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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视点

对于竞争对手肯德基开始在中国卖盖饭的本

土化生存模式，麦当劳中国区 CEO 曾启山曾对媒

体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没必要推销所有人都在推

广的产品，老实说，我们觉得这一招并不高明”。然

而，在曾启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几年

后，这并不高明的“一招”会被他自己亲手拾起。记

者近日从麦当劳中国内部获悉，麦当劳曾在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中旬，在中国 4 个城市进行了中式快

餐的“试水”，产品包含鸡肉饭、牛肉饭及一款卷饼。

4个城市悄然试水中式快餐

“保守”、“谨慎”几乎是麦当劳这个企业留给每

一个接触过它的媒体记者的印象，这也难怪，进入中

国快 23 年的麦当劳多年来一直坚持着西式快餐的美

国风，其公司的架构和产品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麦当劳截至目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家快

餐企业，对外宣称自己属于特色餐饮。”中国烹饪协

会副秘书长边疆如此介绍。

但是这种固执的“美国风”似乎在中国区 CEO

曾启山的掌控下出现了一丝松动，一位不愿具名的

麦当劳高管日前向记者介绍，麦当劳曾在去年 12 月

至今年 2 月中旬，在中国 4 个城市进行了中式快餐

的“试水”。其中式快餐包括一款牛肉饭、一款鸡肉

饭和一款中式卷饼。据一位不愿具名的沈阳地区

麦当劳门店店长介绍，这几款产品有点类似肯德基

的“牛肉饭”、“鸡排饭”和“老北京鸡肉卷”。

对于“试水”中餐，麦当劳中国区公共部表示，

“这是麦当劳在部分城市进行的晚餐优惠活动及新

品的市场测试活动，目前已结束”。

对于“试水”的原因和今后是否会在中国地区推

出类似的中式套餐，麦当劳中国方面表示不方便对

外界披露。记者则从麦当劳内部获得了两种截然不

同的声音，参与此次“试水”的中餐门店员工表示，由

于“试水”的中餐在销售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麦当劳最终放弃了全面推出相应产品的计划。但也

有内部员工表示，麦当劳中国方面计划在今年 5、6 月

份在中国地区全面推出相应的中式快餐。

中国烹饪协会副秘书长边疆表示，在他看来，

麦当劳此后肯定会在中国地区推出相应的中式快

餐产品，“据我了解，麦当劳在新品推出方面，无论

是概念设计还是产品设计都是会经过长时间的反

复考量的，不是像很多中国餐饮企业老板一拍脑门

就决定的，此前的试水就是即将推出新品的信号”。

中国区门店数量大幅落后肯德基

“空降中国四周年”的麦当劳中国区 CEO 曾启

山也许应该庆祝一下，因为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

为麦当劳中国区“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任 CEO，在他

之前，中国区 CEO 平均每一两年更换一次，前任中

任职最久的施乐生也不过 3 年半的时间。

任职时间增加显然有助于加深曾启山对中国

市场的认识。对于麦当劳试水中餐的原因，边疆向

记者指出，近几年，麦当劳的开店速度越来越快，青

年群体在其客户群中的占比越来越大，“青年群体，

特别是白领阶层很大一部分还是青睐中式快餐，再

加上中国本土中式快餐企业的崛起，麦当劳在此时

推出中餐既可以留住自己的已有消费群体，又可以

在中式快餐领域占得一席之地”。

据了解，麦当劳在华的扩张速度呈现逐年加快

的态势，数据显示，其 2011 年、2012 年新增门店分别

超过了 200 家和 300 家。不过，这样的表现距离它

永远的竞争对手肯德基来说，并不算优秀。

公开资料显示，虽然肯德基与麦当劳进入中国的

时间相差不到 3 年，但是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却相距甚

远。截至目前，肯德基在中国 800 多个城市开设了超

过 3800 家门店，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一二三线城

市，而麦当劳中国门店今年才刚刚突破了1700家。

很多中国人误以为肯德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

规模一定也高于麦当劳，但事实恰好相反，作为美

国排名第一的餐饮连锁集团，麦当劳在全球 119 个

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33000 家餐厅，而肯德基在全

球仅拥有 15000 家门店，其母公司百胜集团的总市

值也不到麦当劳的 1/4。

虽然相比肯德基在中国的发展，麦当劳的步伐有

点“慢”，但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味十足的产品出现也

标志着麦当劳未来将在产品的本地化程度方面做出

相应调整。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餐饮协会负责人向

记者指出，肯德基的本土化策略无疑对麦当劳施加了

强大的压力，“肯德基已经在中国推出了多款中式快

餐产品，在其产品线中的占比已经越来越大，这也在

无形中抬高了麦当劳本土化的门槛”。 （陈俊宏）

灰色记录

近日，记者获悉，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粮液）开始在海外 70 个电视台投入巨资进

行广告宣传，以拓展海外市场。但可以看到的是，白

酒企业的国际化之路并非坦途，此前亦有多家白酒

企业发力海外，但收获甚微。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当

前，五粮液在国际市场中并不缺乏影响力，缺乏的是

能被海外消费者接受的酒文化和合理的价格，“所

以，五粮液大手笔投资海外并未用在刀刃上”。

加码国际化

日前，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的一份 2013

年 1 月至 2 月四川白酒批发价格走势分析报告显

示，1 月至 2 月，四川省内茅台、五粮液、国窖 1573

等高档名酒价格普遍下降，到 2 月下旬，四川名酒

定基价格指数下降 0.9%，影响四川白酒批发价格

下降 0.2%。

“报告数据较保守，高端名酒的批发价格很可

能下降更多。”白酒专家铁犁表示。

面对行业寒冬，即使在去年实现了净利润近

60%增长的五粮液，也对未来公司业绩表示谨慎。

公司在 2012 年年报中称，对于 2013 年的营收增长

仅谨慎定为 15%。

五粮液董事长唐桥今年初也坦言，“实事求是

讲，受相关政策影响，今年，五粮液高端白酒动销没

有去年走得那么好。”

如何突围？五粮液今年将从产品结构和销售

渠道两方面进行调整，在保主业的基础上，加大中

低端品牌的投入。另外，开拓有 7000 万海外华人的

市场成为今年一大重点。

记者获悉，五粮液已于近日投入巨资高调加码

国际化。五粮液新闻发言人彭智辅近日公开表示，

近年来，在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市场挤压的背景

下，白酒行业进入了战略调整期，“走向世界的国际

化”是中国白酒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如何实施国际化战略？五粮液表示，一方面，

会通过在海外持续开展行业展会等各种形式的品

牌推广活动，迅速提升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另一方

面，将加大渠道整合力度，如通过开设海外旗舰店、

寻找战略合作伙伴等形式迅速构建海外销售体系。

“目前，五粮液原先主打的品种酒类销量呈现

出一定的下滑或停滞态势，国际化是其当前的一种

战略举措。”白酒行业专家赵又祥对记者表示。

一位业内人士也称，五粮液此举或为维护其高

端品牌形象。“五粮液目前主抓中档酒的销售，这或

会降低品牌形象，为了保持其‘世界名酒’的高端形

象，通过海外宣传推广来提升和实现。”

海外业绩贡献甚微

近年来，五粮液积极推进海外市场扩张，在保

持原有的东南亚等传统市场基础上，不断加大东

欧、北美等市场的开拓力度。

“长远来看，国际化是包括白酒在内的中国民

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定要这么走。”赵又祥指

出，国际化是一线白酒企业发展、对外扩张必须迈

出的一步，但就实际来看，效果并不好。

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白酒出口量约为 3 万

千升，而到 2011 年，出口规模持续减少。2012 年，

全国白酒制造业全年完成出口交货值 34.79 亿元，

同比增长 28.48%。

“去年出口额上涨，其中有物价上涨的因素，实

际规模上涨与否并不清楚，但从目前来看，国内白

酒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是很微弱的。”赵又祥表

示。以出口较多的茅台和五粮液为例，其海外营收

的贡献也远远小于国内市场。在茅台 2011 年 184

亿元的营业收入中，海外市场销售额为 6.4 亿元，国

际市场仅贡献了 3.5%。五粮液 2011 年主营收入高

达 203.5 亿元，但 3.76 亿元的出口仅占营收的 1.8%。

铁犁认为，对于如五粮液等酒企而言，海外市

场挽救高端白酒的作用非常有限。“目前，白酒国际

化的阻力主要来自 3 个方面：一是东西方饮食文化

差异很大；二是白酒和西方酒类产品上具有很大差

异；三是西方对来自中国食品安全认可度偏低。”

现实存诸多掣肘，五粮液新闻发言人彭智辅却

向媒体表示，虽然文化与饮酒习惯的差异使得中国

白酒国际化道路十分漫长，“但早晚得‘走出去’，早

行动可能早收获”。

巨额广告费砸向海外 五粮液国际化谋突围

号称 17 年蝉联中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

一的澳柯玛冰柜，早在 2012 年就已经退出苏

宁、国美等全国性家电连锁卖场，其“ 中国第

一”的业绩也被外界指责“有水分”。

日前，澳柯玛宣布，“冰柜产品获得 2012 年

度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并实现 17 年蝉

联销量第一，牢牢将中国第一“冷冻”在自己手

中。对此，有企业人士指出，“以澳柯玛冰柜目

前的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比，不可能排名第一。

这背后水分太多”。还有消费者质疑，“在北京、

上海、广东等大中城市的苏宁、国美根本看不到

澳柯玛冰柜的身影，怎么就能中国第一？”

来自中怡康通过对全国 972 个县市、7412

个门店的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012 年，海尔冰

柜以 45.62%的市场份额稳居市场第一，澳柯玛

冰柜则以 10.24%的市场份额位列海尔、星星和

新飞之后，仅排名第四位。

两个不同的说法，相差为何这么大，澳柯

玛冰柜到底是不是实至名归的“ 中国第一”？

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澳柯玛董秘办询问，

“为何在北京等地的苏宁、国美看不到澳柯玛

冰柜的身影？”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公司的冰

柜产品并没有全面进入国美、苏宁销售，只在

个别地区由当地经销商进入。这是因为，大卖

场的进场费太高了，冰柜产品承受不了”。

不过，他还透露，“从 2009 年开始，公司就

进行了销售渠道下沉，公司现在的销售网络主

要在三四线市场，未来还会进一步向农村市场

下沉”。有来自浙江的冰柜企业人士透露，“相

对于冰箱，冰柜产品的市场需求就在三四级市

场，一二级市场的销售占比不到 20%”。

近日公布的澳柯玛 2012年年报显示：主营业

务的冰柜、冰箱产品营业收入为 25.58 亿元，同比

下滑 5.36%。而青岛海尔 2012 年年报显示：其冰

箱冰柜营业收入为251.7亿元，同比增长0.49%。

营业收入仅为竞争对手的 1/10，市场份额

却高居中国第一，澳柯玛冰柜到底是如何实现

的？目前，澳柯玛方面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

不过，却有企业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各类名目

繁多的企业市场销售排名背后，往往都是利益

为主导。对于大企业来说，外在光鲜的市场排

名却无法掩盖企业惨淡的业绩。特别是对于

家电上市公司，最终是靠数据和业绩说话的”。

（许意强）

澳柯玛涉嫌数据造假
“中国第一”遭疑

日前，中粮屯河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

司中粮糖业（香港）有限公司已完成对鹏利（澳

大利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粮（澳大利亚）

有 限 公 司］全 资 控 股 的 Tully 糖 业 的 收 购 。

Tully 糖业现已成为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

中粮屯河收购澳企

尽管高端餐饮仍遇冷，但是外资大型连锁

餐饮的扩张和招聘步伐却没有停歇。记者从

星巴克在华高层处获悉，未来两年在中国的员

工将增至 3 万人，门店达到 1500 家店，中国市

场规模或超过美国。

星巴克未来两年员工数将翻番

中国巨大的奶粉市场吸引到南美乳品企

业进驻。日前，阿根廷乳业品牌 SanCor 善可婴

幼 儿 配 方 奶 粉 宣 布 在 大 中 华 区 正 式 上 市 。

SanCor 合作社联合有限公司成立于 1938 年，公

司乳制品出口额的年增长率超过 100%，是阿根

廷最大的乳品出口企业。

阿根廷乳品首入中国市场

日本优衣库近日宣布，其最大的全球旗舰

店“优衣库上海店”将于今年秋季在上海淮海

中路开业，卖场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截至目

前，优衣库最大的全球旗舰店是“优衣库银座

店”，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

优衣库全球最大旗舰店
落户上海

意大利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意大利电讯公

司董事会日前表示，将推进旗下移动业务与和

记黄埔有限公司在意大利本土的移动业务合

并。若双方能就合并事宜达成协议，和记黄埔

将成为意大利电信的主要股东之一。

（本报综合报道）

意大利电信移动业务
拟与和记黄埔合并

■ 谢振宇

麦当劳悄然试水中餐
本土化生存酝酿卖盖饭

跨国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