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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中国西部中小企业集群多维度生态模式的构建
与优化》为西部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提供了较新颖的思路和方法，即从西部中小企业集群识别模式出
发，分析自身的特点进而通过培育“生态”关系来不断提升集群的“生命力”。
同时也为转型期西部中小企业集群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政
策引导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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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案例--伊利、蒙牛的竞争共生　　伊利、蒙牛这两家公司本是同根，二者具有相同的产品、
共同的市场，他们之间的竞争从蒙牛创立之初就没有停止过，并在伊利2003年度从光明手中夺得中国
乳业老大座次的同时升级为对决。
经过2004、2005、2006三个年度的比拼，两家企业已成长为中国乳品业的两极。
可以说，正是伊利、蒙牛“同城相争”才形成了集聚和扩散效应，对呼和浩特乃至全区乳业和区域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
两家企业的巅峰对决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产品创新之争　　液态奶是中国乳品业最重要、最核心
的部分，占据中国乳品业的60%市场，液态奶的市场份额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排名，这是蒙牛
和伊利争夺的主战场，他们在液态奶产品的UHT奶、乳饮料、酸奶等三个主阵地展开猛烈的争夺。
　　UTH奶：功能型伊利“早餐奶”和蒙牛“晚上好奶”，高端型蒙牛“特仑苏”和伊利“金典”，
逐对比拼。
在经过长期价格大战后，伊利在2005年首先推出了功能型的伊利“早餐奶”，向大众灌输营养早餐的
理念，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
蒙牛紧随其后，推出蒙牛“晚上好奶”，向消费者传递牛奶的营养与安睡作用，并相继推出蒙牛“早
餐奶”、“未来星成长奶”等系列功能奶。
2006年蒙牛推出高端奶“特仑苏”，蒙语即金牌牛奶，向消费者宣扬其源于纯正奶源，高科技、高营
养，得到了轰动性的市场效果，该产品还在2006年度的IDF大会上获得“新产品开发大奖”。
伊利也推出高端新品“金典”，宣传其奶牛MIP概念，同时不忘奶源地、高科技和高营养概念，并开
展“关爱精英健康计划”市场推广活动为“金典”销售助力。
　　乳饮料：在乳饮料市场，先有伊利的“优酸乳”，向主要消费人群的青春少年传递“青春滋味，
自己体会”的诉求信息，取得了良好的市场业绩。
蒙牛推出追随品牌“酸酸乳”，并借助“超女”之势，飞速发展，销售收入从2004年的8亿元飙升
至2005年的30亿元，成为成长最快、最成功的产品，市场份额也超越了“优酸乳”。
为避免低端产品的过度竞争，蒙牛推出了高端产品“心情二次方”，伊利也随即推出对抗产品“C小
调”，宣传其既营养又健康。
近期蒙牛又推出了“真果粒”，含有可嚼果粒的常温乳饮料，解决了营养和技术两大难题，定位于白
领女性，继续走高端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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