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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从一个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的位置当上了杭州娃哈哈营养食
品厂厂长，从此一段传奇在商界发生，一个“奔五”的人把一个校办工厂发展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
业，全球第五大饮料生产企业，仅次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吉百利、柯特这4家跨国公司。 晚报记者 熊维维

细分市场
规模经营“赢”市场

回顾娃哈哈成长之路，从“喝了娃哈哈，
吃饭就是香”最初起家，在相对成熟的市场
里，宗庆后利用他对市场的理解进行了细分，
他的产品细分在解决小孩子不愿吃饭问题，
娃哈哈儿童营养口服液一炮打响。

1991 年，仅有 100 多名员工却有着
6000 多万元银行存款的娃哈哈营养食品
厂，毅然以 8000 万元的代价有偿兼并了
有 6 万多平方米厂房、2000 多名员工，并
已资不抵债的全国罐头生产骨干企业之
一的杭州罐头食品厂，组建成立了杭州
娃哈哈集团公司。

1994 年，娃哈哈投身对口支援三峡库
区移民建设，兼并涪陵三家特困企业，组建
了娃哈哈涪陵分公司，以成熟的产品、成熟
的技术、成熟的市场，辅以雄厚的资金实力
及娃哈哈固有的品牌优势，使涪陵公司一
举打开了局面，跻身重庆市工业企业 50
强。在西进涪陵的成功基础上，娃哈哈在
三峡坝区湖北宜昌、湖北红安、四川广元、
吉林靖宇及沈阳、长沙、天津、河北高碑店、
安徽巢湖等 26 省市建立了 40 余家控股子
公司，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外地分公
司的产值占到整个集团公司的近一半，不
仅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同
时也使娃哈哈实现了销地产，发展成为中
国最大、最强的饮料企业，取得了“双赢”。

1998年，娃哈哈推出“中国人自己的可
乐-娃哈哈非常可乐”，在饮料界主动扛起
了向国际大品牌挑战的民族工业大旗。

自 1998 年 5 月投产以来，非常可乐异
军突起，现年产销量已超 60 万吨，与可口
可乐、百事可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打破
了可口可乐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广大
民族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和信心。

在娃哈哈的传统产业的成长过程中，
没有一个产品在当时是被别人看好的，但
他们传奇的是没有一个产品是打不响

的。为什么？在成熟的市场中，娃哈哈总
能找到细分市场的切入口，并利用其产品
的品质进行有效的市场开拓。这种成功天
生注定宗庆后赢了，因为他领导的哇哈哈
具备后发制人的优势。首先是利用成熟市
场潜在竞争者不感兴趣的特征，二是利用
其企业家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市场细分，要
么是产品市场大类的细分，要么是区域性
市场的细分。三是成熟市场总有一些相对
稳定的规律可循，避免了新市场的风险。

娃哈哈在进入新的世纪时，已经发展成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一面旗帜。娃哈哈需要
进一步寻找成熟市场中的机会，开始了其多
元化的发展之路。在继续秉承为广大中国
少年儿童带去健康和欢乐的企业宗旨，选择
了与孩子们生活、成长紧密相关的童装业作
为跨行业发展的起点。引进欧美的设计人
才，以一流的设备，一流的设计，一流的面
料，高起点进入童装业，按国际“环保标准”
组织生产，并采取零加盟费的方式吸引全国
客商加盟，在全国首批开立了 800家童装专
卖店，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童装品牌之一。

娃哈哈多元化的起点还是回到他创业
起点所考虑的市场，这就是典型的围绕成
熟市场做大做强自己，将领跑的优势发扬
光大。娃哈哈已拥有了雄厚的产品自主
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在雄厚的资金
保障下，通过引进国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使公司拥有
强大的核心竞争能力。

在国内市场奶粉与奶制品市场掺假事
件沸沸扬扬，进口奶粉一罐难求，娃哈哈
进入奶粉市场。

在去年 3 月 15 日，娃哈哈集团透过网

络、报纸将其品牌奶粉的供应链主动示人，
即《爱迪生配方奶粉供应链透明化白皮书》
向外界发布。

该文件从奶源、生产环节到运输、销售、
服务这三大部分，分别对爱迪生配方奶粉供
应链过程的细节进行了详细解说，奶源来自
荷兰，生产商由荷兰皇家乳业集团的荷兰贝
伦工厂负责，采用严格的SAP系统管理，条码
控制，每一罐奶粉的品质都可以被追踪，确保
了奶粉质量的安全可靠。运输、销售与服务
环节是由娃哈哈集团公司全程护航，荷兰加
工厂出厂检验、荷兰出口商检、荷兰出口报

关、运输、中国进关报关、中国商检检验、娃哈
哈企业自检、终端、售后服务等细节。

宗庆后并没有满足其取得的传奇业
绩，作为娃哈哈的掌门人，他有非凡的毅
志力、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强大资本为后
盾的执行力，他一定会再寻找新的增长
点，今天的宗庆后与 20 年前“奔五”时代
的他不一样，因为当时他不得不拼，现在
完全可以静观，在成熟的市场中耐心地寻
找新的市场切入口，凭借他多年在市场中
的经验与智慧，还会继续在很多个市场中
领跑。

多元产业，寻找成熟市场谋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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