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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公司深度报告模板 
期待改革红利 

迎接增量行情 

 燕京啤酒（000729.SZ） 

推荐  首次评级 
核心观点：    

 国企改革预期有望引爆公司改革红利，未来值得期待。目前北京市国
资国企改革意见已获得相关部门通过，有望于近期正式对外公布。公
司作为北京市所属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完善
的薪酬体系市场化考核与激励机制。目前所有的外埠公司已相当市场
化，收入与业绩直接挂钩且上不封顶；总公司销售部门的激励机制也
已初具竞争力，现在正考虑对研发技术相关人员加大奖励力度。但因
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司尚未实施业务骨干和管理层的股权激
励计划。结合国企改革的政策指引与实施方向，我们预计燕京啤酒有
望率先获益。 

 行业集中度逐年提升至 CR5>70%，行业格局有望继续向寡头集中，提
升企业经营增长预期。以实际销量份额推算，2013 年行业前五大巨头
（华润雪花、青岛啤酒、百威英博、燕京啤酒和嘉士伯）的合计市场
占有率已达 70%以上，其中 CR4 已超过 65%，且座次基本稳定。但与
成熟市场相比，行业集中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以增强盈利能力。以
我们五年消费品实业界工作经验判断，预计未来 5 年啤酒行业市场集
中度将有望进一步提升 CR5 至 80%上下，目前可收购的优质标的仅剩
河南金星、广东珠江和江苏大富豪等，长期甚至不排除包括前几家巨
头在内的大品牌被整合的可能性。规模以上企业有能力率先满足消费
升级需求，并有望在原料获取、毛利率提升方面优先受益。 

 我们认为，依照目前啤酒行业并购市场的发展趋势，未来的优质标的
收购价值将会越来越高。然而，仅以燕京 2013 年 137.48 亿元销售收入
计算，对应于目前约 182 亿元的二级市场总市值，PS 仅为 1.3，处于价
值洼地，估值提升空间巨大。 

 公司现已形成普通酒以清爽为代表、中档酒以鲜啤为代表、高档酒以
纯生为代表的清晰产品线。我们看好未来以鲜啤为代表的中档酒快速
崛起所可能带来的业绩拐点。虽然从目前产品结构来看，普通酒走量
快、费用投入少，是销售量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从净利润的角度来看
（除去费用），中档酒却是贡献最大的品种。 

 给予“推荐”评级。预测公司 2014～2016 年 EPS 为 0.30、0.34 和 0.39

元，对应 PE 为 22/19/17 倍。预计未来三年公司的净利润复合增速达到
15%；且考虑到公司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其品牌价值也将
持续增强，我们给予“推荐”评级。 

 分析师 

董俊峰（首席） 
：（8610）6656 8780 

：dongjunfeng@chinastock.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130511010002 

李 琰 
：（8610）8357 1374 

：liyan_yj@chinastock.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130513060001 

特此鸣谢： 

岳思铭（8610）66568238 

(yuesiming@chinastock.com.cn) 

对本报告的编制提供信息 

[table_marketdata]  
市场数据 时间 2014.07.31 

A 股收盘价(元) 6.58 

A 股一年内最高价(元) 8.28 

A 股一年内最低价(元) 5.80 

上证指数 2201.56 

市净率 1.60 

总股本（万股） 280861.92 

实际流通 A 股(万股) 249935.60 

限售的流通 A 股(万股) 30926.32 

流通 A 股市值(亿元) 164.43 

 

相对指数表现图 

[table_stk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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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食品饮料行业 2014 下半年投资策略：增量资金

行情看龙头大白马，存量资金行情看甲午年牛股      

20140630 
 

主要财务指标 

[table_predict]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元) 13748.38 15062.47 16434.10 17771.01 

EBITDA(百万元) 1870.87 2108.49 2367.94 2669.76 

营业收入增长率 5.49% 9.56% 9.11% 8.13% 

净利润（百万元） 781.26 923.03 1049.78 1213.00 

摊薄 EPS(元) 0.24 0.30 0.34 0.39 

PE 27 22 19 1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测算 

融资融券标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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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概要： 

驱动因素、关键假设及主要预测： 

1、对比海内外食品饮料行业现状来看，我们认为，未来国内啤酒行业有望继续向寡头集

中。当 CR4 超过 80%时，可以期待利润率拐点的来临。 

2、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啤酒人均消费量，CAGR2004-2013 为 6%，2013 年为 37 升，达

到世界人均消费水平，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升的人均消费量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是对比

同为亚洲国家日本 48 升的人均消费量，仍有近 30%的提升空间。其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新的

市场热点。我们预计到 2015 年，西部地区的啤酒销量将从目前的约 700 万千升提升至 1000

万千升，人均消费量则有望达到 29 升。 

3、主要预测数据：（1）公司主营收入假设：我们预计 2014/15/16 年实现啤酒业务收入

143.78/157.62/170.81 亿元，增速分别为 10.51%、9.63%、8.37%。（2）毛利率假设：我们预计

公司 2014/15/16 年啤酒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41.71%、42.11%、42.69%；（3）产品结构升级部分：

我们预计未来 5 年内啤酒产品高端化加速，中高档啤酒市场的增速仍会保持在 20%以上，而

低档市场或仅能达到行业平均增速（5%左右）甚至更低。 

我们与市场不同的观点： 

市场普遍认为公司增速平平，弹性不足。 

我们认为，1、市场聚焦国企改革预期，公司有望受益于新一轮国企改革红利。目前北京

市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已获得相关部门通过，有望于近期正式对外公布。公司作为北京市所属

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薪酬体系市场化考核与激励机制，但因受

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司尚未实施业务骨干和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计划。结合国企改革的政

策指引与实施方向，我们预计公司有望率先获益。 

2、价值洼地促估值修复行情。我们认为，依照目前啤酒行业并购市场的发展趋势，未来

的优质标的收购价值将会越来越高。然而，仅以燕京 2013 年 137.48 亿元销售收入计算，对应

于目前 182 亿元的二级市场总市值，其比值仅为 1.3：1，处于价值洼地，估值提升空间巨大。 

估值与投资建议： 

预测公司 2014～2016 年 EPS 为 0.30、0.34 和 0.39 元，对应 PE 为 22/19/17 倍。预计未来

三年公司的净利润复合增速达到 15%；且考虑到公司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其品

牌价值也将持续增强，我们给予“推荐”评级。 

股价表现的催化剂： 

国企改革进程提速，方案超市场预期； 

市场开启白马股估值修复大行情； 

啤酒销量及吨价提升超预期；啤麦价格下降利好成本因素；行业并购事件的发生等。 

主要风险因素： 

产品升级及主打产品推广未达预期；市场拓展低于预期；竞争加剧导致市场份额下降；行

业格局突变；食品安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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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啤酒行业：期待结构升级带来盈利能力改善 

（一）长期看好行业在价格和利润上的空间提升 

图 1：我国啤酒人均消费量（2004-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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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分析我国近十年来的啤酒人均消费量，CAGR2004-2013 为 6%，2013 年为 37 升，达到世

界人均消费水平，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升的人均消费量还有很大的差距，即使是对比同为

亚洲国家日本 48 升的人均消费量，仍有近 30%的提升空间。 

图 2：各国人均啤酒消费量分布图 

 
资料来源：wikipedia，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此外，我们预计，西部地区将成为新的市场热点。2013 年，西部市场的年均增长速度已

超过 10%，其中，西南地区产量增速更高达 17%。预计到 2015 年，西部地区的啤酒销量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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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约 700 万千升提升至 1000 万千升，人均消费量则有望达到 29 升。 

图 3：我国啤酒的吨酒收入及增速（2004-2014 年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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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注：按照 1升=0.8公斤计算） 

然而，相对于销量的提升空间而言，我们更看好行业长期在价格和利润上的提升空间。我

国啤酒的吨酒收入在 2004-2013 年间保持着 5.9%的年复合增长率，2014 年一季度最新达到

2925.91 元。不及美国吨酒价格（1200 美元/吨，约合人民币 7500 元/吨）的 40%，更远低于台

湾地区和日本。显然，国内吨酒价格仍有很大上涨空间。我们认为，现阶段啤酒产品单价远

低于国际市场主要是由于产能过剩引发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但是随着我国啤酒行业的日渐成

熟，已经不再适用于依靠低成本攻城略地的模式，无论各龙头企业未来是选择全国化战略亦

或是区域化聚焦，都将更多地需要资本、管理能力以及品牌战略进行综合支撑。因此，未来

无论在产品价格还是利润上都将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多因素推动啤酒行业景气度提升 

我国已连续十年成为世界第一的啤酒生产国。就累计产量增速水平来看，自 2008 年以来

放缓至个位数后，2013 年进一步下滑至 5%左右，仅为收入增速的一半。因此，我们认为，在

接下来啤酒行业发展过程中，价格因素将成为影响行业收入增长的核心，预计 2014 年啤酒行

业吨酒价格、产量和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有望达到 8%、5％和 13%左右。 

图 4：我国啤酒行业 2010-2014 年前 6 月单月产量及增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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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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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6 月，我国啤酒行业累计产量 2,580.24 万千升，同比增长 5.66%。就累计产量

增速水平来看，比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微降 0.19 个百分点，环比则下滑 0.53 个百分点。其中，

6 月单月实现产量 566.81 万千升，同比增长 3.28%（同比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 2.42 个百分点，

环比微降 0.23 个百分点）。 

2014 年 1-5 月，我国啤酒行业累计产量 2,051.50 万千升，同比增长 6.18%。就累计产量

增速水平来看，比上年同期下滑 1.46 个百分点，环比则增长 0.38 个百分点。其中，5 月单月

实现产量 502.31 万千升，同比增长 3.51%（同比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 6.19 个百分点，环比微

增 0.46 个百分点）。 

2014 年我国啤酒行业在旺季来临之际，单月增速有明显的改善，4-6 月份单月同比增速均

高于 3%，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的天气没有出现大的异常，夏季已至，气温如期上升。再考

虑到 2014 年世界杯这一足球盛世的举办对啤酒销售具有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我们认为 2014

年啤酒行业的增速依然会保持平稳适度的增长。 

图 5：我国啤酒行业收入累计值及增速变动(2000-2014 前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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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图 6：我国啤酒行业利润总额累计值及增速变动(2000-2014 前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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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6 月啤酒行业收入增长 12.18%。2014 年 1-6 月，我国啤酒行业实现收入 952.91

亿元，同比增长 12.18%，实现利润总额 65.44 亿元，同比增长 10.42%。对比 2013 年同期，啤

酒行业实现收入 862.49 亿元，同比增长 7.66%，利润总额 58.63 亿元，同比上升 20.02%。由

于 2013 年多数企业价格相对稳定，所以行业收入水平及利润比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进

入到 2014 年以来，因 2013 年的高基数导致 2014 年的利润增速同比略显下降，但是考虑到以

燕京为代表的部分企业已于 2014 年初提价，我们预计在 2014 年下半年，行业利润增速会逐步

回归至此前水平。 

2014 年 6 月海关最新进口啤酒大麦均价为 295.89 美元/吨，符合我们前期的判断。2011

年 2 月以来，我国啤酒大麦进口平均单价出现了明显上扬，保持在 320 美元/吨以上水平。2011

年 4-5 月及 8-11 月均保持在 350 美元/吨左右。全年来看，2011 年大麦进口的平均价格比 2010

年涨幅达到 48%，对我国啤酒行业毛利率造成一定压力。进入 2012 年以来，我国海关进口啤

酒大麦价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回落，但是 2012 年底，我国啤酒大麦进口单价再次回升至年初

300 美元/吨以上的水平。并在 2013 年全年保持在 300 美元/吨以上。2014 年，大麦价格开始

下滑并在 2 月份跌破 300 美元/吨，截止到目前为止，进口大麦价格为 295.89 美元/吨，同比下

降 15.98%，虽然环比回升了 1.56 个百分点，但我们判断啤麦价格目前仍将维持低位运行。据

我们跟踪，目前国际大麦价格及国内主要啤酒企业的采购价格自年初有所回落，啤酒大麦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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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价格呈下行趋势。最新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前期的观点，认为在全球采购成本下降的背

景下，预计从 2014 年二季度旺季开始，啤酒企业的制造成本将会有所受益。 

图 7：我国单月大麦进口平均单价（美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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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表 1：2010 年以来我国海关大麦进口均价（美元/吨）及同比增幅 

 
2010 2011 2012 2012 同比变动 2013 2013 同比变动 2014 2014 同比变动 

1 月 224.80 272.61 370.13 35.77% 355.05  -4.07% 306.48  -13.68% 

2 月 219.94 320.36 329.50 2.85% 355.07  7.76% 290.31  -18.24% 

3 月 226.70 329.61 315.12  -4.40% 355.54  12.83% 292.28  -17.79% 

4 月 225.79 353.86 302.12  -14.62% 353.64  17.05% 289.23  -18.21% 

5 月 226.26 346.61 299.95  -13.46% 356.10  18.72% 291.33 -18.19% 

6 月 230.53 334.50 299.09 -10.59% 352.16  17.75% 295.89 -15.98 

7 月 230.36 334.23 301.57  -9.77% 324.02  7.45%   

8 月 216.60 348.58 290.33 -16.71% 338.33  16.53%   

9 月 228.55 354.94 303.27 -14.56% 330.21  8.89%   

10 月 221.24 347.14 299.88 -13.61% 329.97  10.03%   

11 月 259.65 346.42 318.64 -8.02% 313.82  -1.51%   

12 月 249.08 383.40 315.06 -17.82% 347.55  10.31%   

平均 229.96 339.36 312.05 -8.05% 342.62  9.8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2014 年 1-6 月啤酒行业毛利率为 27.55%，相比去年同期下滑 1.59 个百分点。如前所述，

2014 年 1-6 月，我国啤酒行业实现收入 952.91 亿元，同比增长 12.18%，实现利润总额 65.44

亿元，同比增长 10.42%，毛利率为 27.55%。对比 2013 年同期，毛利率水平较前期降幅进一

步扩大。 

2014 年 1-6 月利润总额比率 6.87%，同比微增 0.07 个百分点。据我们测算，2014 年 1-6

月行业利润总额比率为 6.87%，对比 2013 年同期（6.80%）回升 0.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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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我国啤酒行业毛利率水平变动（2000-2014 前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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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图 9：我国啤酒行业利润总额比率变动（2000-2014 前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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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竞争格局拐点趋势初现 

随着此前啤酒行业大规模兼并收购开始步入尾声，目前行业整合已基本结束，格局初定。

而从市场格局上看，中国啤酒市场的集中度也在持续提升。以实际销量份额推算，2013 年行

业前五大巨头（华润雪花、青岛啤酒、百威英博、燕京啤酒和嘉士伯）的合计市场占有率已达

70%以上，其中 CR4 已超过 65%，且座次基本稳定。但与成熟市场相比，行业集中度仍有待

进一步提升，以增强盈利能力。我们预计未来 5 年啤酒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将有望进一步提升

至 80%上下，目前可收购的优质标的仅剩河南金星、广东珠江和江苏大富豪等，长期甚至不

排除包括前几大巨头在内的大品牌被并购的可能性。 

图 10：啤酒行业前四大巨头销量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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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测算 

此外，如何预测行业拐点也是近年来啤酒行业的核心关注点。单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美

国是典型的啤酒工业化产物，更为突出企业销售规模；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模式则是典型艺术化

产物，更突出产品的消费者口味差异及多样化。那么，关于未来中国的啤酒市场到底是适用于

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的问题，我们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我国未来可能将更倾向于美

国化，但利润率的表现却不一定会完全复制美国模式。因为美国啤酒行业发展史表明，只有

行业集中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利润率才会大幅提升。但考虑到中国地区间消费者在情感及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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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确信差异化的产品在中国也仍然有望带来利润率的提升。 

的确，从啤酒行业的发展规律来看，市场集中度是越高越好。但是，以现在前五大啤酒企

业的情况来说，未来若要进一步提升集中度至 CR3 甚至是寡头垄断，只能是通过全球并购（如

英博并购百威）的方式来实现。然而，全球整合因中国受限于反垄断法的制约而难以获得实质

性的推进。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至少在未来 5-10 年内难以达到美国的市场集中度，但这并

不表示利润水平就会永远低于美国。未来行业前五大酒企利润率提升空间将主要取决于在市

场份额不断提升的基础上，能否构建出满足消费者不同口味偏好的、高毛利、多元化的产品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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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展望：期待老牌国企的改革红利 

（一）无外资背景的啤酒行业巨头 

燕京啤酒背靠北京市政府，是中国啤酒五强企业中唯一没有外资啤酒巨头背景的企业。北

京控股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约 46.07%的股权。而北京控股

有限公司则主要由北京控股集团控制，该集团是北京市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北京市

国资委 100%控股所有。目前北京控股（0392.HK）已在香港上市，因此，也使得燕京啤酒同

时拥有了 A 股和 H 股双重融资渠道，资本实力凸显，为未来公司发展扩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获得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

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号 GF201211000596），根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自 2012

年至 2014 年企业所得税按 15%计缴。我们认为，这一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近 10 个百分点的

所得税优惠，在现有的良好政策环境下到期后得以延续的概率较大。 

图 11：燕京啤酒股权结构详解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注：此图中股权比例为 2013年年报数据，不包括 2014年增持后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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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股股东增持彰显信心 

2014 年，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判断和未来持续

发展的信心，先后于 5 月 12 日、5 月 2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买入方式分别

增持 188 万股、190 万股，增持均价各为 6.45、6.77 元，累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135%，

增持后最新持股比例达到 57.59%。公司同时表示，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

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 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不低于 100 万股，且在增

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我们认为，此举表明了大股东看好公司的长期业绩表现，无论大股东的增持到底最终是出

于何种目的以及能达到何种效果，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方式确实明确表达了大股东的一种积极

的态度，利好公司未来的股价表现。 

（三）市场聚焦国企改革预期 

目前，新一轮国企改革已拉开大幕，制度红利也有望释放，我们看好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投

资或投机机会。全国现已有包括上海、贵州、湖南、天津、重庆、四川、湖北、江西等在内的

多个省（市）出台了国企改革的方案，当中主要涉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资本结构

调整、实施国企分类管理等几个方面，而北京市国企改革方案也有望于近期公布，将组建若干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公司作为北京市所属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薪酬体系市场化

考核与激励机制。目前所有的外埠公司已相当市场化，收入与业绩直接挂钩且上不封顶。总公

司销售部门的激励机制也已初具竞争力，现在正考虑对研发技术相关人员加大奖励力度。但因

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司尚未实施业务骨干和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计划。结合国企改革的

政策指引与实施方向，我们预计，上市公司中燕京啤酒有望率先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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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营业务：战略聚焦有望带动盈利能力提升 

（一）公司有望迎来新一轮的稳步提升 

燕京啤酒是我国啤酒行业市占率第四大的龙头企业，并已进入世界啤酒产销量前八名。

公司 1980 年建厂，1993 年组建集团，经过 30 多年快速、健康的发展，燕京现已成为中国最

大的啤酒企业集团之一。目前全国市场占有率约在 11%上下，其中，华北市场占有率达到 50%，

北京市场在 85%以上。 

图 12：燕京啤酒历年收入及利润变化（200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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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2013 年，公司共生产销售啤酒 571.4 万千升，同比增长 5.8%，高于行业平均增速 1.21 个

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37.48 亿元，同比增长 5.8%，低于行业收入增速 3.47 个百分点；实现

净利润 7.81 亿元，同比增长 19.51%。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要好于 2012 年，销量以及利润均重

回正增长。 

图 13：燕京啤酒历年收入及利润增速与行业增速比较（20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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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自 2010 年以来，公司收入及利润增速均低于啤酒行业增速，但是差距却在不断缩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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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公司此前因受困于行业激烈的低水平同质化价格竞争，让企业盈利在竞争中受损且持

续下滑；而在探索跨区域的过程中，因本身经营能力受限使得资源投入分散。此后，公司开始

全面围绕市场结构优化、产品结构调整、品牌影响力提升等多重聚焦手段进行改革，从 2013

年的业绩表现来看，公司已初步走出困境，有望迎来新一轮的稳定增长。 

（二）公司市场培育能力持续加强 

燕京作为全国前五大的啤酒行业龙头企业，虽然已具备一定的市场规模，但总体来说，仍

然算是一个区域性极强的公司。其销售超过 20 万千升的市场不到 5 个，核心市场基本都在全

国省级排名 10 名以后，但在北京、广西、内蒙、新疆、云南等市场，燕京则拥有强大的话语

权。特别是北京、广西和内蒙作为燕京的基地市场，在收入和利润贡献上都发挥着核心作用。 

图 14：北京、广西和内蒙三地是燕京收入与利润贡献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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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1、基地大本营市场——北京地区 

以良好的市场布局、品牌影响力以及消费者忠诚度牢固拥有 85%以上市场占有率的基地

大本营市场。相对于国内其他市场的纷争与变局，北京啤酒市场的版图却貌似定了型。无论

是国内啤酒巨头还是国际啤酒大鳄，强攻多年都未改变北京市场的格局，但也从来没有品牌放

弃对北京市场的布局。虽然青岛啤酒和华润雪花相继于 2005、2006 年高调进入北京市场，对

燕京在北京市场的布局造成相当大的威胁，但是时至今日，仍未成功撼动燕京在北京市场的主

导地位。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基于燕京啤酒在北京地区经过 30 多年的消费者忠诚度培育，已

从口味的角度在根本上建立起了产品的“排他性”；同时，自初期的“胡同送酒”开始深耕的

终端渠道网络也早已固若金汤。 

然而，这并非代表公司可高枕无忧。实际情况是，北京市场目前已步入成熟饱和期，年销

售量稳定在 100 万吨左右，总公司 130 万吨中有部分则是在周边的销量，“天花板”显现。此

外，燕京在北京最大的竞争对手青岛啤酒在中高端市场上更具优势，而这也更贴合消费结构升

级的发展趋势，未来燕京若想要提升产品结构，布局中高端市场，就势必要直面与青岛啤酒的

竞争压力。今年燕京新推出了一款高端白啤酒（50 元/500ml），第一年投放北京市场，目前虽

然绝对量不大，但增速较快。目前主要集中在夜场和餐饮渠道，在北京现已铺货 100 多家。就

目前情况来看，青岛啤酒 10%左右的市场份额尚不足以对燕京造成实质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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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北京地区啤酒总产量及累计同比增速（199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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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因此我们认为，在量的上升空间受阻的背景下，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中高端产品占比以

达到吨价提升的目的，将成为燕京在北京及其周边市场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据我们统

计，北京市场在 2003、2005、2006、2009 和 2011 年均进行过提价，平均周期为 2-3 年。2012-13

年公司因行业不景气且竞争加剧没有涨价，取而代之的是加大中档产品鲜啤的推广力度，同时

于 2013 年推出高档原浆白啤，产品结构升级之心彰显。2014 年 1 月，燕京啤酒终于再次在北

京地区进行提价，品种涉及燕京主打产品鲜啤、清爽等系列。其中，瓶装系列涨幅近 20%，

易拉罐系列涨幅约 10%。经过调研发现，公司此次提价对销量的影响有限，再次显示出了公

司在北京地区超强的品牌议价能力。我们预计此次提价对利润的贡献将在 2014 年二季度开始

逐步反映。 

 

2、绝对优势外埠市场 

广西市场—— 

公司在广西市场占有率同样在 85%以上，是公司业绩贡献的主力军。2013 年，广西市场

实现啤酒销量 124 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增长 9.73%。作为中西部的新兴市场，广西地区的人均

啤酒消费量目前虽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接近 10%的增速水平体现出这一市场的极大活力。 

图 16：广西地区啤酒总产量及累计同比增速（199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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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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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在广西市场主要由年产能 80 万吨的燕京漓泉公司（桂林），加上控股的年产 40 万吨

的燕京玉林公司，以及昆明与贵州的子公司构成，合并后公司在广西区内整体产能已达到 120

万吨/年。为积极贯彻公司“巩固广西，扩大琼粤，开发云贵，配合友邻维护湖南，逐步进入

东盟”的大西南发展战略，桂林漓泉公司全权负责燕京在大西南区域的销售及拓展业务。 

作为燕京集团“1+3”品牌战略重点打造的核心品牌之一，燕京啤酒（桂林漓泉）在发展

壮大过程中把品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臵，积极并成功地打造了“全生态”的啤酒酿造理念，通

过聘请形象代言人，举办“全生态”系列品牌公关活动，促进了“漓泉”品牌与消费者之间更

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从各个层面培育消费者对“燕京”和“漓泉”品牌的信心和忠诚度，也极

大提升了“漓泉”的品牌价值和企业形象。“漓泉”品牌价值由 2003 年初次评估的 12.96 亿元

飙升至 2013 年的 60.03 亿元。 

分析燕京在西部地区近年能维持以两位数的高增速快速扩张态势，主要是得益于“漓泉”

在广西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扁平深耕的渠道分销模式。燕京对地区负责人采取的“能力＋业

绩”双维度考评体系是燕京对所有外埠公司考核的一大特色，目前已相当市场化，收入与业绩

直接挂钩且上不封顶，漓泉公司的负责人收入不考虑股权激励，就已达到近 700 万元，加上股

权激励则可上千万元，极大促进了基层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此外，“自产自销、自产外销、来

料加工、自产内销”四个层次的学校培训体系，也为燕京打造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职业化员工

队伍，在为集团输送高、中层管理人才的同时，有效提升了漓泉模式在集团的复制与推进效率，

被誉为燕京集团的“黄埔军校”。我们认为，随着公司在广西、云南、贵川、新疆、内蒙的品

牌影响力及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将有利于形成西部地区的区域联动，进一步强化燕京在西部

地区的强势地位。 

 

内蒙市场—— 

燕京在内蒙市场的推进，也主要是以并购的方式运作。作为第一个进入内蒙的区外啤酒品

牌，公司先于 2000 年 10 月首次试水并购了西部的包头雪鹿啤酒厂；2001 年又收购了东部的

赤峰啤酒厂；在实现内蒙市场占有率第一后的 2007—2008 年，燕京又先后收购通辽雪航啤酒

及呼和浩特塞北星啤酒；2010 年 11 月收购金川啤酒。最终，内蒙作为燕京的三大基地市场之

一，年销售量 50 万吨左右，其市场占有率也达到 75%以上，具有绝对优势地位。 

图 17：内蒙地区啤酒总产量及累计同比增速（199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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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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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内蒙的啤酒市场格局主要表现为燕京和华润雪花二分天下。燕京拥有东部、中部

和西部的通辽、赤峰、锡林郭勒等 10 个盟（市）共 9 个啤酒工厂（包括赤峰托管的燕京沈阳）

和一个麦芽厂；华润雪花则拥有东部的呼伦贝尔和兴安两地共 3 个啤酒工厂，市场份额 20%

左右。前两年因内蒙西部地区销售不景气，导致市场整体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今年以来，公司

呼和浩特以东地区依托赤峰子公司的销售表现不错，2013 年利润 8000 万左右。虽然近两年因

包头及鄂尔多斯等与宏观经济关联较大的地区消费景气度不高导致销量有所下滑，但是公司今

年 3 月份在包头等呼市以西地区采取了提价策略，从目前反映的情况看，整体销量仍然维持增

长。因此，我们持续看好公司在内蒙市场的霸主地位，燕京并未受到来自华润雪花等的强大竞

争压力的过度影响，此前的改革也并没有影响到公司的市场地位。 

 

3、快速增长新兴市场 

燕京主要的新兴市场包括云南、四川和新疆等西部地区，每一个新兴市场上此前都有强

劲的主流竞争对手，但燕京的优势区域正在不断拓展。 

云南市场—— 

在燕京进入之前，云南省啤酒行业主要被嘉士伯和澜沧江占据，随着燕京不断加大市场投

入及拓展，2013 年，公司在云南市场实现销量 22 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9.4%，已逼近

嘉士伯的 26 万千升，实现利润约 3000 万元。我们预计 2014 年公司在云南市场的占有率有望

实现第一。 

四川市场—— 

在燕京刚进入时，四川市场的格局是：蓝剑占 40%份额，山城占 40%份额，另外 20%是

其他品牌，对青啤和雪花来讲都是比较薄弱的。燕京进入四川市场后近几年的增速很快，年销

量增速均保持在 20%以上。2013 年，公司在四川市场实现销量 18 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增长

20.32％，实现利润约 4700 万元。我们认为，燕京在四川市场的优势在于一开始选址南充的决

策相当成功，南充虽然经济环境一般，但与成都、重庆构成一个三角地带，人口约 800 万且以

鲜啤消费为主。在燕京选择南充市作为根据地后，目前已经占据南充市 80%的市场份额，且

已经开始向广安市发起进攻。 

新疆市场—— 

新疆市场方面，2013 年燕京实现销量 17 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增长 20.24%，实现利润约

2000 万元。在燕京进入之前，嘉士伯的乌苏啤酒占据新疆市场 90%左右市场份额，相比于乌

苏实际约 20 万千升左右的销量水平，目前燕京年产 16-17 万吨啤酒已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且公司在南疆也已建成酒厂。 

2013 年，西北、西南地区的产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8.2%和 16.5%，均高于其他地区，占全

国总产量比例较上年分别增加 0.17 和 0.98 个百分点，是为数不多的增长区域。我们认为，西

部（西南和西北地区）市场由于原先的基数较低和地域封闭性等原因，未来仍将有望继续保

持增长。而随着西部市场逐步兴起为啤酒行业内部新的竞技场，外资此前在新疆、云南、宁

夏等的优势地位正逐渐丧失，竞争压力相对较大。加之如嘉士伯等外资酒企在收购后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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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产品升级等方面的整合还未实施到位，也给如燕京等酒企提供了反超的机会。 

 

4、恢复性增长市场——福建 

公司在福建市场早期依靠对惠泉的高投入，曾经成功拿下了泉州市场 80%以上的市场份

额。但是在公司于 2011 年引入了广西漓泉模式后，因未能充分考虑到福建市场中原有企业的

深厚历史根基，导致整体实施的市场策略与市场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同时，随着广西市场进一

步深度分销的推进，团队对福建市场的渠道积极性逐步丧失，执行力度下降，最终导致福建市

场逐步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且利润率不断下降，直至 2012 年亏损约 7000 万元。在充分认

识到啤酒行业的市场份额与利润的高度正相关性，公司开始于 2013 年逐步恢复过去的销售渠

道，在过去营销网络的基础上做调整与改革，聚焦产品和市场，最终于 2013 年当年就成功提

升了泉州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至 60%，且实现盈利约 2000 余万元，同比增长将近翻番。我们认

为，公司在福建市场还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恢复，进一步加强品牌与渠道的调整，以达到进一

步恢复与提升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产品结构优化聚焦 

在过去啤酒行业竞争最激烈的阶段，产品开发上常认为是越多越好，甚至有的啤酒企业品

种多达上百种，导致同一目标市场的产品重叠、产品形象混乱、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和市场冲

突等问题十分突出。但随着竞争逐步演变至后期，各龙头企业都充分认识到，繁杂的产品结构

不利于企业长期成长。单纯仅依靠中低档产品打价格战做市场份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现阶

段更需要优化产品结构，在中低档产品做“面”的同时，利用高档产品做“点”以达到带动中

低端产品上量的目的。 

我们预计，未来 5 年内啤酒产品高端化加速，中高档啤酒市场的增速仍会保持在 20%以

上，而低档市场或仅能达到行业平均增速（5%左右）甚至更低。虽然短期内中高档啤酒的销

量占比不大，但是却将成为未来啤酒企业的主要利润增长点，因此，优化产品结构，突出中高

档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提高单品利润贡献率是未来啤酒业中高端产品发展的大势所趋。 

图 18：燕京产品结构分析（2013 年）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注：此处价格区间标注为产品的终端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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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燕京为例，其产品结构现已全面优化升级，积极构建以清爽酒为基础，以中档酒为主突

破，以高档酒提升品牌价值的产品架构；形成了普通酒以清爽为代表、中档酒以鲜啤为代表、

高档酒以纯生为代表的清晰产品线。2013 年，公司中高档啤酒销量同比增长了 27.42%，且增

速明显快于普通酒，在公司整体销量占比已达到 1/3 左右。我们认为，公司产品结构升级本着

低端产品做面、中端产品盈利、高端产品提升品牌形象，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战略，在保

证过往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可通过不同的产品达到全渠道覆盖的效果，使得酒店、夜场、超

市、大卖场等所有消费终端和零售终端联动上量，在收入及利润上全面提升公司业绩。 

图 19：燕京啤酒毛利率及净利率变化趋势分析（200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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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鲜啤——作为公司中档主推产品，是从 2013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的，去

年整体销量在 80-90 万吨之间，其中，广东地区销量约 40 万吨，四川则达到 20 万吨左右，进

展比较理想，甚至出现部分替代普通酒的趋势。我们认为，中档价格带产品的崛起未来将发挥

三大优势：一是覆盖消费面最广。以优质低价作为卖点的中档产品，可最大限度地满足下到 3

元/瓶，上至 5 元/瓶的价位细分市场需求，使产品能快速进入流通领域；二是具备良好的市场

竞争优势。在燕京的强大品牌背书下，主打产品鲜啤兼具了高档纯生的品质属性，但价格相对

而言又具有明显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以有效地牵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势头，抢占市场

份额；三是公司利润贡献的主力军。虽然从总体结构来看，普通酒走量快、费用投入少，是

销售量的主要贡献者。但是从净利润的角度来看（除开费用），中档酒却是贡献最大的品种。 

表 2：北京大型超市草根调研数据汇总（截至 2014 年 7 月） 

华润雪花 规格 价格 生产日期 产品档次 每 100ml 单价（元） 

雪花清爽啤酒 330ml/听 ¥1.70 2014/7/4 低档 0.5 

雪花精制啤酒 330ml/听 ¥2.60 2014/7/17 中档 0.8 

雪花勇闯天涯 500ml/瓶 ¥4.50 2014/5/20 中档 0.9 

雪花纯生啤酒 500ml/瓶 ¥7.00 2014/6/1 高档 1.4 

燕京啤酒 规格 价格 生产日期 产品档次 每 100ml 单价（元） 

燕京 10°清爽特制 600ml/瓶 ¥2.80 2014/7/3 低档 0.5 

燕京 11 度精品 500ml/听 ¥3.90 2014/5/9 中档 0.8 

燕京本生 330ml/听 ¥2.80 2014/5/21 中档 0.8 

燕京 10 度鲜啤 330ml/听 ¥2.90 2014/5/29 中档 0.9 

燕京啤酒纯生 600ml/瓶 ¥5.80 2014/5/17 高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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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无醇 330ml/听 ¥3.30 2014/2/24 高档 1.1 

燕京至尊啤酒 500ml/听 ¥8.50 2014/2/15 高档 1.7 

青岛啤酒 规格 价格 生产日期 产品档次 每 100ml 单价（元） 

8 度崂山罐啤 500ml/听 ¥3.00 2014/2/27 低档 0.6 

青岛啤酒冰纯 10 度 330ml/听 ¥3.20 2014/7/1 中档 1 

青岛啤酒纯生 500ml/听 ¥6.60 2014/6/8 高档 1.32 

青啤奥古特 500ml/听 ¥9.50 2014/5/11 高档 1.9 

其他 规格 价格 生产日期 产品档次 每 100ml 单价（元） 

特醇嘉士伯大罐 500ml/听 ¥5.50 2014/5/28 中高档 1.1 

嘉士伯大听啤 500ml/听 ¥7.90 2014/3/16 高档 1.58 

百威啤酒 330ml/听 ¥6.40 2014/4/3 高档 1.9 

德国爱士堡小麦啤酒 500ml/瓶 ¥9.90 2014/4/11 进口酒 1.98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主要调研渠道为大型商超如家乐福、沃尔玛及大润发等） 

根据我们的草根调研数据可进一步明确以下两大产品趋势： 

一是产品价格高端化。在经历此前低价抢市场的激烈竞争之后，目前啤酒行业正呈现低

档抢市场逐步向中高档利润与市场平衡过渡的趋势。相比于市场其他竞争对手而言，燕京各同

档次产品每百毫升价格均低于其竞争对手，产品价格优势显著，仍具备一定的提价空间。 

二是产品包装听装化。目前全球啤酒行业听装产品占比已达到 50%以上，然而中国却仍

不足 10%。听装化策略一是能更好迎合消费者偏好，有利于抢占市场份额；二是从营销角度

出发能更方便进行产品组合，促进销量增长的同时提升产品档次，满足利润增长所需；三是能

减少运输过程中如“爆瓶”等的损耗。因此，中国的听装啤酒现在整体行业增速很快，已达到

20-30%，我们预计，近几年在啤酒包材上会逐步呈现听装化。 

（四）品牌战略：“1+3”推进全国性主品牌地位提升 

燕京目前采用的主要是“全国单一品牌为主，区域子品牌为辅”的“1+3”品牌战略。即

不断提升“燕京”全国性主品牌地位，强化“漓泉”、“惠泉”和“雪鹿”3 个区域优势品牌的

市场表现。目标是力争将主品牌“燕京”打造成国际性知名品牌，培养三个区域性强势品牌至

全国知名品牌。 

图 20：“燕京”主品牌标识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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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燕京”主品牌占其总啤酒销量的比重正逐年提升，现已从 2004 年的 45%提升了

21 个百分点至 66%，全国性主品牌地位不断加强。2013 年，公司四大品牌销量合计 515 万千

升，占啤酒总销量的 90%。其中，“燕京”牌啤酒销量 378 万千升，同比增长 7%，占四大品

牌总销量的 73%。我们认为，主品牌地位的不断提升可为公司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规

模、提升盈利能力打下坚实的品牌基础。 

纵观燕京品牌发展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历史，我们一直提出，其经营模式始终呈现出稳健

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无论是品牌经营还是营销模式，都更注重持续经营、切合企业实际，注

重品质、品牌、管理、服务的综合提升。 

品牌推广活动之特色体育营销举措： 

 助力奥运  打造冠军品质 

当燕京啤酒成为北京奥运会啤酒赞助商之时，国内啤酒行业的营销大战已日趋白热化。虽

然前几大巨头在竞争中品牌优势已日益凸显，但燕京始终坚定地认为奥运是其实现新腾飞的机

会，也是实施新营销的起点。作为奥运赞助商之一，当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后，人们举杯畅饮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燕京啤酒打造的口号“为中国干杯”。最终燕京啤酒有效凭借“地利”，顺

利实现了向广大消费者传播燕京啤酒的品牌理念和价值的目标，提高了北京市场的中高档产品

销量，提升了燕京品牌的形象和地位。 

图 21：2008 北京奥运营销策略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继成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国内啤酒赞助商之后，燕京啤酒开始与中国体育结下了不解之

缘。冠名北京女排；与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暨中国皮划艇队正式结为官方合作伙伴；

与中国足协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支持中国女足的发展；成为中国乒协官方合作伙伴；冠名北京

控股女子乒乓球俱乐部……在与中国体育世界携手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传递着燕京啤酒的品牌

热情与梦想。 

 携手 2014 中国足协杯  奉献顶级品质 

无啤酒不足球，啤酒加足球是全世界球迷的共同认可的。在经历 2014 年世界杯的狂欢之

后，足协杯作为国内唯一职业和业余球队共同参加的赛事，是中国足协推动全民足球发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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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享受足球快乐的重要途径。而燕京啤酒另辟世界杯之外的蹊径，通过冠名足协杯，借助

这一重要体育赛事平台，进一步推广和传播燕京产品和品牌，开展现场观看、比赛预热、产品

推广等活动，为中国足协杯和燕京品牌形成良好的共振，迈出了扎实的步伐。 

我们认为，相对于世界杯的播出时间而言，足协杯的播出时段更贴合消费者的啤酒饮用习

惯，也更接地气，对公司的品牌推广以及提升市场份额等方面都将起着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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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大看点：聚焦公司未来发展 

（一）聚焦策略坐实优势区域寡头 

回归到燕京的聚焦策略上，我们认为： 

区域聚焦——因地制宜 有效联动 

此前福建惠泉在复制广西模式中遭遇的亏损困境表明：区域各自为战容易导致当地的管理

团队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情况避难就易，一方面可有利于各区域应地制宜，最大发挥其管理效

益，快速提升当地的盈利能力；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导致了各区域往往难以通过联动有效形成合

力，产生内部消耗问题，资源遭到浪费。 

我们认为，燕京目前已找到了一条合适的区域聚焦路线，在巩固基地市场的同时，加大对

西部地区的聚焦，目前已成功培育出了以云南、四川和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优势市场，与基

地市场广西形成了一股积极有效的合力，竞争实力得以快速强化，创造了难得的时机和发展空

间。 

产品聚焦——优化升级 突出鲜啤 

啤酒作为快速消费品，有着量大、利薄的特点。因此，低价促销争夺市场份额以确立垄断

地位一直是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主旋律。然而，正如我们的前述观点：随着市场集中度以及消费

结构的不断提升，啤酒产品单价未来将一定会持续提高，最终导致中高档产品的占比持续提升。

我们分析后判断，现阶段公司产品提价主要是基于成本以及外资洋啤酒巨额利润等因素的影

响，目前中国啤酒行业正在迈入高成本时期，面临着能源、原料、物流、设备、技术创新、人

力成本等不断增长而造成的巨大压力，因此即使是在三线城市，目前 2 元以下啤酒产品在货架

上也仅剩零星选择。而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品牌消费，我们预计 5 元左右的啤酒产品将会

成为未来新的主流价格带。基于此，若简单从成本端考虑提价因素，未来要想更好地参与中高

端产品的竞争，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企业就必须要坚持低成本运作策略。因此，企业内部在

管理策略以及资源配臵等方面要积极配合好未来中高端营销的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看好燕京鲜啤作为一个极具差异化与性价比的单品，将在产品结构全

面升级以及快速提升公司业绩上实现重大突破。 

渠道聚焦——终端可控 激励到位 

依照燕京“五统一，一独立”（统一生产计划和工艺管理、统一原材料采购、统一市场划

分、统一商品价格、统一商标管理与使用；实行经济独立核算）的经营管理模式，公司总部对

分销渠道没有整体规划，各子公司只要按规定在统一划分的市场范围内销售，就可拥有制定各

自渠道策略的权力。 

我们认为，这不仅有利于销售的渠道的扁平化，有效掌控终端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各区域

在深耕渠道的过程中，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立市场激励政策，发挥基层管理团队最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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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并购价值提升估值空间 

纵观目前啤酒行业并购市场，各区域内寡头垄断格局初现，可收购标的严重稀缺，收购进

程开始步入尾声。未来基于对国内啤酒行业价格将长期处于上升通道的预期，将可能导致并购

方在收购价格上进行激烈争夺，从而拉高行业估值。 

燕京已经确立以“燕京”为主品牌，“漓泉”、“惠泉”、“雪鹿”为区域品牌的“1+3”品

牌架构。品牌经过近 34 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啤酒行业市场份额前五大的巨头品牌，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从 2004 年的 137.45 亿元暴增到 2013 年的 502.65 亿元，品牌价值

增长了近 4 倍。同时，公司 2013 年品牌价值同比上年增速达到 42.9%，是中国 10 年来发展最

快的十大品牌之一，品牌价值日渐凸显。 

基于以上，我们根据近三年来最新的并购案报价测算： 

（1）2013 年 3 月，嘉士伯以现金部分要约收购 1.46 亿股重庆啤酒，占总股本约 30.29%，

按 20 元/股计算达 29.13 亿元，折合后重庆啤酒的收购市值达到 96 亿元，而以重啤 2012 年 31.5

亿元的销售收入比较，比例高达 3：1； 

（2）同年，雪花欲以 53.842 亿元人民币收购金威啤酒资产。金威 2012 年销售收入为 15.49

港元，约合 12.4 亿元人民币，按照华润雪花的报价，比例更是高达 4：1。 

我们认为，依照目前啤酒行业并购市场的发展趋势，未来的优质标的收购价值将会越来越

高。然而，仅以燕京 2013 年 137.48 亿元销售收入计算，对应于目前 182 亿元的二级市场总市

值，其比值仅为 1.3：1，处于价值洼地，估值提升空间巨大。 

（三）有望受益新一轮国企改革红利 

目前北京市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已获得相关部门通过，有望于近期正式对外公布。市属国企

的分类改革方向不变，即分为城市公共服务、特殊功能（专项任务和重大项目建设等）和竞争

类共计三大类，但具体企业名单会做动态调整。就此三类国企的资本分布来看，城市公共服务

类国企资本分布占比 19%，特殊功能类国企占 22.6%，竞争类则占 58.4%。意见发布后，混合

所有制（占比 66%）、国有资本经营公司、规范董事会建设等方面改革将在一些企业先行试点。 

根据统计，北京市政府目前直接出资的一级企业有 43 家，市属国企有 46 家上市，总市值

超过 5500 亿元。我们认为，燕京作为北京市所属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望率先在这

一轮的国企改革中获益，若能由此推动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则将有望加速提升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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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 

燕京啤酒（000729）财务报表预测（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 2013 2014E 2015E 2016E   利润表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货币资金 1609.16 1506.25 2843.58 1777.10 
 

营业收入 13748.38 15062.47 16434.10 17771.01 

应收和预付款项 459.58 712.14 520.82 795.62   营业成本 8338.02 9058.11 9794.06 10456.59 

存货 4050.23 5006.90 4890.72 5607.49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66.80 1636.66 1725.58 1897.63 

其他流动资产 200.46 200.99 197.97 202.75   营业费用 1754.34 1871.42 2069.44 2222.86 

长期股权投资 226.54 226.54 226.54 226.54 
 

管理费用 1303.42 1421.80 1553.53 1679.10 

固定资产 10203.94 10564.15 10864.48 11040.23   财务费用 78.78 85.82 107.08 87.78 

无形资产 852.28 903.00 955.58 1005.03 
 

资产减值损失 6.49 8.70 10.74 10.0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03.18 1295.18 1208.68 1141.99   投资净收益 92.96 30.11 36.00 43.08 

资产总计 18905.36 20415.15 21708.37 21796.7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0.00 0.00 0.00 0.00 

短期借款 1315.00 3529.33 2158.28 2599.66   营业利润 893.50 1010.07 1209.66 1460.05 

应付账款 1081.14 1215.92 1270.66 1381.63 
 

其他非经营损益 122.24 191.04 158.57 157.28 

长期借款 69.23 66.33 54.88 40.39   利润总额 1015.74 1201.10 1368.23 1617.33 

其他负债 3499.20 1964.42 3828.09 2508.35 
 

所得税 234.49 278.08 318.45 404.33 

负债合计 5964.57 6776.01 7311.92 6530.04   净利润 781.26 923.03 1049.78 1213.00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11740.93 12348.42 13006.13 13746.14 
 

少数股东损益 100.62 90.87 99.60 130.24 

少数股东权益 1199.86 1290.72 1390.32 1520.56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80.64 832.16 950.18 1082.76 

股东权益合计 11740.93 12348.42 13006.13 13746.14 
 

每股收益（EPS） 0.24 0.30 0.34 0.39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8905.36 20415.15 21708.37 21796.75   财务指标 2013 2014E 2015E 2016E 

现金流量表 2013 2014E 2015E 2016E 
 

毛利率 39.35% 39.86% 40.40% 41.16% 

净利润 781.26 923.03 1049.78 1213.00   销售净利率 5.68% 6.13% 6.39% 6.83% 

折旧与摊销 819.96 806.57 892.34 977.43 
 

ROE 6.04% 6.77% 7.29% 7.95%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2958.87 -680.67 4239.16 29.77   ROA 4.13% 4.52% 4.84% 5.57% 

投资性现金净流量 -1480.24 -1183.10 -1119.90 -1093.52 
 

ROIC 6.08% 6.26% 7.42% 7.73% 

筹资性现金净流量 -1081.15 230.92 -251.99 -336.66   销售收入增长率 5.49% 9.56% 9.11% 8.13% 

现金流量净额 397.48 -1632.84 2867.27 -1400.41 
 

营业利润增长率 28.92% 13.05% 19.76% 20.70% 

EBITDA 1870.87 2108.49 2367.94 2669.76   净利润增长率 10.46% 22.26% 14.18% 13.95%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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