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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国际化扩张战略解析

杨凯环，苏 慧，郭黎媛
（山西省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杏花村 032200）

摘 要： 目前，国内白酒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很低，汾酒如果能够抓住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将对汾酒的发

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分析了现阶段白酒在国际市场上的态势和汾酒国际化品牌扩张战略的 SWOT，阐述了应对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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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liquor has extremely low market shar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t present. If Fenjiu Co.Ltd. could hold such a huge potential
market successfully, Fenjiu Co.Ltd. will face a glorious future. In this paper, the status of liquor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nowadays and SWOT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pansion strategy of Fenjiu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ran. by YU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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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市场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市场竞争形态已由

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近年来，汾酒的市场发展也发

生了一些变化，汾酒的市场现在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来

自于国内白酒知名品牌的迅速扩张的挤压； 二是来自于

国外洋酒对中国整个白酒市场的冲击。 面对如此的竞争

环境，汾酒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选择品牌的扩张，扩

张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 在国外市场上也应该

占有一定的分量。 因此，如何快速的抢占国外市场，如何

有效的实施汾酒的国际化战略， 也就成了汾酒必须要考

虑的重大问题。

1 中国白酒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中国的白酒与白兰地、伏特加、威士忌并称为世界四

大蒸馏酒，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白兰地、伏特加、
威士忌这些中国人所谓的洋酒都已经冲出国门， 在国际

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而中国白酒还处于几乎停滞状

态，迟迟没有走进国际市场。 即使有一点走进国际市场，
不是被国外的华侨喝掉了， 就是被去国外旅游的中国人

喝掉了，真正外国人喝得很少。 据数据显示，2004 年，全

国白酒出口量为 3242 t，仅占全国白酒总量的 0.06 %，出

口 100 t 以上的企业只有8家， 而且优势品牌白酒企业

的白酒出口量也是微乎其微。 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

茅台酒出口量仅为 52 t，仅占其总产量的 0.62 %。 而有个

别出口量较多的企业，也不过是“公海旅游”式的出口转

内销罢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占有了国际市场。著名品

牌尚且如此，其他品牌则更不用说。
文化缺乏有效传播，口感没有得到认同，市场占有率

几乎为零，知名度没有，更谈不上美誉度。 这就是中国白

酒的国际化现状。中国白酒的国际化，是业界不得不说的

痛。

2 汾酒实施国际化战略扩张的必要性

汾酒集团现在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新的

领导班子上任以后， 对汾酒的未来发展确定了宏伟的目

标，要达到甚至提前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效地抓住更

大的市场，增强汾酒品牌的活力，那么，汾酒国际化的品

牌战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2.1 汾酒的国际化品牌战略可以缓解国内市场竞争的

压力

当前白酒行业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茅台、五粮液、
泸州老窖、 剑南春等原有的知名企业本身市场占有率就

相当的高，而且“浓香型”、“酱香型”白酒几乎占据了长江

以南的整个市场。 就连汾酒“清香型”白酒的根据地———
华北市场，也受到了近年来迅速崛起的老白干、红星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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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威胁。不仅如此，国外洋酒对整个白酒市场的冲击也

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白酒的地位远

远不及外来洋酒。面对这些不同的竞争对手，汾酒的竞争

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通过有效地市场延伸， 拓展海外市

场，可以适度地减轻汾酒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压力。
2.2 开拓新的市场有助于汾酒品牌价值的提升

如果汾酒国际化品牌扩张可以取得成功的话， 无疑

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二是可以

提高公司的品牌价值， 而后者的价值潜力更是无法估量

的。 举个例子，匹克———中国体育用品品牌之一，成立于

1989 年，但由于多种原因，发展的很慢，甚至还不如许多

同属鞋都晋江的后起之秀。 2005 年，匹克毅然决定走国

际化的道路， 通过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赛， 新西兰奥委

会、塞尔维亚篮协、NBA（美国全国篮球联赛）、FIBA（国

际篮联）这些平台，一步步地见证了奇迹，不仅国外市场

取得了可观的收益，由于品牌知名度的大幅攀升，国内市

场也是爆发式增长。 那么， 匹克之所以会制定国际化战

略，是因为国内众多运动品牌兴起，国内市场已经近乎饱

和，而国际市场还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如果不把眼光放远

到国际市场，匹克将很难再取得长足的发展。国际化战略

并不是要放弃中国这个市场，而是将市场放宽到全世界，
而中国市场只是作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这并不会影响

到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反而是用国际化推动了企业在中

国土地上的继续发展。

3 汾酒实施国际化品牌战略的 SWOT 分析

3.1 汾酒进行国际化扩张的优势分析

首先，汾酒在国内外拥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1915 年，
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大奖章， 成为酒品

至尊。 1987 年，竹叶青酒在法国巴黎国际酒展上荣获品

质金奖第一名，为国人争得荣誉。 在国内，汾酒获得的奖

项和荣誉更是数不胜数，2007 年， 汾酒继续蝉联国家名

酒，竹叶青酒成为中国名牌产品。 此外，汾酒还有着悠久

的历史，汾酒文化源远流长，是晋商文化的重要一支，与

黄河文化一脉相承。 早在 1500 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汾酒

就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推崇而一举成名，并

被载入廿四史；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唱“借问酒家何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使汾酒的知名度推上了巅峰。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品牌知名度联系在一起， 为汾酒

的品牌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 汾酒是我国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 以入口

绵、落口甜、清香纯正、饮后余香、回味悠长特色而著称。
而清香型白酒有着国际香型的美誉， 符合国外消费者的

口味特点的。比起其他香型的中国白酒来说，汾酒更容易

融入到国外市场当中去，更容易被国外消费者所接受。
最后，在产品质量和技术上，汾酒有着很强的实力。

汾酒有着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曾多次在国家、省以及食

品行业、白酒行业中获得荣誉和表彰，早在 2004 年汾酒

就获得“中国质量鼎”，足以彰显汾酒在业内和消费者心

目中的地位。汾酒还拥有国家级的技术中心，有着一流的

科研队伍，在新产品的研发上有过硬的研究班子，并且汾

酒与国内知名院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经常进行学术交

流与合作，以攻破技术难题。汾酒要进行国际化的品牌扩

张，就必须靠技术的推动。
3.2 汾酒进行国际化扩张的劣势分析

其一，不同的国家对酒精饮料的消费方式不同，几乎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的酒精饮料。 汾酒国际

化就是要让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接受中国白酒的消费饮用

方式，这不是轻易能够办到的，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其二，汾酒国际化，意味着要把汾酒出口到某一个国

家或地区。 在国际贸易中每一个国家对其进口的商品的

都有一定的规定，都有着严格的标准，所以，完全自由化

毫无壁垒的国际贸易是不存在的。
其三，国际化人才的缺乏。汾酒国际化不同于国内市

场的开拓，它需要白酒专业知识，白酒营销知识，还需要

专业的国际贸易知识。但是，公司现阶段缺乏这方面的专

业人才。 汾酒国际化仅仅有热情、有资金还不够，还要有

人才。但是由于国内白酒出口的数量较少，所以从事白酒

国际贸易的人员数量也相应不多， 从事白酒国际化的操

作和研究的人员，更是微乎其微。
3.3 汾酒进行国际化扩张的机遇分析

汾酒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把代表中国民族

文化的白酒发展为世界的白酒。只有与世界接轨，才可以

给汾酒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白酒的出口量相

当的小，仅占白酒生产的万分之几，而且一些传统的中国

白酒龙头企业，在出口这一方面也做得不好。 可以说，中

国白酒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是空白的市场， 如果汾酒敢于

第一个进入国际市场， 敢于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有朝一

日，国外市场接受了汾酒，接受了中国的文化，那么相对

应的带来的收益也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现在还在观望的

话，被其他的代表中国文化的白酒占了先机的话，再去争

夺市场，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3.4 汾酒进行国际化扩张的挑战分析

汾酒进行国际化的品牌扩张战略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的。 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

和财力， 而且白酒界的资本家也没有在国际市场上大规

模的投入过，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一旦投入和回报不

成正比，将会大大减弱汾酒的实力。 再者，国外的洋酒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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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不会对汾酒的品牌扩张无动于衷， 为了保全自己的

利益，一定会百般阻挠汾酒的国际化延伸。 因此，汾酒必

须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市场，做任何决策都要小心，三思

而后行，一旦出现不妥的决策，对汾酒的生存和发展都将

是很不利的。

4 汾酒与国际接轨的策略

4.1 研发出符合国外消费者口感的清香型白酒

汾酒的清香虽然具有国际香型， 但这也是相对于国

内其他香型比较而已，要真正的敲开国际市场，还得在产

品上进行改进， 直至研发出具有真实意义的符合国外消

费者口味的产品，这才是重中之重。这就要求营销人员通

过市场调研，掌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饮酒嗜好

和习惯，将这些重要的信息及时地反馈到公司，通过技术

部门的研发，生产出国外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4.2 进行汾酒文化的侵略

一旦新型的产品站稳国外市场后， 那就意味着国际

市场已经被初步打开， 下一步就是要将代表中国深厚文

化底蕴的白酒文化让世界知晓， 让外国人感悟中华文明

的博大精深，通过文化的侵略，加深汾酒在国外消费者心

中的地位，使他们慢慢的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白酒文化。
等他们已经认同中国白酒文化时， 再将真正的汾酒循序

渐进地渗透到国际市场当中去， 使国外消费者真正地认

识汾酒，使汾酒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4.3 构建跨国酒类集团，谋求更大发展

翻看跨国酒类集团的成长史，不难发现，通过资本手

段并购竞争性品牌是他们进入新市场并取得优势地位的

主要手段之一。 国外的一些知名企业如：帝亚吉欧、保乐

利加、人头马，都是凭借全球性的并购行为，拥有了在全

球范围或者区域市场的众多知名葡萄酒、 啤酒或者烈性

酒品牌，并逐渐获得了在全球市场的优势竞争地位。汾酒

在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前提下， 也应该构建跨国酒类集

团，谋求更大发展。 通过对国外一些企业的并购重组，提

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实力， 将汾酒的国际化战略扩张推向

顶峰。

5 结语

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 谨慎研究国际市场对各种核

心价值观念的态度，细致提炼消费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念，
将是汾酒在通往国际化道路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最

后，祝愿汾酒可以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中国白酒在

国际市场上的第一企业，并将我们千年的酒文化、商业文

化带到国外，发扬光大！ ●

●●●●●●●●●●●●●●●●●●●●●●●●●●●●●●●●●●●●●●●●●●●●●●●●●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系列数据库
首发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学术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系列数据

库首发会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隆重举行。出席首发会的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中国期刊学

会、中国科学学会学术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各期刊杂志社、各大新闻媒体、社会各界代表及领导共 1400 余人参加了该首

发会。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系列数据库由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研制，是新闻出版总署批

准出版的电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每年收集分析上一年度各学术期刊被引文统计源文献引证、被国内外读者在“中国知网”全文下载的

情况，从定量评价角度着重反映各学术期刊近年发表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的学术影响力。
有关专家认为，我国此前一直缺乏客观、透明、规范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单纯地看重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的名气，往往出现“以数

论刊”、“以刊论文”的现象，《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有望扭转这一局面。
期刊影响因子是期刊在统计年之前两年所发表的文献平均被统计年引文统计源文献引用的次数,反映的是期刊近年出版发行的学术

效果, 是最受关注的期刊计量评价指标。
《年报》研制单位还同时出版了“学术期刊

各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和“期刊管

理部门学术期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
统称之为《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系列数据库。《年报》的研制者公开制订了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数据统计

规范》,将引文统计源文献从期刊拓展到博

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首次提出了一系

列全新的影响因子指标体系, 全方位提升

了各类计量指标的客观性。（萤子）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