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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因素叠加
啤酒行业步入低迷期

自2014年7月起，国产啤酒
的产销量开始出现长达25个月
的下滑。其中，2015年出现近18
年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国产啤
酒产量下滑近5%。虽然2016年
8月一度出现“增长”，但进入
2017年以后，国产啤酒又连续4
个月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今年1至5月，国产啤酒的产

量为 1758.7万千升，同比下降
0.7%；进口啤酒的进口量为
24.73万千升，同比增长8.91%。

业内人士认为，诸多因素共
同叠加导致啤酒行业整体低迷，
其中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需求
下降与产能过剩是其主因。自
2012年起，啤酒的主要消费人群
占总人口比例逐渐减少，需求不
断下降。与之对应的是，在2004
年至2014年期间，国内啤酒企业
大肆跑马圈地，兴建、并购工厂，

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兼啤酒分会秘书长何勇指出，
国产啤酒产销量下降，主要原因
是消费市场的碎片化和个性化
发展趋势以及人口老龄化现
象。此外，进口啤酒飙升也加剧
了市场竞争。

贝恩公司发布的《中国购物
者报告》指出，方便面和啤酒销
量的下滑，主要原因在于蓝领工
人减少，低端制造业岗位被转移
到孟加拉国和越南等成本更低
的地区，蓝领工人主要参与生产
的商品受到较大冲击，低端啤酒
销量比高端啤酒销量下降得更
厉害。

洋啤酒势头猛
国产巨头业绩均下滑

啤酒行业的溃败，直接体现
为酒企业绩的持续下滑。2016
年财报显示，燕京啤酒实现营业
收入115.73亿元；净利润3.12亿
元，同比锐减46.90%，这已是燕
京啤酒连续第3年业绩下滑。
2014年至2016年，燕京啤酒的
营业收入分别为 135.04亿元、

125.38亿元、115.73亿元，净利润
分别为 7.26亿元、5.87亿元和
3.12亿元，呈现逐年下滑态势。

2016年，青岛啤酒实现销
量 792万 千 升 ，同 比 下 降
7.07%，营业收入下降5.53%，净
利润下降 39.09%。连续 12年
稳坐中国啤酒市场头把交椅的
华润雪花，2016年营收虽然略
有增长，但净利润仅6.26亿元，
同比下降6.04%。

在国产啤酒节节败退的同
时，进口啤酒却在狂飙猛进。
2011年至2016年间，中国的啤
酒进口量从64203千升快速增至
646384千升，6年内翻了10倍。

去产能+高端化
啤酒巨头忙着转型

面对行业整体持续低迷，啤
酒企业纷纷开启转型之路，关闭
亏损工厂、力推高端产品成了很
多啤酒企业依赖的“御冬”法宝。

最近2年，大量啤酒企业关
闭工厂，断腕自救。华润啤酒和
重庆啤酒先后关闭多家亏损工
厂。外企百威英博则关闭舟山
的工厂。嘉士伯去年关闭并处

理了中国市场的17家工厂。今
年7月，燕京啤酒的高管在解答
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对于个别不
再有存在价值的企业，经过权衡
之后，可能会与地方政府协商后
关厂。

高端化成了众多啤酒企业
的救命稻草。2017年一季报显
示，部分尝试“高端化”的啤酒企
业已开始业绩“飘红”。其中，青
岛啤酒营收同比增长2.6%，净利
润同比增长8.51%。燕京啤酒营
收同比增长2.12%，净利润同比
增长13.85%。百威英博一季度
实现营收129.22亿美元，增长率
为3.7%。

尽管一季报业绩回暖，但并
不能因此判定啤酒行业已经解
除警报。食品行业专家朱丹蓬
认为，从2014年开始，全球啤酒
巨头都在中高端市场发力，尤其
是外资品牌在结构升级方面很
有优势，业绩增幅明显。

在消费升级的浪潮中，啤酒
行业以往“跑马圈地”式的打法
开始失效，大批啤酒企业走上高
端化和个性化产品之路，也将加
速啤酒行业的洗牌。

（中经网）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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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啤酒产销持续下滑国产啤酒产销持续下滑 行业步入低迷期行业步入低迷期
正值全民“喝啤酒、吃烤串”的炎热夏

季，中国的啤酒行业却“旺季不旺”，仍行走
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经过 2004年至
2014年“黄金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啤
酒行业开始步入低迷期，从2014年起，国
产啤酒的产销量出现长达25个月的下滑，
收入和利润也双双下滑。眼看着高端白酒
行业的强势复苏，靠什么才能挽救啤酒行
业的颓势呢？

近日，国内首个餐饮配送
箱（包）消毒标准发布，并正式
实施。今后，餐饮配送箱的卫
生状况如何，不再只依赖于感
官判断，职能部门的检查也有
了客观依据。

餐饮外卖越来越受欢迎，
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作为外
卖食品安全的一部分，餐饮配
送箱是否足够干净，却很可能
被不少人忽视了。

在这样一种行业现状之
下，出台餐饮配送箱（包）消毒
标准，对于外卖行业的规范发
展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规则
补充。此次发布的消毒餐饮
配送箱（包）标准，主要包括感
官指标和微生物限量指标。
其中微生物限量指标明确：大
肠菌群不得检出，菌落总数小
于100CFU/cm。应该说，这样
的标准不算低了。可问题在
于，高消毒标准还并不能直接
等于好的卫生状况。标准如
何执行，才是关键。

有媒体披露，目前一些外
卖平台送餐箱的消毒工作，
主要是由外卖小哥使用含氯
消毒剂溶液和酒精消毒自行
完成，某送餐平台要求对送
餐箱每天消毒一次。那么，
这种看似“原始”的消毒方式
与频率，是否真的能够达致
送餐箱的消毒标准？更关键

的是，送餐箱统一消毒，增加
了外卖小哥的工作任务与外
卖平台的管理成本，相应的成
本增加，到底由谁来承担？会
不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这方面，目前实体餐饮店
的碗筷消毒状况，或可引以为
鉴。一方面，“消毒碗筷费”到
底应由商家还是顾客承担，一

直存在争议，每个地方的执行
情况似乎也不一样；另一方
面，碗筷消毒也存在着造假现
象。媒体就曾报道，顾客使用
消毒碗后，服务员应将碗收集
存放在专用箱里，再由餐具清
洁消毒配送中心工作人员统
一回收、清洗、消毒，然后餐馆

再购买消毒碗。然而，一些顾
客使用消毒碗后，并未撕掉
“已消毒”标签，一些餐馆老
板从中找到节约成本的办
法：洗碗时保留消毒标签，没
消毒且不花钱的“消毒碗”就
生产出来了。那么，外卖配
送箱的消毒，如何合理分配成
本，又如何确保有效监督、防

止“造假”，同样很重要。
一定程度上，出台送餐箱

消毒标准，正视外卖配送环节
的二次污染风险，亦可以说是
外卖行业走向规范与制度化
的一个重要表现。只是，好的
标准、规定，更需好的执行。

（新华网）

国内首个餐饮配送箱（包）消毒标准发布

本报讯 冯文亮 7月 25日
下午，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局长、省食安办主任上官新晨
一行到东升镇华源世纪商务楼
参观调研北京市海淀区第一条

“阳光餐饮示范一条街”，海淀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餐饮科、东
升镇食品药品监管所工作人员
陪同调研，并就“阳光餐饮”工
程建设及日常监管情况进行了
详细介绍。

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东
升镇“阳光餐饮示范一条街”的
多家餐饮单位，逐一观看、询
问、并结合“海淀阳光餐饮”
APP进行现场查看，对各餐饮
单位日常监管、企业自我管理、

量化分级、以及信息公示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官新晨对海淀区“阳光餐饮示
范一条街”表示了赞誉。他强
调，在餐饮业监管领域，“阳光
餐饮工程”建设和日常监管的
精细化，首都已经走在了全国的
前列，“阳光餐饮”工程的全面实
现，必将激发群众参与共管共治
的热情、倒逼企业增强诚信自律
意识，加强自身管理，也必将撬
动监管模式的升级转变。

上官新晨表示，一定要将
北京市餐饮业这种好的监管模
式带回去，加强日常监管，进一
步提升江西省餐饮行业形象。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前排右二）、省食安办主
任上官新晨参观调研海淀区第一条“阳光餐饮示范一条街”

“阳光餐饮”展现
海淀餐饮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