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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是经济复苏后的朝阳产业。近年来，

在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投资活跃、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长、行业竞争

市场化水平增强、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投入加大等众多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快速消

费品行业迅速发展，加速驶入快车道，包括饮料、酒、休闲食品、日化等多个细分市场都保

持了高速的增长。在中国，快速消费行业集中程度正在不断加大，行业并购也将逐步升级。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内，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并购可谓应接不暇。中粮“战车”捷报频传，收购

蒙牛股份、保宁醋等优秀的民营企业，向“全产业链”进发；光明集团扬帆出“海”，屡败

屡战，并购步伐不断；日化行业硝烟四起，本土品牌在宝洁、强生、科蒂等国际日化巨头全

面围剿下步履维艰。快速消费品行业业内大规模的整合不断，并购潮风起云涌，重量级并购

层出不穷，超大规模型的企业将逐步出现，中国快速消费行业或将终结诸侯割据的时代。

一 中国酒类行业并购投资热点

（1）白酒高端化进行时

1）高利润的明星，资本追逐的热点

中国的白酒行业拥有诱人的高利润与广阔的发展前景。统计数据显示，许多高端酒类

产品毛利在 60.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 1-11月份，白酒制造工业实

现工业销售总产值 2,346.52亿元，同比增长 33.81%，白酒制造工业正逐步进入稳步增长的

通道。一组行业预测数据显示，未来 10年，中国白酒业出口增长将达到 5.0%至 10.0%，

利润将达到 20.0%。预计到 2012年，中国白酒市场利润年增长率约为 31.8%。尽管目前为

酒类销售淡季，但上述数据无疑显示出白酒行业仍处于高景气运行阶段。按照这一组数据预

测的话，中国白酒行业的利润还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促使很多投资者

有意进入白酒业淘“一桶金”。

2）二、三线酒类并购潜力大

目前，高端白酒市场被茅台、五粮液、国窖 1573、水井坊、剑南春等少数品牌寡头垄

断，茅台与五粮液二者共 3万千升的年产销量占据高端白酒市场 75.0%的份额，整个高端

白酒价格情况也在半垄断状态。未来一段时期白酒行业高端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二线区域

品牌会逐步崛起，行业整合进程会加快，一些中小白酒企业将会继续被行业内的航母级企业

整合。例如：像中粮集团这样的成熟食品企业，对白酒行业非常关注，目前在全国各地接触



多家白酒企业，并曾先后向古井贡酒、沱牌、洋河、孔府家酒等洽谈，目前中粮和陕西杜康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就收购事宜进行谈判。

目前，白酒行业经过了几轮洗牌，正逐步呈现出走高端化趋势。随着高端白酒品牌并购

的趋热，低端品牌的生存空间将受到更大的挤压。大品牌吃小品牌，行业整合加快，一些没

有名气、没有文化底蕴的低端白酒注定前途暗淡，成为实力雄厚的品牌的并购对象。

3）“国退洋进” 外资觊觎中国白酒市场

紧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洋酒企业和品牌涌入中国，而海外和本土的各类资

本也活跃在中国酒业竞技场上，同本土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展开空前的大角逐，逐渐成长为

中国酒类市场竞争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未来白酒行业的并购重组很大的一部分将是来源于行

业外资本或者外资。例如，帝亚吉欧“吞下”水井坊，成为倍受瞩目的白酒外资并购第一案。

这次交易将为帝亚吉欧大规模进军中国白酒市场，并抢占市场份额提供平台。在这件收购案

签署之日起，中国白酒已被带到了国际资本市场。另外，“轩尼诗”、“绝对伏特加”等全球知

名洋酒巨头，也以资本进入的方式相继联姻“文君酒”、“剑南春”等白酒企业，印证了这一趋

势的存在。由于国家对外资并购名优白酒有限制，且五粮液、茅台等企业多由国资委绝对控

股，拥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对国际市场的开拓愿望也并不如外界所预计的那样强烈，

外资并购名优白酒并非易事。面对来势汹汹国际酒业资本，本土酒类企业要利用国际资本的

增量，来盘活国内资本的存量，最大限度地提高民族酒业在世界酒类市场的竞争力。

（2）啤酒&葡萄酒迎并购盛宴

中国啤酒市场比白酒市场更活跃，而且市场潜力巨大，年轻人的“酒量”不容忽视。其次，

“洋酒”正在被前卫一族所接受，尤其葡萄酒已经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喜爱，而且已经嫁接到

中国酒文化之中，品位与价位有机结合。

1）葡萄酒并购战升温

葡萄酒行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据资料统计，我国目前人均葡萄酒消费量仅为

0.38升，在饮料酒中所占比例不足 2.0%，与亚洲发达国家日韩也有较大差距，预计我国人

均葡萄酒消费量在未来 5年内将翻一倍。到 2011年，中国的葡萄酒消费量有望增长到 8.28

亿升，即：中国葡萄酒消费者每年饮用超过 11亿瓶葡萄酒。

葡萄酒行业可以通过兼并、收购两种方式来争夺酿酒的原材料产地，并且拓宽销售渠道、

扩大市场销量。葡萄酒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或者并购重组，来扩大市场份额，谋得市场一席之

地。



中国的葡萄酒龙头企业已经开始加速并购获取国际优质葡萄酒资源的步伐。2011年 2

月，中粮酒业历经三年谈判后，斥资亿元买下了位于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雷沃堡酒庄，最近双

方正式签署协议，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生产型海外收购的知名葡萄酒企业。中粮酒业旗下长

城葡萄酒品牌是中国葡萄酒行业第一品牌。长城葡萄酒对海外黄金产区资源的收购整合，更

大意义在于囊括优势资源，促进品牌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另一方面，外资对通过并购获得中国国内的葡萄酒销售渠道也是觊觎已久。2009年 12

月，三得利国际集团旗下的日本三得利酒类株式会社，将在获得中国反垄断局批准后，以3.50

亿元代价收购国内最大的进口葡萄酒商 ASC精品酒业的 70.0%股权，成为 ASC精品酒业

的控股股东。三得利控股 ASC精品酒业，使得其在进口葡萄酒领域的地位更加牢固，其他

企业难以撼动。

2）啤酒并购大势难挡

近年来，我国啤酒四大巨头的争夺愈演愈烈。最新的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华润雪花、

燕京啤酒、百威啤酒、青岛啤酒已经占到总体市场的近 60.0%，小企业的生存愈加困难。

啤酒行业的集中整合将是其必然发展趋势。2010年有银麦、悦泉、嘉禾以及月山啤酒，今

年年初维雪、三泰、奥克等被相继收购。在今年 3月初，华润雪花啤酒的母公司华润创业以

12.58亿港元购入金威啤酒 21.37%股权，稳固了其在华南市场的势力外，可以通过金威在

天津、成都、西安等市场的影响力布下棋子。

随着啤酒行业各大区域龙头被巨头吞噬，我国的啤酒并购再迈过白热化阶段之后，欲想

要再突破难度将十分巨大。未来国内啤酒行业的整合是大品牌在中高档啤酒上的全国性垄断

和地方强势品牌在中低端啤酒上的区域性垄断并存，随着国内几大啤酒企业实力的逐步壮

大，各地的中小啤酒企业，要么走出自己的特色路线，要么就等待被并购。

二 中国乳类行业并购投资热点

（1）政策推动，并购整合大势所趋

政策方面来看，在 2009年，工信部与发改委就制定了《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鼓励

国内乳品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收购、强强联合等方式，整合加工资源，提升产业水平。

“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提出，中国乳业总体发展规模应该由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对乳业行业的整合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中小乳企将是整合重点。在

乳业竞争异常惨烈的大环境下，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着生死淘汰。对于鱼死网破的企业来说，

如果不想退市，走向大企业的合作是必然之路。对于多数中小企业来说，资金匮乏、市场狭



小、成本攀升，只有通过并购让自身转危为安。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或者中小企业之间的

并购，可以整合优势资源，扩大市场份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2010年 11月，蒙牛宣布

与君乐宝合作，将投资 4.692亿元持有君乐宝乳业 51.0%股权。蒙牛、君乐宝成功合作掀

起了中国乳业并购热潮。

（2）乳品企业海外并购争抢奶源

进口原奶价格的一路飙升，使得国内乳企纷纷加紧海外投资。2010年 7月，光明乳业

以增资形式认购新西兰 SynlaitMilk公司新增普通股 2600多万股，并获得后者 51.0%的股

权，完成了国内乳企首笔海外并购，资质优良的 Synlait Milk也非常适宜作为公司布局海外

的一枚重要棋子。伊利、雅士利、光明也表示，将通过资本运作，投资国际奶源。乳品企业

采用海外并购的手段，打开了高利润之门，并可实现企业的快速升级。

三 中国日用化学行业并购投资热点

（1）日化产品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大幅提高，日用化学品已经从“奢侈品”变成

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这大大拉动了包括美容化妆品、洗涤剂、护发素、染发

剂、定型剂等在内的日用化学品的市场需求。中国作为日用化学品的生产大国和主要出口国，

历年来，海外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市场结构也日趋优化。目前国内人均日化产品消费每年在

100元左右，而欧美国家为 80至 100美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日化产品

的市场潜力将十分巨大。目前我国日化产业整体规模已超过 2000.00多亿元，但科技创新、

产品研发、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品牌创建和走出去战略等方面还相对薄弱。

（2）日化行业：“狼来了”

作为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最早对外放开的产业之一，世界的日化巨头已把中国日化行

业作为其市场战略版图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以宝洁、联合利华为代表的外资日化企业悄然

登陆中国，对本土的日化企业带来强烈的冲击。根据中国快速消费品网的数据显示，近年来

本土日化行业却被跨国公司逐渐拉大了差距，国外品牌占据的市场份额目前已超过 70.0%，

占据的销售份额超过 90.0%。一些曾经名噪一时的本土日化品牌纷纷成为外资企业的囊中

之物，有的被“圈养”，有的被永久雪藏。

以化妆品为例，目前，中国的化妆品企业在产品专利和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都受制于国

际日化巨头。目前一线城市的化妆品的专柜当中，已经很难找到国货的踪影，曾经被外资收

购的一些国产的化妆品品牌，也已经悉数的退出历史舞台，国产化妆品的行业几乎已经面临



全线覆没。我国四千家的化妆品行业仅仅控制着我国大陆 10.0%的市场，90.0%都被外资控

制，一场有关于化妆品的阻击战和保卫战正在硝烟弥漫。

（3）外资并购如火如荼，鲸吞蚕食中国日化市场

目前日化用品中高端市场上已完全是外资品牌主导，本土品牌势力微弱在外资日化三强

中，宝洁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超过 200.00亿元，联合利华和欧莱雅都在 100.00亿元左右。

而国内大部分日化公司的销售规模在 1.00亿元以下。像上海家化、白猫和两面针更是少有

的能与跨国公司开展全方位竞争的本土企业，它们能够多年来保持顽强生命力实属不易。而

其他本土品牌纷纷选择与外商合资，或者被外资收购，被收购的品牌随后便被雪藏，国有日

化企业在这场合资运动中几乎无一幸免，让出了品牌资源与市场资源。面对宝洁、强生、联

合利华等国际日化巨头的全面围剿，本土日化企业可谓步履维艰。在过去十年里，宝洁收购

了浪奇、熊猫；联合利华取得中华和美加净；汉高收购海鸥；欧莱雅收购了小护士；拜尔斯

道夫并购丝宝日化；大宝被强生收入旗下。2011年 1月，中国本土品牌丁家宜与全球第一

香水制造商科蒂集团正式宣布双方达成了股份购买协议。科蒂将获得丁家宜控股公司的大多

数股份。中国又一中低端日化品牌被外资纳入麾下。

（4）国家监管重抓日化行业，着力培养本土日化巨头

面对日化行业里外资占有半壁以上江山的竞争局面，国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保护和促进

本土日化产品的市场。因此，国家科技部等 15个部委联合成立全国高科技日化产业化委员

会，宣布将结合国家“十二五”规划，联手推进中国日用化工品产业整合和科技创新，培育在

高科技支撑下的日化产业集群。同时，全国高科技日化产业化委员会在京成立。该委员会隶

属科技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商务部等 15个部委联合成立的高技术产业化

协作组织，是政府机构的延伸。全国日化委成立后，除积极配合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实施，

推动中国日化产业整合、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外，还将探索建立公共技术研发平

台，实现创新资源有效分工与合理衔接，实行知识产权共享，并尝试探索日化产业链整合，

打破行业壁垒，引导日化产业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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