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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报道

记者观察

广药与加多宝的戏码越来越令
人眼花缭乱。

一边在法庭上开打一起接一起
的官司，一边在央视等重量级媒体同
步播放产品广告片进行角力，一边又
在关于谁是正宗凉茶等问题上大打
口水仗，广药与加多宝之间的“文斗”
不断。另外在终端销售市场，广药和
加多宝这对冤家对头最终憋不住“上
火”，发展到拳脚相向的地步。此次广
药与加多宝上演“全武行”，再次将双
方针尖对麦芒的心态表现到极致。

促销战是行业竞争缩影

就在广药与加多宝就《商标许可
协议》真伪争得面红耳赤的同时，双
方还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王老吉大健
康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
包装、装潢”一案，而在终端销售市
场，两家公司的员工却迫不及待地
“亮起肌肉”。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
在江西省会南昌市胜利路步行街，广
药和加多宝的员工在促销时发生口
角，进而发展到拳脚相向。
广药称，8月 15日傍晚，在广药

王老吉举行的路演活动现场，7 名王
老吉员工被竞争对手加多宝及不明身
份召集的人员所打伤。对方还砸坏活
动物料与堆头，一直持续了 10分钟左
右。而此前广药在西安、重庆、汕头、东
莞等地路演时曾遭遇“同行”的干扰。
然而，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加多宝方面给出的说法却截
然相反。
加多宝指出，此次互殴事件，是

广药先惹起的。事发当天两家企业同
时举行路演活动，是广药先干涉加多
宝路演，并将过来质询的加多宝业务
员打伤，随后双方各有二三十名员工
参与。冲突发生后，加多宝和王老吉
分别有 4名和 3名员工受了轻伤。

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齐向前律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事件定性应注意三个
问题，“第一，不应当将事件看作认为
是王老吉和加多宝各自的企业行为，
而应仅是员工或经销商的个体行为；
第二，事件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
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破坏了社会
治安，侵害了参与斗殴者的个人人身
安全，双方当事人员均应受到法律制
裁。第三，应惩处的不应仅限于现场

斗殴人员。如查实有王老吉和加多宝
两公司或公司管理人员指示，也应予
相应处罚。”
“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从

价格、渠道、招商等方面的竞争无处
不在，在促销领域更是常见，尤其是
在食品饮料领域，几乎每时每刻都发
生在各个城市、乡镇的超市、商场、广
场甚至马路边。在这种情形下，代表
各家企业的促销员面对面竞争就不
可避免。”在分析此次广药与加多宝
的互殴事件时，国内一家快消品行业
的销售负责人王经理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在每年的糖酒会上，
基本上都能听到企业之间为了招到
经销商，互相诋毁、甚至大打出手的
事情。”
博盖咨询董事总经理高剑锋认

为，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快速消费品行
业，两家企业背后互相进行言语、肢
体甚至是更加“上不了台面”的竞争
是正常的，我国牛奶、白酒行业都曾
发生过这种互相蚕食的竞争。
“广药与加多宝此次互相打架虽

然方式欠妥，在快消品领域并不稀
奇，但却反映了目前食品饮料竞争的
惨烈。”王经理分析说，“近年来，食品
饮料巨头在中国的扩张计划不断创
造历史，产能过剩现象早已出现，还
有行业间的大手笔兼并、重组不断发
生，动辄上百亿的并购事件屡见不
鲜，也加剧了国内饮料业的竞争局
面。然而，与之对应的却是各家食品
饮料行业营业额创新高，毛利率却
‘跌跌’不休。”

在白热化竞争的凉茶领域，也可
用“混战”二字来形容。除了王老吉、
加多宝外，消费者较为熟知的凉茶品
牌还有和其正等，而作为凉茶发源地
的广东则有大大小小上千家凉茶企
业。行业人士预计，目前中国凉茶市
场已进入“群雄逐鹿”时代，竞争激烈
可想而知。

抢蛋糕不如做大蛋糕

齐向前从法律的角度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分析了公平竞争才是市场
竞争的核心。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
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比反不正当竞
争更为重要、更为核心的立法了。
“市场有竞争不是坏事，我国市

场经济倡导的就是竞争，但前提是竞
争有度，进行公平合理的竞争，必须
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定内进
行‘游戏’。否则，企业就会像失去缰

绳束缚的野马，做出有损竞争对手的
事情，实际上最后还是由自己来承担
责任。”上述王经理也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分析。

有评论认为，加多宝和王老吉因
促销演变成街头武斗输了气度，导火
索固然与商标争端不无关系，但双方
纵有天大的委屈，也应该就事论事，
而不是借题发挥，更不应该拳打脚
踢。不管你公关手段做得多好，又好
又实惠才能有顾客，否则会让消费者
望而却步。

王经理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广药和加多宝现在都进入了一个
认识误区，都视对手为自己最大的
“敌人”，非得将对方“一棒子打死”，
这样使得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

肢体冲突。“其实，双方应该认识到，
目前我国凉茶饮料市场虽然竞争激
烈，但总体还是朝着良性壮大的趋势
发展，双方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进行
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携手将凉茶
市场这块‘蛋糕’做大。”

营销专家李志起也认为，凉茶饮
料这个市场盘子很大，两家企业完全
可以冰释前嫌，各自铆足精力发展市
场，这才是共赢之道。
“即使不能合作，也应该将主要

精力放在提升自身实力，进行公平合
理的竞争，否则没完没了的官司和
‘刺刀见血’的武斗，内耗下去，长此
以往对双方的品牌和形象都是一种
伤害，对凉茶产业也非常不利。”王经
理说。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广药加多宝上演“全武行”

近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通
报新一期下架食品名单，全市有 7个
批次的不合格食品被责令停售。北京
市工商局从物美超市方庄东店抽取
的一批次“柳仙”袋装全形蔬菜样本，
被发现防腐剂超标。

抽检显示，物美超市方庄东店销
售的“柳仙”袋装全形蔬菜，苯甲酸及
其钠盐实测值是标准限量的两倍多，
该产品标称武汉市双柳蔬菜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物美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双柳公司和物美方庄东店属于单
店联营采购关系。目前，该店已将双
柳蔬菜全部下架，并暂时和双柳公司
终止了供货关系。

据了解，苯甲酸及其钠盐是最常
见的一种防腐剂，国际上对其使用一
直存有争议，欧共体儿童保护集团认
为它不宜用于儿童食品中，日本也对
它的使用作出了严格限制。但由于其
价格低廉，目前仍被国内食品业广泛
使用。

此次被停售的其他食品大多抽
检自小超市、便民店等，除武汉市双

柳蔬菜生产的“柳仙”袋装全形蔬菜
外，还有绥化市北林区京锦食品厂生
产的红心地瓜干、内江市东兴区玉清
食品厂生产的明爽泡山椒笋尖、宜宾
长宁县林野食品厂生产的长宁泡椒
鲜竹笋尖、普宁市里湖西琪食品厂生
产的仟客冰糖杨梅、华容县振华酱菜
厂生产的湘振华重庆酸菜鱼配料、揭
西县港洲生产的雅丽园红梅。市工商
局提醒已购买不合格食品的消费者，
可凭购物小票和食品外包装要求退
货。

而在山东省质监局在日前对省

内企业的相关产品进行抽检后发现，
维维乳业的乳酸菌产品登上了“黑
榜”。此次抽检的产品包括白酒、啤
酒、茶叶、淀粉、豆制品、蜂产品、冷冻
饮品、水产加工品和饮料 9 种食品。
济宁维维乳业一款生产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7 日，规格为 200mL/袋的“天
山雪”草莓活性乳因乳酸菌不合格也
成为“黑榜”主角之一。根据抽检结
果，不合格的 263家企业生产的食品
中，大多因电导率、标签标识、可溶性
固形物、大肠菌群、菌落总数、蛋白质
等项目不合格而引起。

本报记者 闻笛

物美蔬菜防腐剂超标 维维酸奶上黑榜

近日，蒙牛发布公告称，蒙牛元老级人物杨文俊辞去执行
董事、副主席以及战略及发展委员会成员职务。至此，当初与
牛根生一同创办蒙牛的十大创业元老全部出局。

业内普遍认为，随着蒙牛最后一名元老杨文俊的辞职，正
式宣告三年前即将蒙牛纳入怀中的大股东中粮集团开始全面
掌控蒙牛乳业。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以时间胳脉为经、重要事件为
纬，回顾了蒙牛这个乳业巨无霸、“世界乳业 20 强”企业的历
史：从一座民宅以火箭般速度蹿升至行业第一后，经历三聚氰
胺被中粮收购，蒙牛企业也先后告别了其创始人牛根生以及
杨文俊等创业元老。

同时，记者还采访了许多业内专家、乳品行业人士，对蒙
牛一路走来的艰辛、成绩和是非功过进行了分析，对中粮时代
的“新蒙牛”进行了展望。

蒙牛火箭速度

时光追溯到上世纪最后一年。
在伊利身居要职的牛根生由于与时任伊利董事长的郑俊

怀关系不和而负气出走，于 1999年 1月，牛根生与追随他的
杨文俊、邓九强等一批在伊利的老部下，在呼和浩特市一座民
宅底层 53平方米的两居室成立一个新公司———“蒙牛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万元。

正是这个融有悲情、发奋、且草根色彩十足的民营企业，
在之后的十年间，创造了中国乳业的一个传奇。

仅仅几年时间，蒙牛迅速膨胀，速度惊人。从 2001年到
2004年，蒙牛乳业销售收入从 7.24亿元、16.68亿元和 40.715
亿元跃升至 72.138亿元。到 2004年，蒙牛已成为行业老大。

CCTV200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牛根生的颁奖辞是“他
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从此，“火箭速度”成为蒙牛
的标签式介绍和最高褒奖。

资料显示，从 1999年到 2009年，白手起家的蒙牛，完成
了从中国乳业第 1116名到民族产业领导者的跨越，而以蒙牛
为代表的中国乳业企业黄金 10年的整体崛起，也开启了全球
乳业发展史上的“中国时代”。

祸起三聚氰胺

就在如日中天的蒙牛在乳品市场上春风得意一骑绝尘的
时候，2008年的一场乳业灾难，彻底改变了蒙牛的命运。

这场灾难虽然不只与蒙牛有关，却几乎将蒙牛带入万劫
不复的境地，也完全改变了整个中国乳业的格局。

这场灾难便是将永载中国乳业史册令乳业人士心痛的三
聚氰胺之祸。

2008年 9月 16日，包括当时赫赫有名的三鹿、蒙牛、光明
等知名乳企在内的 22家企业被曝光产品含有三聚氰胺，整个
行业一下子掉进万丈深渊。在这场灾难中，几乎让中国乳业集
体沦陷，实力雄厚的三鹿轰然倒地破产关门，让其它乳品企业
心惊胆战。

同样经受重大损失和面临重大考验的还有资金链本就脆
弱的蒙牛。仅 2008年度，蒙牛亏损就高达 9.486亿元。三聚氰
胺事件使得蒙牛出现股价大跌、市场萎缩，投资机构疯狂抛售
其股票，而股价暴跌导致抵押给摩根斯坦利的蒙牛股份大为
缩水，蒙牛面临输掉对赌而被外资并购的危机。

十年一轮回，始于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成为蒙牛历
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乳业专家王丁棉认为，因为牛根生激进的策略，使乳业摊
子铺得过大，导致奶源供应不足，引发了整个行业哄抢奶源，
这也间接导致了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

然而，祸不单行，在三聚氰胺中元气大伤的蒙牛还未缓过
气来，2009年 2月又爆发特仑苏 OMP事件，蒙牛再次遭遇沉
痛打击。行业危机、资金链危机以及质量危机，让蒙牛步履维
艰。

营销专家李志起认为，随着这头牛越跑越远，其风险也在
不断累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恰是这种风险的一次集中
爆发。之前那种“先打市场，后建工厂”的创业思维以及高调张
扬的企业文化，不能够再支撑企业的发展了。

杨文俊时代

然而，峰回路转。2009年 7月，中粮集团联合私募股权基
金厚朴投资公司，注资 8亿美元，获得蒙牛乳业 20%的股权，
成为“中国蒙牛”第一大股东。

随着牛根生先后辞任蒙牛董事长和董事会主席等要职，
宣告牛根生在蒙牛时代的结束。

2006年 1月，杨文俊在蒙牛全球总裁的海选中胜出，接替
牛根生任蒙牛总裁。但是，杨文俊在 6年的任期中并不平坦。

在业绩方面，近几年蒙牛的年收入被伊利反超，其次，近
年蒙牛始终被包围在负面新闻中。自 2009年中粮入股后，蒙
牛接连出现多起食品安全事故。

正是蒙牛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问题，加速了中粮对蒙牛
的改造。自中粮成为蒙牛最大的股东后，期间中粮又数次增
资，目前持有蒙牛 28.09%股权，稳固了其作为蒙牛乳业单一最
大股东的地位。

2012年 4月 12日，蒙牛乳业宣布，杨文俊不再兼任总裁
一职，继续担任副董事长职务，总裁一职由孙伊萍接任。

据接近中粮集团的消息人士透露，发生于 2011年末的黄
曲霉素事件，是导致杨文俊下台的最终导火索。

乳业专家王丁棉说，杨文俊的辞职是在意料之中的事，而
此前保留董事一职仅是过渡性质。

“新蒙牛”时代到来？

接替杨文俊任总裁的孙伊萍，此前是中粮集团的西南大
区总经理，行业履历相当丰富。

上任伊始的孙伊萍希望调整蒙牛的经营模式，从“重营
销”转向“重质量”。一方面是引进外方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则
是奶源建设。

引进外资，是孙伊萍上任后蒙牛的一大动作。今年 6月 16
日，蒙牛与欧洲乳业巨头爱氏晨曦及中粮集团在丹麦首都哥
本哈根签署一系列协议。爱氏晨曦以 22亿港元入股蒙牛，持
股约 5.9%，成为继中粮之后的蒙牛第二大战略股东。与以往单
纯的投资行为所不同，爱氏晨曦今后将参与蒙牛管理。

在奶源建设方面，孙伊萍从“砍掉 1.5吨以下奶站”、“35
亿元投资奶源”两方面改革蒙牛的奶源建设。她入主蒙牛后很
快就宣布，将投资 30—35亿，建成 8—12个牧场，把原本计划
在 2016年或 2017年实现的 100%原奶由规模牧场提供的目
标，提前到 2015年实现。

王丁棉表示，从引进有管理经验的外资，到兴建牧场，孙
伊萍的目的就是打造奶源。

对于蒙牛今后的发展，东方艾格乳业分析师陈连芳说，
“靠自我改变是很难的事，蒙牛现在需要外力来帮助改变。”

元老人物谢幕
“新蒙牛”时代开启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娃哈哈：大企业的“小问题”

一向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品牌形
象的知名食品企业娃哈哈近日却接连
不断被曝质量方面的负面新闻。近日，
娃哈哈被曝桶装水无检验报告就发
货，且车间卫生不合格。一向标榜民族
品牌的娃哈哈为什么屡曝质量问题？

营销管理专家张健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一个校办
工厂起家的娃哈哈经过二十多年的发
展，成长为今天国内食品行业巨无霸，
其间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也获得了无
数的荣誉，一向以民族品牌自居的娃
哈哈为什么近年来不断被曝负面新
闻，充分说明了娃哈哈自身还存在弊
端和短板。
“问题的根源反映的是娃哈哈内

控不足，最重要的还是内控缺失。”张

健表示，“娃哈哈作为一个赫赫有名的
食品集团，肯定有严格而规范的内控
规章制度。从多起质量事件来看，娃哈
哈的内控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换句
话说还存在盲点，否则不会暴露这么
多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长久以来人们习惯
了亡羊补牢，一旦某企业出现质量问
题，企业的处理方式往往先把直接责
任人的职务撤掉，然后再道歉，却很少
系统分析错误的根源在哪里。这种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亡羊补牢式做法，
最终的结局就是一错再错，食品安全
永远不安全。
“一直以来，娃哈哈给业界的印象

就是不缺钱，现金流充足，营销投入也
是大手笔。但国内食品企业通常犯的
毛病是企业小、抗风险能力不强的时
候，往往视食品安全问题为生命，生怕

某一个食品安全问题阻碍了自己的发
展甚至关门，一旦企业做大后，就比较
容易忽视管理方面的问题，往往将主
要精力放在厂房、先进生产线的建设
和营销推广上。”国内一家食品企业的
区域经理张先生分析称。

张先生还向记者表示，其实企业
越大，发展越快，越应该注意质量安全
问题，在内控方面连最小的细节也不
应该放过。“在内控管理方面，包括可
口可乐、雀巢等世界级的食品企业在
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顶级食品企
业不是从最小的内控细节方面入手
的。”
“对内控常抓不懈、不折不扣落

实内控制度对企业而言是重中之
重，”张先生建议，“对于企业而言，首
先要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建设，其次要
明确岗位责任，对企业内部岗位职责

的落实进行全面从严考核。执行中不
忽视每一件小事和每一个岗位，奖惩
分明。”

张健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内控是内嵌在企业机体的免疫体
系。“有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
乱”。企业要从公司高层做起，通过建
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将内部控制融
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之中，促进
企业完善内部自上而下的授权与责
任分解机制。“从宏观方面来看，目前
我国实体经济进入调整期，尤其是竞
争趋于白热化的食品企业也进入相
对成熟的稳步增长期，以前那种一飞
冲天快速扩张带来的高速发展时代
已经过去，作为企业必须从规范管理
等方式入手加强内控能力，将企业发
展的风险降到最低，为稳步增长创造
最基本的条件。

陈青松

业内人士表示，食品饮料行业产能过剩现象早已出现，
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抢蛋糕不如做大蛋糕

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通报下架食品名单

在终端市场广药和王老吉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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