等。

崔坚表示，经测算，通过实施上述“十大工程”，到
2015年，可以投入和带动资金 1万亿元以上，可以解决和
带动就业 200 万人以上，对全市缩小“圈翼”差距和城乡
差距的拉动可达 60%左右。
“在推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

中，国有集团必须担当骨干，充当引领，充分发挥支撑和
带动作用，决不辜负市委、市政府重托。”崔坚说。

总体来讲，重庆创新国资监管模式，其中最受外界关
注的无疑是创新国资监管与运营模式，即“三项体制”措
施———管资产与管人、管事高度统一的国资监管体制；金
融资本和工商产业资本一体化的国有资本运管体制；以渝
富公司为资金运作平台，加速国企改革与国资发展的国有
股权流通体制。

专家认为，这种大国资监管模式，有助于堵塞国资监
管体制的真空和漏洞，有助于提高国有资源的配置效率，
更有助于发挥国企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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