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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动态■ 行业信息

本报讯 崔岚 近日，东来顺北京西单店再次圆满完成了一
次定制化寿宴。此次宴会的寿星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奶奶，这
已经是这个家庭第二次在西单店举办寿宴，去年这位寿星的
老伴儿八十大寿也是在西单店举办的，由于效果令其家人非
常满意，所以一家人一致决定今年老奶奶的寿宴还是选择在
西单店。

据悉，西单地区客源群体繁多，平日以商务餐为主，节假日以
旅游客人及周边居民为主，接待的生日宴、庆功宴、婚宴、商务宴
请不计其数，根据这样的客源情况，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个性化
服务，从宴会流程、菜品设计、包间布置、席间服务、菜品介绍、顾
客回访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接待流程，细化服务细节，得到广
大消费者的好评。

如今是高速发展的时代，东来顺集团大力提倡创新，将创
新定制化服务落到实地，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老字号民族品
牌的发展、进步，让老字号这面旗帜越飘越高。

进口葡萄酒的中国市场目
前正处于快速扩容期，但中国消
费者对葡萄酒洋品牌的认知度
低、认知意愿也不高。对此，近
日在第三届中国进口酒市场趋
势高峰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建
议，企业可通过打造大单品，破
解进口葡萄酒市场所遇难题，营
造进口葡萄酒新商机。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葡萄
酒进口额162.8亿元，同比增长
15.7%；2015年进口额为140.8亿
元，同比增长38%；2016年全年
呈现稳定增长。进口葡萄酒市
场空间、潜力巨大，人均消费量
低，中国消费葡萄酒总量15.8亿

升，人均消费葡萄酒1.2升。佳
沃葡萄酒总经理孙俊认为，虽然
葡萄酒市场发展态势一片大好，
但行业的发展还处于瓶颈期，存
在产品品牌众多、品质混乱、市
场价格无序、渠道管理分散、各
自为营等问题。

葡萄酒国家评委王鹤翔分
析认为，今年进口葡萄酒的进口
数量、销售额会继续保持30%以
上的增幅，中等收入人群成葡萄
酒普及阵营的主力，年轻化、平
民价或成进口葡萄酒未来趋
势。输出产区（国）文化或成进
口葡萄酒营销利刃，是撕开市场
的口子。酒易酩庄董事长张言

志则分析认为，进口葡萄酒需
要大品牌、大单品来打开市场，
获得消费者认知，因为国内白
酒、啤酒的各大品牌为中国消
费者建立了超强的品牌意识，
品牌产品消费市场大，在这样
一个品牌意识超强的市场，大
品牌的导入最为容易，但葡萄
酒的大品牌植入却鲜有成功，
这对进口酒而言，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在经历了中国经济十
几年的高速增长和葡萄酒市场
20多年的积淀，进口葡萄酒已
经迎来了大品牌的时代，这是
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经网）

本报讯 据中国烹饪协会
消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1-2月份，全国餐
饮收入 6251亿元，同比增长
10.6%，较上年同期下滑0.7个
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
入1494亿元，同比增长6.9%，比
上年同期提升 0.5个百分点。
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9.5%），全国餐饮市场将增
速差距大幅拉至 1.1个百分
点。

受春节等季节性因素影
响，2017年初，餐饮市场平稳
开局，并延续上年底以来的回
暖趋势。中国烹饪协会会长
姜俊贤表示，2017年，已经完
成初步转型的餐饮业，应在适

度扩大总需求、坚定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指引下，
努力满足以大众化餐饮为主
体的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结构，
不断提升质量安全，做强做大
实体经济，建立健全品牌建设
系统工程，充分发挥餐饮行业
提消费、扩内需、保就业、惠民
生的积极作用。

餐饮市场开局6251亿元 同比增10.6%

白酒业面临调整升级

春节前和春节后的茅台、五粮液涨
价举措引领整个白酒行业跟风加价。在
第六届中国酒业市场论坛上，河套酒业
总经理刘立清表示，如今一线名酒正处
于量价提升期，二线次高端名酒正经历
品牌复原期，目前100元到300元价格带
是全国区域名酒和全国二三线名酒激烈
较量区，50元到100元价格带是各地区
二三线品牌的挣扎区，50元以下的高端
光瓶酒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正一堂董事
长杨光总结这种分化称：“国酒普遍上

扬，表演虹吸效应，省酒提升、松动、新调
整，省酒二线分化明显，市酒出现一批

‘僵尸’企业，县酒在生存边缘线挣扎。”
泸州老窖销售公司常务副总李小刚

则表示，随着过去5年白酒行业品牌集
中度提升，后期还将进一步提速，而与此
同时，行业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兼并重组
将成趋势。他认为，随着一线二线名酒
品牌下沉，极力拓展乡镇市场，县级酒厂
的市场份额受到挤压进而面临生存压
力，许多县级酒厂将会被吞并或破产。

在刘立清看来，影响中国白酒产业
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白酒产业的
高成本、高税费、产能过剩、虚拟经济过
火、新模式冲击以及创新不足等。此外，

在宏观经济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期和创
新驱动，以及中产阶层的崛起、拉动消费
的升级后导致的消费者掌握消费主权、
逐渐趋于理性等原因也督促着中国白酒
产业迅速调整升级。

年底或现酒企并购潮

受糖酒会举行的影响，近日白酒板
块全面翻红，多只白酒个股涨幅在5%以
上。此前关于白酒行业并购、收购的消
息以及茅台价格冲新高的消息也影响了
该板块在股市的表现。

至于包括茅台在内的行内外频繁的
并购和收购行为，贵州茅台广东省级特
约经销商董事总经理郭超仁表示，茅台
确有参股一些市场端运营的联营公司，
旨在通过入股更进一步参与到市场化的
进程中，对上提供数据，对下提供资源，
再就是力争将这样的公司打造成酒水运
营平台，实现上市。他透露，目前该计划
正在实施，预计3~5年内将其打造成上
市公司。

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观察
到，白酒市场的“第一军团”和“第二军
团”均有收购动作，但两个阵营的方式和
目标不同，茅台、五粮液收购的目标是使
自己与被收购方从竞争关系转变为从属
关系，降低内耗，争抢竞争力，而“第二军
团”如古井贡酒、衡水老白干的收购，主
要是共享资源、渠道和客户。朱丹蓬预
计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白酒并购将更
为频繁。 （中国网）

进口葡萄酒扩容 大单品成新商机

白酒行业年底或现酒企并购潮
“国酒普遍上扬，省

酒提升、松动、新调整，省
酒二线分化明显，市酒出
现一批‘僵尸’企业，县酒
在生存边缘线挣扎。”在
春季糖酒会期间刚刚结
束的第六届中国酒业市
场论坛，业内人士对白酒
市场的现状进行了总
结。有行业人士认为，部
分酒企面临困局，高成
本、高税费、产能过剩、虚
拟经济过火、新模式冲击
以及创新不足制约行业
未来的发展。

本报讯 近日，华润啤酒（控股）有限公司公布2016年度业
绩报告显示，2016年，华润雪花啤酒的销量、营业收入、税后溢
利等关键业绩指标全部实现了增长，业绩增长稳健符合市场
预期。

据华润啤酒业绩报告，去年1-12月份，华润雪花啤酒综合营
业额为人民币286.94亿元，较2015年同比增长2.6%；税后溢利为
人民币14.19亿元，同比增长6.8%，股东应占综合溢利为人民币
6.29亿元；啤酒销量为1171.5万KL，同比增长0.3%，其中雪花啤
酒销量约占总销量的90%；据国家统计据数据，去年全国啤酒产
量为4506.4万KL，由此计算，华润雪花啤酒的市场份额已增至约
26%。去年华润雪花啤酒整体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增长约2.3%，并
以此带动营业额上升。此外，部分原材料成本下降，使2016年的
毛利率同比增长2.6%。

东来顺西单店持续定制化服务

华润啤酒去年业绩稳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