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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新总裁卢敏放对外宣布蒙牛

要在 2020 年成为世界级千亿级的乳品

企业。一石激起千层浪，蒙牛能否实现

目标引起业界关注。而当下蒙牛已经

被业内老大伊利甩在后面，二者销售额

差距在百亿左右。

9月15日，蒙牛乳业发布公告，执掌

总裁孙伊萍宣布辞职，雅士利总裁卢敏

放接任。而蒙牛换帅的原因在于蒙牛

与伊利业绩差距日渐变大，股东对此表

示不满。

卢敏放对外表示，寻找和竞争对手

的差距拉大的原因将会是他接下来战

略中突出的重点。数据显示，2015年蒙

牛营收被竞争对手超出 107 亿元，2016

年上半年，净利润也被超出21.34亿元。

这样的情况下放出千亿豪言，难免会引

起业界质疑。

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乳业专家陈

瑜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蒙牛今年

预计营收 500 亿元左右，要实现千亿级

的目标，此后每年将需要保持 25%—

30%的增长速度，然而今年同比仅仅增

长6.6%。在这种状况下，千亿级目标太

过激进。”

百亿业绩差距成焦点

近日，蒙牛董事长马建平对外表示,

“蒙牛 2011 年时与同行不相上下,到

2016 年中期无论在市值、收入、利润等

方面都与对手有较大差距,从中粮看是

不满意的。现在从蒙牛发展看,调整管

理层也是必需的。”

此番言论表明，蒙牛将下大力气追

上业内老大伊利。

蒙牛前不久发布的半年报显示，今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2.6亿元，

同比增长6.6%；净利润10.77亿元，同比

下滑19.5%。伊利今年上半年营收则达

到299.25亿元，净利润为32.11亿元。业

绩公布不久，孙伊萍宣布离职。

仅看财务数据,蒙牛也是向好的,迈入

了500亿元俱乐部，但与竞争对手伊利的

差距在拉大，伊利股份2015年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603.60亿元，蒙牛实现销售额

490.265亿元。而在孙伊萍2012年接管

蒙牛之前,蒙牛的业绩与伊利几乎是在伯

仲之间。以2011年为例,蒙牛营业收入为

373.88亿元,伊利为374.5亿元;净利润蒙

牛为15.89 亿元,伊利为18.09亿元。

业内专家表示，营销是与伊利差距

拉大的最大问题。蒙牛这几年把精力

放在了国际化和数字化上，虽然企业内

功不算提升，但在落地方面就差强人

意，营收差距不可避免。

孙伊萍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蒙牛原

来的文化是非常个性的。但深入接触

后，我反而坚定地认为需要转变它，将

曾经内蒙古大汉形象的“土牛”转变为

“国际牛”。从此，蒙牛开始了国际化步

伐，先后与法国达能、丹麦Arla等全球顶

尖乳企展开合作。

然而当年的蒙牛危机四伏，进行国

际化而不是继续开拓市场，是否为时过

早？对蒙牛这种草根、狼性的企业是否

适合？领导人推行的新文化是否真正

为传统的“蒙牛人”所接受？这些问题

恐怕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牛根生复出
意在整合团队

蒙牛换帅后,前十大股东一半增持，

截至9月30日，蒙牛乳业排名前十位的

投资者中，包括 JP Morgan 摩根大通、

Blackrock Group 贝 莱 德 集 团 、Van-

guard Group 万格集团、Capital Group

Companies Inc 资 本 集 团 、State Street

Corp 美国道富银行五个持股排名在前

十位的股东均不同程度对蒙牛进行了

增持，显示了投资者对蒙牛的看好。

最让业界感到振奋的是，蒙牛前任

总裁牛根生担任非执行董事并出现在

了蒙牛战略及发展委员会名单中。这

一举措显示了蒙牛为解决现有问题的

巨大决心。

食品产业评论人朱丹蓬告诉记者：

“牛根生的出现也将对公司管理的衔接

和磨合有更大的帮助，至于是否过后重

掌蒙牛，则需要看第四季度公司业绩以

及董事会的安排。比如，蒙牛以前销售

主要靠经销商，孙伊萍的经销商体制改

革直接改变了公司的销售格局，这也是

业内对蒙牛业绩增长诟病的一点。”

朱丹蓬指出，牛根生最大的作用将是

稳定团队和凝聚战斗力，为下一步蒙牛的

战略和布局站台。企业的持续增长在于

强大的管理和执行团队，经久不衰的动力

在于留住人才，人尽其才。蒙牛做了创新

来保障人才团队的健康良性发展。

今年，蒙牛施行了人才留任计划，

将总计1.5亿元的股份奖励授予获选人

员。通过奖励计划，能够让团队发挥最

大的作用，让系统的建设不仅仅依赖个

人，更多地依靠团队合力。在蒙牛内

部，管理团队也正在把执行力强的特点

延续下去，以保持创新的精神和动力。

这显示了蒙牛对目前股东结构和人才

架构的信心和支持力度。

蒙牛董事会主席马建平也表示，中

粮集团将坚定不移地发展乳业，支持蒙

牛，让其成为“世界前沿”的品牌。

但这些做法能否让蒙牛重现昔日

辉煌，也需要时间的检验，毕竟经过长

时间的激烈竞争，乳业格局有所固化，

行业格局的改革需要更多的大环境改

革而非单纯的内部改革，毕竟所有的企

业都在努力。

新总裁放言千亿级企业
能否实现

近日，蒙牛新任总裁卢敏放提出了

“要在2020年成为世界级千亿级的乳品

企业”的战略。而今年上半年，蒙牛销

售收入272.6亿元，并且国内奶源过剩、

消费疲软、奶粉市场受到冲击，在此状

况下，千亿级的目标是否适合蒙牛呢？

乳业专家陈瑜表示：“蒙牛今年预

计营收 500 亿元左右，要实现千亿级的

目标，预计每年将需要 25%—30%的增

长速度，然而今年同比仅仅增长 6.6%。

在这种状况下，千亿级目标太过激进。

蒙牛这几年国际化取得了不少成果，但

现在最需要的是巩固自身实力，消化收

购的企业和提升管理，而不是盲目的制

定宏大的目标。”

陈瑜表示，蒙牛现在依然和伊利在

同一个量级，营收差距不是最核心问

题。首先需要做的是品牌化建设以及

重新打造团队，把自有的狼性和国际化

后拥有的能力充分结合起来，如此，在

将来的市场竞争中将拥有巨大的优势，

也将抹平此前的营收放缓。

总裁卢敏放对此也说，当务之急，

蒙牛要提升整个品牌和形象。用清晰

的品类定位和策略,在与竞品竞争的过

程中能够主动出击，将公司品类品牌策

略落到终端，品牌卖点最大化，快速迎

战终端。其中恢复野战军的能力尤为

重要，即打造一支有责任感、使命感、勇

于创新、充满激情与活力、能打仗、有干

劲的销售团队，为实现战略目标而不懈

奋斗。

陈瑜表示，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在其后的市场竞争中，蒙牛是否能迈上

新台阶，将看管理层的能力和运作。

三聚腈胺事件以后，中国乳业再也经不起

折腾。

所幸国内乳企争气，使国产牛奶质量步步

走高，倒是进口奶最近频繁出事。先是年初假

雅培奶粉，让中国奶粉陷入恐怖。而后又有企

业进口液态奶黄霉菌超标，再加上近期新希望

投资的上海嘉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过期乳制品

事件，国内消费者应该明白，并不是外资的品牌

就一定安全。

根据上海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息，日前，上

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食药监局

和市公安局联合通报了本市成功破获的一起家

族性、组团式、有计划、有分工、带有一定隐蔽性

的加工、销售过期烘焙用乳制品重大案件。目

前，公安机关已抓获涉案的上海姜迪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姜迪公司”）等公司共19名

犯罪嫌疑人，其中已移送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起

诉8人、刑事拘留3人、取保候审8人。

2016年3月22日，市食药监局执法总队和

市公安局食药侦总队联合执法检查时，在闵行

区一仓库内发现上海榕顺食品有限公司将已过

期的新西兰“恒天然”烘焙用乳制品违法加工成

小包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进行销售。办案部

门当场扣押涉案过期烘焙用乳制品及加工设

备。当日，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对榕顺公司负责人叶某等5人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经办案部门深入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某为

减少对过期新西兰产烘焙用乳制品的损失，通

过其掌控的上海嘉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6年1月将库存的过期276吨新西兰产烘焙

用乳制品，通过南通华源饲料公司以走账的方

式销售给其亲戚尚某设立在松江的姜迪公司。

此后姜迪公司将其中已过期的新西兰产烘焙用

乳制品166.8吨分别销售给上海榕顺食品有限

公司、上海智义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锦合食品

有限公司以及江苏、河南、青海等下游经销

商。上述经销商将此前榕顺公司加工成小包装

的过期烘焙用乳制品，通过批发和网店等方式

进行销售。目前网店已被关闭，相关人员已被

控制，姜迪公司库存的 109.2 吨涉案产品已被

查扣。

上海嘉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包括草根

知本、席刚等人。草根知本正式成立于2015年

4月23日，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与王航、

席刚等合伙人共同发起的产业投资平台。目前

席刚的公开身份为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总

裁、草根知本有限公司总裁。在草根知本官网

上，该公司发布声明，将责任推给了刘某，相当

于否认了自己的责任。

该声明表示，通过司法部门立案调查，已确

认该案件是上海嘉外前负责人刘某操控，并与

其关联的上海姜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相关的个

人涉嫌刑事犯罪行为。

上海嘉外是由刘某创立，并全面负责经营

管理的一间进出口贸易公司。草根知本集团对

其进行了投资。食品安全责任大于天，消费者

的权益不容侵犯，草根知本集团对上海嘉外前

负责人的个人违法行为表达强烈的谴责，对自

身未尽到对投资合作方透彻的尽调和监管责任

深感愧疚，深表歉意。

目前，草根知本已全面接管上海嘉外，对日

后公司的经营管理承担全部责任。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海嘉

外成立于2015年2月4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

初始股东便是白晓和席刚。

2015 年 5 月 4 日，新希望乳业入股上海嘉

外，持股比例为51%；2015年8月19日，新希望

乳业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草根知本。

席刚等人以及新希望乳业、草根知本很早

就与上海嘉外有了股权关系。犯罪嫌疑人刘某

直到今年2016年4月，才卸任上海嘉外法定代

表人，从而由李敬刚接任。

席刚和草根知本两者合计持有上海嘉外

60%股权，绝对是控股股东。因此，作为控股

方，虽然没有证据能证明草根知本和席刚等人

与此事有关，但作为大股东也要承担起管理的

责任来，毕竟出了事故影响的是新希望这个品

牌。

除了对企业层面的影响，直接还影响到我

国乳业的形象，三聚腈胺事件以后，消费者信心

一落千丈，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消费者信

心对国内奶企信心动摇，这样的情况下，乳企需

要自觉承担起责任来，企业的不负责任，除了可

能会遭受灭顶之灾，甚至会让行业受到巨大的

损失。

现在年轻的妈妈们为了孩子能喝上安全的

奶粉，不惜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境外采购，这实际

上是对国内企业的极端不信任。这样的情况

下，致使国内奶粉企业都去国外建厂，国内奶农

倒奶杀牛，损失惨重。

在当前环境下，乳企一举一动影响整个行

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企业需要慎之又慎。

刘成昆

中国乳业经不起折腾
企业勿为小利不顾大局

有传言称，受销量下滑及母公司停

止注资事件影响，加多宝正在关停工

厂，目前加多宝自建的杭州浓缩汁厂已

经停产，同时，加多宝终止了与塑料瓶

装的代加工厂商的合作，其中包括与加

多宝合作四年之久的汇源。

食品饮料行业专家陈玮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此前凉茶市场不断增长，

企业在增量上做文章，现在市场基本稳

定，再加上经济下行，企业只能在存量

市场上做文章。工厂停工等传言都是

竞争对手为抹黑加多宝而故意夸大的

文章，在竞争对手企业中有很多原加多

宝的员工，这些员工看不下去了才对外

公布了，近期加多宝许多负面文章的真

相。

加多宝内部一位高层也向记者表

示存在竞品故意抹黑的情况。而这种

恶性竞争导致行业受伤，业界呼吁行业

能够理性竞争，共同促进市场发展。

受困资金危局？

据媒体报道，加多宝集团位于福

建、浙江、北京等地的工厂生产线相继

停产。与汇源也停止合作，另外，集团

内仅有的十多名高级经理离职近半，而

原执行总裁阳爱星已于 2015 年底辞去

职务，党委书记庞振国被传即将离职。

加多宝正在面临工厂停产、销量下滑、

高层震荡的困局。

加多宝对外表示，去年与汇源的合

同到期后就停止了合作。因为加多宝

建立的仙桃、冠亚等自有瓶装加工厂已

经投产，自有工厂完全能保证市场的正

常供应，今年加多宝瓶装取得了很大增

长。

据加多宝一位高级职员向记者表

示，在内部没有收到阳爱星离职的消

息，阳爱星现在的身份是公司董事。

公开信息显示，加多宝仙桃工厂于

2015 年 12 月投产，新厂投资近 3 亿元，

拥有一条高速瓶装线，每分钟生产 800

瓶，年产 1800 万箱瓶装凉茶，是生产瓶

装加多宝的基地；冠亚工厂是于2015年

一季度投产的加多宝另一家工厂，主要

生产塑料瓶装凉茶产品。

食品产业评论人朱丹蓬表示，高管

离职、母公司停止注资以及不断恶化的

经济环境不景气，会导致加多宝销售下

滑 30%以上。据一位接近加多宝经销

商的人士表示，在满仓库的货压着销不

出去的情况下，加多宝仍要他进货，不

然不给核销费用，因此许多经销商无奈

之下不再做加多宝经销商。这是大环

境所致，加多宝目前应当降低销售目

标。

临近春节，在所有工厂开足马力的

情况下，目前市场上加多宝凉茶都呈现

供不应求的状态，所谓的产量下降和工

厂停产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记者就是否停工及高管离职

等信息向加多宝发去邮件，截至记者发

稿，仍未收到回复。

今年夏天，北方某大型超市采购总

监告诉记者，由于经济不景气，王老吉

和加多宝销售都有所下滑，下滑幅度都

超过 10%，加多宝下滑更明显一些，但

不存在停工的情况，一切都在正常生

产。陈玮表示，今年经济下滑，尤其是

现在临近冬天，个别生产线停工正常，

但大面积停产的情况不会存在。

业界呼吁理性竞争

近几年来，加多宝的新闻一直不绝

于媒体，受到极大关注，除了近期停工

及员工离职传言外，与广药集团的官司

一直不断也是其受关注的原因。

2014 年 5 月，广药集团向广东省高

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广东加多宝饮料

食品有限公司在内的六家加多宝公司

因侵害广药集团“王老吉”注册商标造

成广药集团经济损失10亿元，后又将原

10亿元赔偿金额变更为29亿元的变更

诉讼请求，该案获广东高院受理。该官

司目前尚未完结。

从 2010 年以来广药集团对加多宝

的官司战已经22连胜。据不完全统计，

自2012年5月广药收回王老吉商标后，

两者的官司大战有数十起之多，包括商

标广告侵权、不正当竞争以及商品装潢

权侵权等，到目前为止加多宝和王老吉

的红罐、广告语等案基本宣判完毕。

9月5日晚间，广药白云山（600332）

发布公告称，广州医药集团、广州王老吉

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收到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10罐7罐”等虚假宣传纠纷

一案的二审判决书。武汉加多宝饮料有

限公司二审败诉，被判赔偿广药集团及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经济损失600万元以

及律师费、公证费等合理维权费用约24

万元。

这一切源于加多宝此前租用广药

集团“王老吉”商标经营所致。

1995年，广药将红罐王老吉的生产

销售权益租给了香港鸿道集团。1997

年，广药又与加多宝大股东香港鸿道集团

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2000年双方

第二次签署合同，约定鸿道对“王老吉”商

标的租赁期延长至 2010 年 5 月 2 日。

2002年—2003年间，鸿道又与广药签署

补充协议，将租赁期限延长到2020年。

但2008年，广药总经理李益民因贪

污受贿问题事发，暴露出双方2002年至

2003年续签的补充协议背后的问题，陈

鸿道以特殊手段获得租赁期，广药认为

该补充协议无效，商标租赁期限已于

2010年5月到期。从2008年开始，广药

与鸿道交涉一直没有结果。

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此前

透露，2015 年加多宝凉茶营收为220亿

元左右。据广药控股的白云山 2015 年

年报显示，其销售红罐王老吉为主要业

务的王老吉大健康板块营业收入为

77.68亿元，净利润为3.9亿元。

2012年，加多宝的年销售额就已经

突破200亿元，而2013年，庞振国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多宝2013年销售额

接近260亿元。但是，根据2015年的数

据，加多宝的销售额在250亿元左右，因

此加多宝业绩难言增长。

广药白云山2015年年报显示，王老

吉大健康去年实现净利润 3.9 亿元，而

2016年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王老吉

大健康公司实现净利润3亿元。

陈玮表示，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

肯德基与麦当劳都能够理性竞争，共同

做大市场，恶性竞争只能导致两败俱

伤，恶果已经显现，据2016年1—4月份

各渠道的凉茶销量数据显示，凉茶品类

经过了近四年的渠道价格大战后，终于

尝到了恶果：终端销售变缓、市场份额

双双下滑，业内企业应该通过理性竞

争，共同发展壮大，而非一定要让对方

破产或吞并另一方。

加多宝受传言困扰 业界呼吁理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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