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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來，侯孝海提出的 「啤酒新
世界」理論聞名酒業圈。

對未來的啤酒新世界，侯孝海表示，
如果企業還在傳統模式下依賴過去的規
模增長路徑，那麼轉型會越來越困難，
好在華潤啤酒經過六年時間，已經完成
了從規模發展的舊世界向質量發展的新
世界的轉變。

對於華潤啤酒在啤酒新世界的發展，
侯孝海也給出了自己的預期。

「我認為，華潤啤酒整個大高檔的銷
量在未來4-5年再翻一倍應該是可以看
得見的，利潤也應該有希望再翻一
倍。」

侯孝海認為，前面三年疫情期，華潤啤酒可以取
得歷史最快增速，那麼 2023 年—2025 年，將是華
潤啤酒全面落地 「十四五」戰略，特別是落地後3
年戰略的最佳時機。尤其在國家疫情防控策略放開
後，中國經濟的活力逐漸恢復，消費的動力也逐漸
恢復，消費升級會更加持續，中國全球化的進程會
加快，開放的質量會逐漸提升。在這種大的背景
下，未來的啤酒在品質化、品牌化、高端化的發展
方面將進入一個更好的時代。

侯孝海預計，中國經濟將發生三方面變化。第
一，疫情防控發生重大變化，我們的經濟活力回來
了，消費活力回來了，消費的場景、消費的人群、

消費的能力、消費的頻次都回來了，這是非常大的
變化。

第二，企業成功與否的背景永遠是國家。中國的
政治經濟在二十大之後重新開啟了新的發展里程，
包括中國式現代化、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在二十大
之後將更高層次、更加快速地呈現，這種呈現對華
潤啤酒的戰略落地是非常重大的支撐。

第三，華潤啤酒走到今天，本身具備的動能和勢
能也到了即將噴薄而出的階段，我們高端酒的基礎
能量、品牌競爭能力、在渠道和終端所獲得的張
力、我們的組織和隊伍所展現的自我學習、自我創
造的強大執行能力，都對雪花啤酒未來的發展提供
了強力的支撐。

「這對我們來講都非常有利，所
以我認為我們的後 3 年將進入一個
更加繁榮的時代。」侯孝海表示。

而據華經產業研究院分析數據顯
示，如果按歐美成熟啤酒市場高端
啤酒 13%的消費佔比來看，中國高
端啤酒市場未來仍有接近10%的發
展空間，對應的市場規模將在2000
億元左右。因此今後 5—10 年，是
佔據了 92%市場規模的中國啤酒
TOP5 企業的關鍵發展期，誰能做
好高端，誰就將成為中國啤酒新世
界的王者。

華潤啤酒發生了 「翻天覆地」 的變化
回顧過去的六年，侯孝海向香港商報表示，華潤

啤酒徹底由過去的規模發展模式轉變成為現在的質
量發展模式，中高檔產品得到快速發展，這讓華潤
啤酒的企業價值和品牌價值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公司的管理效率、成本控制、產能效率得到極大提
升。

侯孝海表示，近三年來，中國經濟社會遭受到了
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但華潤啤酒經受住了這場考
驗，面對疫情困擾，華潤啤酒在危機中找新機，於
變局中開新局，在疫情防控期，把握一切機會，加
速產品、渠道、市場的高端化建設；同時，通過成

本控制和生產、經營、銷售三個方面的精益管理，
使得公司效率和效益大幅提升。

「因此，儘管2020年—2022年這三年非常艱難，
但根據2020年至2022年中期的業績數據顯示，我們
不僅平穩地度過了這三年的疫情期，還在這三年創
下了華潤啤酒發展歷程中最快的增速——凈利潤增
長達3倍左右，生產效率、產能效率和人均效率提
升達2倍多，人員工資普遍提升近1倍，人均效率已
經接近世界一流啤酒企業的水平。用我們華潤集團
王祥明董事長的話說——華潤啤酒近年來的變化是
『翻天覆地』的」。侯孝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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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025年，是華潤啤酒（00291.hk）在啤酒
新世界中崛起的決定性三年。其前六年的所有努力和
付出，都是為這後三年及在此基礎上的未來在做準
備。尤其是在夯實啤酒主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初步
完成白酒板塊的業務布局之後，華潤啤酒（00291.
hk）的一舉一動都吸引着資本和市場的高度關注。

2 月 2 日，在華潤啤酒舉行的新春媒體見面會
上，在介紹公司高層分工時，記者注意到，華潤啤
酒副總裁趙春武先生將分管華潤雪花，華潤啤酒首
席財務官魏強先生將分管華潤酒業。

這是繼今年1月10日以123億元的價格正式完成
金沙酒業55.19%股權收購，由華潤啤酒CEO侯孝
海出任金沙酒業董事長之後，華潤啤酒在上市公司

的組織架構層面發生的又一重要調整。
公開資料顯示，趙春武先生，今年 51 歲，於

2022年5月獲委任為華潤啤酒副總裁，並同時擔任
華潤雪花啤酒（中國）有限公司浙江區域公司總經
理及福建區域公司總經理。

趙春武於 2003 年加入華潤雪花啤酒（中國）有
限公司擔任銷售發展部副總經理，先後分別擔任多
間附屬公司重要職務，其中包括華潤雪花上海區域
公司總經理，江蘇區域公司總經理、安徽區域公司
總經理。在此之前，趙先生亦曾任職南京市水產科
學研究所、百事可樂、南京英特布魯及箭牌口香
糖。趙先生於市場營銷方面擁有約20年經驗。

魏強先生今年52歲，於2021年11月擔任華潤啤酒

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官，並擔任華潤
啤酒多間附屬公司董事。魏強先生於
華潤雪花啤酒（中國）有限公司任職
逾20年。

魏強先生於2021年5月至2021年
12月期間擔任公司財務總監，及於
2002 年 1 月至 2021 年 4 月分別擔任
公司總經理助理、財務部總經理、
財務部副總經理及發展部副總經
理，具有豐富的啤酒和快速消費品
業務管理經驗，於財務管理和投資
併購領域經驗豐富，熟悉國內外不
同會計準則。

六年改革創新 看華潤啤酒如何直面風險與挑戰

華潤啤酒 「後3年」 將進入更加繁榮的時代

華潤啤酒（00291.hk）近六年的變化，業界有目共
睹。

從2017年開始，在CEO侯孝海帶領下，華潤啤酒經
過第一個 「3年」 的 「自我革命」 和第二個 「3年」 的
「質量發展」 ，終於實現華麗轉身——凈利潤從2017年

的11.75億增至2021年的45.87億，中高端品牌從原來的
2個增加到現在的 「4+4」 「1+1」 品牌組合群，中高端
市場佔有率從不足10%升至25%左右，次高檔及以上啤
酒銷量2021年增至186.6萬千升，並於2021年11月重返
恆指，市值5年增長6倍達2000億港幣。

華潤啤酒（00291.hk）的變化並未止步於啤酒產業，
其在非啤業務上的進展同樣令人矚目——2021年8月，

華潤啤酒間接全資附屬子公司華潤酒業與山東景芝簽署
合作協議，華潤啤酒正式入局白酒業；2022年2月，華
潤戰投與安徽金種子達成股權轉讓協議；2023年伊始，
華潤啤酒以123億元的價格正式完成金沙醬酒55.19%股
權收購。至此，華潤啤酒在白酒板塊的布局基本完成，
華潤啤酒 「啤白互補、啤白共贏」 的戰略格局初步顯
現。

2023年—2025年，是華潤啤酒 「3+3+3」 戰略的 「後
3年」 時間，也是華潤啤酒（00291.hk）在CEO侯孝海
帶領下，能否實現立足 「啤酒新世界」 、對標國際一流
啤酒企業的關鍵三年。為此，香港商報專訪了華潤啤酒
CEO侯孝海先生。 文/楊凌雲

兔年伊始 成立「啤酒、白酒」兩大事業部

華潤啤酒
三年戰疫三年戰疫 「「戰戰」」出史上最快增速出史上最快增速

為進一步了解華潤啤酒（00291.hk）
此次進行組織架構調整的相關情況，本
報記者第一時間向華潤啤酒CEO侯孝海
先生進行了求證。
侯孝海表示，發展非啤業務是華潤啤

酒 「3+3+3」 戰略和華潤雪花 「十四五」
戰略中明確提出的工作目標。我們從第二個3
年戰略即2019年開始，就做好了進入非啤酒

類業務賽道的準備。
在這一戰略指導下，非啤酒業務快速推進，進度比

預期的更快，進展比預期的更好，非啤業務的整個落
地情況也比我們想像的要扎實。通過在景芝一年多的
實踐，和金種子三四個月的實踐，加上2023年1月
份，我們正式完成收購金沙酒業55.19%股權，華潤
啤酒在白酒業務上的基本布局已經實現，白酒板塊已
具備一定的規模基礎。
侯孝海表示，在白酒業務已初步成型的情況下，組

織架構的適配就變得非常重要。華潤啤酒原有的組織
架構已不能適應下一步的發展需求，尤其非啤業務前
期的小規模、基礎性、戰略性的組織架構，已不適應
下一步工作向運營型、管理型組織轉變的需要，因此
我們決定對組織結構進行完善和優化。

「這次組織重塑是華潤集團整體重塑戰略中的一部
分，是華潤啤酒貫徹落實集團 『四個重塑』 工作的重
要舉措，集團對此非常重視。通過調整，我們主要完
善了白酒業務的管理和組織架構，特別是完善了上市
公司的治理、尤其是完善了白酒業務的組織重塑，以
更好適應公司業務推進的需要和集團戰略發展的需
求。」

「我們這次組織重塑，不僅按華潤集團要求對上市
公司的組織架構做了進一步的優化和夯實，也呼應了
香港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組織架構的新要求。」
侯孝海表示， 華潤啤酒（00291.hk）作為上市公

司，承擔着華潤雪花啤酒和華潤酒業的戰略引領、組
織管理和內部控制的職能。這次組織重塑對整個業務
單元的治理模式也進行了調整，把華潤啤酒整體業務
的治理放在了上市公司（00291.hk），而不再是放在
華潤雪花，進一步推動形成了華潤雪花啤酒和華潤酒
業兩個專業化管理運營實體。同時，華潤啤酒
（00291.hk）還增加了N個職能部門、1個技術研究
院、1個學習與創新中心，以更好地為事業部的發展
提供支持和服務。

「戰略決定組織，組織決定文化，文化支撐戰略，
這是一種雙循環。當戰略制定之後，必須有相應的組
織執行；當戰略執行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必須有更進
一步的、升級版的支持戰略深入推進的組織架構。」

「2020年以來，通過組織重塑和再造，華潤啤酒的
組織數量、層級、人員的數量得到了大面積的改善，
組織效率、管理流程得到極大提升，組織的響應速
度、對市場的反應速度更加敏捷，一線執行力大大改
善，公司發展得到持續加速，公司效益顯著提升。」
據侯孝海介紹，下一步，白酒業務將由華潤酒業控

股實施專業化管理，啤酒產業則由華潤雪花進行專業
化運營。它們將分別在各自的酒業賽道上，按照事業
部運營制的方式來管理業務。
侯孝海表示，華潤啤酒組織重塑後，將形成對上市

公司管控、法人治理以及承接集團和國家要求的專業
化管理響應能力，最終形成上市公司的企業治理專業
化及華潤雪花啤酒、華潤酒業的業務專業化、業務管
理專業化的治理格局，將更有利於公司的可持續發
展。
對於市場關心的侯孝海先生的工作重心會否受此次

組織架構調整的影響，侯孝海向香港商報表示，他本
人的工作沒有任何調整，還和之前一樣。如果說有什
麼區別的話，那就是隨着公司治理架構的不斷完善，
他將有更充裕的時間對公司未來的發展戰略、業務的
有限多元化、國際化戰略和路徑等進行深入思考。

在華潤啤酒華麗蝶變的背後，是侯孝海帶領企業
敢於直面風險、勇於改革創新的不凡歷程。

侯孝海坦承，這六年，風險和挑戰時刻存在。
第一個三年，主要的風險和挑戰集中在淘汰落

後產能、產能優化方面。員工會不會支持？政府
會不會支持？股東會不會支持？國家會不會支
持？這是刀尖向內進行改革的最大風險。而這項
改革最終得以順利進行的原因，在於企業順應了
國家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號召，改革就有
了底氣。

在此基礎上，股東堅決支持，員工也明了趨勢、
願意響應號召，企業為員工提供了行業最好的安置
條件；政府也順應國家大勢理解支持……在積極穩
妥地取得各方支持後，我們的產能優化改革得以順
利推進。

第二方面的風險挑戰，就是一旦有事，你能不能

扛得住這個風險、敢不敢扛這個風險？包括能不能
扛得住關廠導致的社會風險、改革失敗對企業造成
重大損失的風險，公司聲譽受到影響的風險，還有
收入、利潤、市值減少、業績很差等重大風險。

第三就是從嚴治黨和國企黨建的要求，要貫徹好
黨中央的精神，要抓好改革工作的各個方面。我們
企業改革要面對這麽多工作，你敢不敢承擔被別人
說三道四的風險？敢不敢承擔對黨中央的精神沒有
貫徹落實好的風險？任何一方面沒抓好都會有風
險，你能不能撐得住？

所以，壓力其實很大。但作為一把手來講，必須
要有責任感、要有對企業的理想和情懷。

第二個3年，考驗又不一樣了。
第一就是抗擊疫情。考驗我們兩方面。一方面考

驗你的組織能力具不具備？是否能夠把中央要求的
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又要統籌業務發展的要求做到

位？
第二個就考驗 「保生產、穩增長」能不能實現？

有沒有這個能力？這就要求隊伍反應速度要極快，
執行要極快，對疫情的研判要極快極準，這樣你
才能抓住疫情中的增長機會，否則，機會就不
是你的。

而這只是基礎。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問題，
你和團隊對疫情是不是防得住？發展的信心
足不足，其次才是能力。

在這場與疫情和市場交鋒的過程中，
通過科學預判或預警，我們認為疫情
期有很多機會，就看誰看得準，誰敢
去抓。而我們敢於行動的底氣，正
是源自前 3 年改革打下的基礎，才
確保了中 3 年有信心、有能力去抓
市場，實現高速發展。

華潤啤酒產品全家福華潤啤酒產品全家福

在2017年—2022年的六年時間裏，侯孝海帶領華潤啤酒完成了從規模
發展到質量發展的華麗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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