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为卓越的啤酒大麦产地，我们可以出口大量的啤酒大麦。但目前我们的啤
酒大麦年出口量不足100万吨，而全球其余的500-600万吨贸易量则来自澳
大利亚、欧盟和英国。

➢ 我们目前的大麦产量约为1,000万吨，其中麦芽级别的大麦占一半，即500

万吨。但我们消费或出口的大麦仅有300万吨。如果通过大麦出口，生产者
们能获得比饲料更高的利润，那么剩余200万吨盈余还可以翻一番以上。

➢ 通过20多年的研发投入，我们开发出了具有优良制麦/酿造特性的新大麦品

种。但只有在我们能够提供出口销售渠道的情况下，生产者们才愿意扩大种
植面积。

啤酒大麦品种

培育新种子 优秀的制麦特性

市场局限性

本地市场过小 价格受压制 用作饲料

新贸易机会

出口前景直销渠道 手工制麦/酿制



➢ 我们的主要大麦品种是卡普兰德（Copeland）和辛诺基（Synergy），直至几
年前仍占据种植面积的80%。随着具有更优秀制麦和/或酿造属性的新品种的
推出，现在这两种大麦的种植面积缩减到45%，但依然是世界级水平。

➢ 现在，我们最受欢迎的品种是辛诺基（Synergy）和康奈克特（Connect），
虽然从推出至今仅10年，但种植面积已经达到40%。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受
到麦芽制造商/酿酒商的青睐，而且对生产者而言，其产量更高、更稳定。

➢ 其他新品种还包括Sirish、弗雷泽（Fraser）、鲍（Bow）和卡柏（Copper）。
虽然目前它们只占播种面积的15%，但其比例正在不断增加，而且每一种都
具有众多麦芽制造商/酿酒商喜欢的独特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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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是啤酒大麦制成的主要终端产品，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产量最高的
酒精饮料。制麦是其中一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生大麦会经过浸泡、
发芽和干燥处理。

➢ 酿造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麦芽，但也可以使用较少量的其他谷物/啤酒
花来获得理想的颜色、质地或味道。麦芽用量因啤酒类型而异，但一升
啤酒通常需要0.25公斤麦芽大麦。

➢ 下文还将进一步解说制麦这一中间步骤，但我们先来说说啤酒，这是拉
动啤酒大麦需求的主力产品，尽管也有极少部分啤酒大麦用于生产各种
食品和其他饮料。



➢ 全球啤酒年消费量约为2,000亿升。2022年，全球最大的几大啤酒消费市场分
别是中国（470）、美国（250）、巴西（140）、俄罗斯（90）、墨西哥
（80），合计消费量占50%，接下来的5大市场（德国、日本、英国、越南、
西班牙）仅占15%。

➢ 人均啤酒消费量以每年2%的速度小幅增长，但世界各地的增速并不一致。部
分市场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市场快得多，这可能是富裕效应或口味变化的结果。

➢ 例如，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量赶上美国，中国的总消费量将达到1,200亿升。
那么，即使其他地区没有增长，全球总消费量也将达到2,700亿升，何况还有
其他增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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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啤酒消费量以2%的速度小幅增长，但收入增长却要快得多，年
增幅达到5-7%，市场向高品质啤酒、大型啤酒厂向微型啤酒厂、精酿
啤酒厂甚至啤酒吧转变的趋势明显。

➢ 这些趋势在北美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甚至在拥有数百年啤酒文化的
欧洲也很明显。即使是在遵循悠久传统的比利时，啤酒也变得像葡萄
酒一样普遍了！

➢ 更重要的是，这些趋势正在整个亚太地区蔓延，就像野火一样烧遍了
庞大的中国市场，也烧遍了更加富裕的日本和韩国，以及菲律宾和泰
国等新兴市场。



➢ 全球啤酒业一直在迅速整合。目前全球最大的啤酒集团百威英博（AB InBev）独
占30%的市场份额，接下来的四家（喜力（Heineken）、嘉士伯（Carlsberg）、
雪花（Snow）、莫尔森（Molson））占据30%，前10大啤酒厂共占70%的份额。

➢ 早期的整合浪潮主要是巨头之间的并购，比如比利时英博收购安海斯-布希

（Anheuser-Busch）和南非米勒（SAB Miller），加拿大莫尔森和美国康胜

（Coors）合并等。

➢ 接下来是收购新兴市场的大型啤酒厂，并通过新建啤酒厂进入中国市场。而最新
一波浪潮则是微型/精酿啤酒厂之间的并购，然后由行业巨头接管。

全球啤酒品牌市场份额

百威英博

喜力

嘉士伯

雪花

莫尔森康盛

6-10位

其他



➢ 虽然消费趋势正在转向微型/精酿啤酒厂/酒馆酿造，但啤酒行业本身
也在继续通过并购进行整合，那么，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如何协调？

➢ 消费趋势由口味/质量驱动的，消费者愿意支付溢价，但啤酒酿造业

的规模经济有限，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小规模酿造将继续存在并扩
大。

➢ 虽然大型啤酒厂看到对其大众品牌的需求下降，但它们在供应、融资
和营销方面具备微型/精酿啤酒厂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它们对微型/
精酿啤酒厂的收购并不令人意外。

消费趋势转变

微型/精酿 高档啤酒 啤酒吧

大型啤酒厂的优势

融资 市场触达 投入成本

收购趋势

品牌保护 微型/精酿厂收购 市场份额



➢ 百威英博诞生于优质精酿啤酒圣地比利时，但即使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众
品牌啤酒厂之后，它仍然看好微型/精酿啤酒，并对微型/精酿啤酒厂甚至规
模更小的啤酒吧投资。

➢ 世界第二大啤酒制造商喜力以其著名的拉格啤酒（lager）而闻名，但同时也
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自有品牌啤酒厂，最近还开始收购美国的精酿啤酒厂。

➢ 麒麟（Kirin），世界第九大和日本第二大啤酒制造商，收购了美国精酿啤酒
行业的领军企业贝尔斯啤酒公司（Bell's Brewing），并将其与在精酿啤酒领
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新比利时啤酒公司（New Belgium Brewing）合并，希望借
此扩大收购规模。



➢ 制麦是用大麦酿造啤酒时不可或缺的中间步骤，包括浸泡、发芽和干燥三道工
序。这是与酿造方法、实践等一样决定啤酒质量、味道和属性的关键过程。

➢ 随着大规模啤酒酿造趋势席卷酿酒业，制麦业也随之而来，催生出大型制麦工
厂，这其中不仅有独立的制麦厂，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啤酒巨头们拥有和经营的
制麦厂。

➢ 随着微型/精酿啤酒的复兴，我们看到精品制麦厂重新崛起，麦芽贸易回归其
手工艺的本源，那就是由专业制麦厂为其附近的微型啤酒厂或啤酒吧供货。

干燥炉 分级

发芽 浸泡



➢ 早期小规模制麦的复兴在很多方面是对过去几个世纪的一种回溯，包
括主要采用手工方法，在农舍中完成所有基本的麦芽酿造步骤，但仍
能酿造出具有特殊属性的麦芽。

➢ 但不久之后，更先进的机械/设备开始发挥作用，在扩大规模的同时
提高了具有独特性状的麦芽的质量，从而实现微型/精酿啤酒酿造商
所追求的特定属性。

➢ 然而，与方法和实践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的啤酒大麦质
量。在这方面，我们加拿大大草原在开发具有卓越制麦特性的大麦品
种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 作为全球最大的啤酒消费市场，中国的啤酒消费量预计为470亿升，
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同时收入仍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长——即使每年
增长2%，也相当于增加10亿升。

➢ 中国目前的人均啤酒消费量仍低于全球标准，为30-35升/人，不到美

国的一半，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三分之一。如果人均消费量达到美国的
水平，年消费量可达1,200亿升。

➢ 然而，比销量更重要的是，消费习惯正在转向更高品质的啤酒，这引
发了啤酒市场的巨大变革，吸引了全球所有啤酒利益集团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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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啤酒市场

预计 2023 年将达到 500 亿升

人均消费量仍然较低，为 30-35 升/人

如果达到美国的水平，消费量将增加一倍以上，
如果达到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水平，

消费量将增加三倍

比数量更重要的是，啤酒质量正在提高，因此，
随着向高端品牌、微型和精酿啤酒的转移，啤酒

的价值也在增加



➢ 在本世纪初，啤酒得到大众青睐，但主要是本地（雪花、青岛）或外
国（喜力、嘉士伯）的大众品牌，高端品牌只能在高档酒吧、餐馆或
酒店找到。

➢ 短短几年间，啤酒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高档次的酒吧随处
可见（至少在大城市是如此），供应的啤酒质量也大大提高，不仅有
外国啤酒，也有国产啤酒。

➢ 虽然本地啤酒厂也开始推出高端品牌，但优质啤酒仍然主要来自进口
瓶装啤酒。这类啤酒不仅在酒吧/商店销售，还可通过互联网买回家
喝。



➢ 高档化趋势的早期标志是北京出现一家比利时酒吧，提供200-300种
瓶装比利时啤酒，还有品种众多的桶装啤酒。在上海开业的第一家啤
酒吧是加拿大人拥有和经营的。

➢ 虽然高档酒吧的普及速度很快，但啤酒吧的普及却花了十年时间。现
在全国各地共有数百家啤酒吧，其中许多是连锁店，有本地的，也有
外国的，还有一些在酿酒大师手中。

➢ 最新的趋势是，微型/精酿啤酒厂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最初是外
国初创企业，但现在也有本地企业加入。这让全球出口商有些失望，
但却让当地啤酒爱好者感到欣喜。

精酿啤酒厂

微型啤酒厂

啤酒吧



➢ 中国有着数百年的酿酒和蒸酒历史，所以并不缺制麦技术。事实上，
中国的制麦能力不仅足以满足巨大的国内需求，而且可供出口。

➢ 按照全球标准，中国需要超过1,000万吨的啤酒大麦才能满足需求，

但即使本地种植的啤酒大麦很少，进口量也仅为需求量的一半，这表
明中国采用了不同的酿造方法或使用了其他谷物。

➢ 随着需求快速转向优质啤酒，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啤酒大麦的进口量将
大幅增加，这不仅为澳大利亚和欧盟，也为加拿大带来了出口机会。

国内大麦供应

本地供应很少 需求：1000吨 充足制麦能力

大麦/麦芽进口

天然啤酒大麦 麦芽大麦进口：5-6百万吨

进口来源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欧洲



➢ 日本每年消费50-60亿升啤酒，是世界第七大啤酒消费市场。如果加上出口，其啤
酒产量甚至更高。由于日本国内种植的大麦很少，所以日本每年要进口约150万吨
啤酒大麦。

➢ 日本最大的啤酒制造商朝日啤酒（Asahi）在全球排名第7位（5.7亿升），麒麟啤
酒（Kirin）排名第13（2.6亿升），三得利啤酒（Suntory）排名第26（0.8 亿升），
札幌啤酒（Sapporo）排名第27（0.7亿升）。虽然它们以传统啤酒主导市场，但都
对微型酿造颇有兴趣。

➢ 日本的微型啤酒制造商受到产量配额的约束，允许啤酒吧/餐馆照顾自己的客户，
但不能超出太多，开放市场仍掌握在大型啤酒制造商及其微型子公司手中。



➢ 韩国的啤酒市场规模不大，每年的啤酒消费量为20亿升，人均消费量与

日本大致相同，但韩国的啤酒消费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为我们带来了啤
酒大麦出口机会。

➢ 韩国最大的啤酒制造商东洋啤酒（Oriental Brewery）由百威英博所有。
该公司对微型/精酿啤酒厂兴趣浓厚，同时也支持啤酒吧的发展。韩国
在十年前放宽了啤酒吧的许可证规定。

➢ 韩国对微型/精酿/酒吧酿造持相当开放的态度，对此，来自最大啤酒酿

造商的支持以及消费者的需求功不可没。预计韩国将在未来几年转向各
种高品质的啤酒。



➢ 越南是一个比韩国还要大的啤酒市场，年消费量接近40亿升，居世界
第9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越南的人均啤酒消费量也在不断上升。

➢ 东南亚地区接下来的两大啤酒市场是泰国（第24位，17亿升）和菲律
宾（第25位，15亿升）。这两个国家的啤酒行业高度集中，但微型/
精酿啤酒厂/啤酒吧酿造也在迅速兴起。

➢ 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是日本的3倍，但年消费量仅
为5亿升。尽管如此，鉴于其庞大的旅游市场，从啤酒需求的角度来
看，仍值得考虑。

消费量
（百万升）

大麦需求
（百万吨）

龙头啤酒厂商

日本

韩国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总计

朝日、麒麟、三得利、札幌

东洋（百威英博）、海特真露

喜力、西贡啤酒、三得利

Boon Rahd（胜狮）、象牌

生力、亚洲啤酒

Bintang（喜力）、达美、安可



➢ 我们的重中之重自然是规模最大、增长最快、变革最迅速的市场——

中国，因为结构性变化以及质量驱动将为高等级啤酒大麦品种创造巨
大需求。

➢ 中国极少种植啤酒大麦，也几乎没有更多的土地来扩大大麦生产，因
此依赖进口。此外，中国使用的啤酒大麦比全球标准建议的要少得多，
因此进口量也要少得多。

➢ 随着酿造质量标准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微型/精酿/酒吧酿造的发展趋
势，中国的啤酒大麦进口量可能会增加一倍，达到每年1,000万吨。
为此，加拿大需要与澳大利亚、欧盟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

➢ 此外，我们相信进口趋势将从麦芽转向大麦，因为绝大多数独具慧眼
的优质啤酒酿造商将倾向于在内部完成制麦工序，因此将进口更多的
啤酒大麦而不是麦芽。

➢ 尽管如此，在关注中国市场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忽略亚太地区的其他
市场（150亿升啤酒），依次为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越南、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 我们以散装形式出口大麦，包括啤酒大麦，但到最终用户手中时，我
们种植的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大麦却被认为不如澳大利亚或欧盟出口的
大麦。

➢ 通过集装箱运输，我们可以确保最终用户在自己的工厂收到密封的袋
装大麦时，大麦质量完好并保留了其身份特征，而且每吨成本要低于
我们的竞争对手。

➢ 我们也可以运输已发芽的大麦，但我们认为最好是在终端市场由制麦
承包商或啤酒酿造商自己制麦，以达到他们期望的酿造属性。

市场触达

• 目标终端用户市
场

• 行业和SC结构
• 小麦进口量趋势

• 过程和产品审
核

• 按类别/等级确
定小麦需求

• 数量需求和交
货时间表

• 农场存货供应
• 整合方案/计划
• 交货时间表

• 集装箱供货方
案

• 服务计划执行
• 项目管理

需求分析 采购策略 物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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