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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品种单一、低端微利、产量巨大、原料依赖进口的中国啤酒, 本文从中国啤酒工业形势、中国水

果产业形势、果汁啤酒的发展状况、果汁啤酒发展的必要性、果汁啤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果汁啤酒技术研

发等方面阐述了拥有花色繁多、营养丰富的果汁啤酒的未来市场潜力。啤酒和果汁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果汁啤

酒的生产一般是以添加果汁或果味香精而酿造的, 该产品不仅保持啤酒的风味特征, 同时又赋予其水果的风

味特征。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啤酒生产国和最大的水果生产国, 但国内果汁啤酒市场状况不如人意, 果啤生产还

存在许多问题, 果汁啤酒的研究正是顺应这一市场要求。本文旨在探讨解决啤酒工业和水果产业的难题, 提升

我国啤酒行业, 丰富啤酒市场, 增加果农收入和产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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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beer industry is facing with some severe situations, such as lack of variety, low quality, 

small profit, large yield and dependence on imports of raw materials.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d the future 

market potential of fruit beer with numerous varieties and rich nutrition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beer 

industry and fruit industry situation, fruit beer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necessity, existing problems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s of fruit beer. There are various rich nutrients in the beer and fruit juice. The fruit beer is 

usually brewed by adding juice or fruit essence, and the product not only keeps the flavor of beer, but also 

contains the flavor of fruits. China is the largest beer and fruit production country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domestic market conditions of the fruit beer are poor and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fruit beer production, So 

the studies of the fruit beer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arke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focused on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in beer and fruit industry and the probably solved methods. Our results will enhance 

Chinese beer industry, along with expanding the beer market,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orchardis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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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value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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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啤酒是以大麦芽、酒花、水为主要原料, 经酵母发酵

作用酿制而成的饱含二氧化碳的低酒精度酒[1]。啤酒富含

多种营养物质, 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矿物质[2], 且含有人体必需的 8种氨基酸[3], 因其口感风味

独特, 成为风靡全球的饮料。中国啤酒工业的发展很快, 已

成为世界第一大啤酒生产大国, 然而中国的啤酒大麦因品

质、栽培技术等原因 , 使国内啤酒大麦原料得依赖进口
[4-7]。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越

来越注重啤酒的档次和品质[8]。 

果汁啤酒（简称果啤）的生产一般添加果汁或果味香

精酿造而成[9-11], 该产品不仅保持啤酒的风味特征, 同时

又赋予其水果的风味特征[12]。由于果汁具有营养价值高、

口感柔和自然等特点, 成为消费者的首选。利用啤酒的发

酵生产设备和国内丰富的水果资源, 开发成本低廉, 资源、

营养丰富的果汁啤酒, 顺应世界饮料发展潮流, 是消费者

要求啤酒向“低浓度、低酒精、功能性、果味型”发展的必

然需要。果汁啤酒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而且对啤酒工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也弥补了我

国啤酒酿造原料的紧缺, 对推动我国果品产业及饮料市场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8,13-15]。本文对啤酒工业形势和果汁

啤酒发展情况进行综述, 为其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2  中国啤酒工业形势 

2.1  啤酒营养与健康 

啤酒酒精含量低, 含有较为丰富的糖类、维生素、氨

基酸、钾、镁矿物质等营养成分[16], 适量饮用, 对身体健

康有一定好处[17]。啤酒中的有机酸具有清新、提神的作用。

适量饮用可减少过度兴奋和紧张情绪, 并能促进肌肉松弛
[18]。啤酒含有丰富的二氧化碳, 可以刺激胃肠加强蠕动、

帮助消化、增进食欲、增加尿量、滋补脾胃, 啤酒花含有

蛋白质、维生素、挥发油、苦味素、树脂等, 具有强心、

健胃、利尿、镇痛和防腐杀菌的医疗效能[19]。适当饮用啤

酒对心血管、糖尿病等疾病具有防御作用[20]。适当饮用啤

酒可明显提高人体抗氧化性、改善人体免疫机能, 具有抑

癌作用[21]。除此之外, 啤酒中低含量的钠、酒精、核酸能

增加大脑血液的供给, 扩张冠状动脉, 并通过对肾脏的剌

激而加快人体的代谢活动。 

2.2  国内啤酒形势 

中国啤酒行业起步较晚, 我国最早建立的啤酒厂是

1900 年由俄国人在哈尔滨开办的乌尔卢布列夫斯基啤酒

厂, 直到 1915年在北京由中国人出资建立了双合盛啤酒厂
[22]。改革开放后中国啤酒产量增长迅速, 2002年中国啤酒

产量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啤酒生产国, 此后啤

酒产量一直稳居全球第一[23]。如表 1所示[24], 产量总体上

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2004~2013 年间的年均增幅为 6.22%,  

2013年, 我国啤酒产量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经济发展, 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要求日益提高, 中

高档尤其是中档啤酒市场迅速发展起来, 与之不相适应的

是, 中国大部分啤酒企业 90%以上的产品属于低档产品, 

中高档啤酒所占总产量比例还较低, 产品的生产规模依然

很低。外资牢牢占据着中国高端啤酒市场 60%以上的市场

份额, 其赢利水平, 至少是中国本土中低端啤酒的十余倍
[25]。总的来说, 国产啤酒一直在从事微利低端啤酒市场, 

另外, 国产啤酒品种单一, 缺乏市场竞争能力, 更加压榨

啤酒行业利润。据中国酿酒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在国产啤

酒品牌中, 有 45%的企业处于亏损的边缘, 32%左右的企

业保本经营, 只有不到 20%的企业发展良好[26]。很多专家

学者将其归结为产能过剩、分布不均、过度竞争造成的[27]。

中国啤酒行业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夹缝生存。 

2.3  啤酒工业麦芽形势 

    多年来, 中国啤酒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但原料生产没

有跟上产量步伐, 特别是优质大麦的产量更是匮乏(如表 2

所示)。2012 年中国大麦进口量高达 252.8 万吨, 总体来

看, 自 2000~2012 年, 中国年均大麦进口量为 194.47 万

吨, 大麦已成为严重依赖进口的重要粮食作物[28]。 

以目前我国啤酒工业发展趋势, 原料自给缺口将会

拉大, 更加依赖进口, 行业发展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钳制。

对于我国的啤酒产业来说, 原料涨价、外界环境波动的形

势十分严峻。主要原料受制外界环境, 使中国啤酒行业发

展举步维艰。辅料供应也是捉襟见肘, 再加上近几年大米

等辅料价格上扬, 更加雪上加霜, 甚至失去部分定价机制。     

3  中国水果产业形势 

3.1  水果营养及健康 

水果不但含有丰富的营养且能够帮助消化[29], 有降

血压、减缓衰老、减肥瘦身、皮肤保养、明目、抗癌、降

低胆固醇等保健作用[30-31]。例如苹果中含有多酚、糖类、

三帖、果胶、膳食纤维等物质, 具有抗癌、抗肿瘤、降低

血压、抑菌、增强记忆, 促进发育, 减肥、促进睡眠等作用
[32]。水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也可做食品添加剂或配料, 

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丰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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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4~2013 年我国啤酒总产量(万吨) 
Table 1  Total yield of beer in our country in 2004~2013 year 

年 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啤酒产量 2948.6 3126.1 3543.6 3954.1 4156.9 4162.2 4490.2 4834.5 4778.6 5061.5 

 
 

表 2  2007~2013 年进口啤酒大麦、国内啤酒大麦需求统计与估算 
Table 2  Statistics and evaluations of import and demand quantity of beer barley in 2007~2013 year 

年   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啤麦需求量/万吨 310 298 340 340 - -      - 

进 口 量/万吨 92.8 107.6 173.8 182.7 236.7 252.8  235.0 

比   值/% 29.9 36.1 51.1 69.6 - -     - 

 
 

表 3  2004~2014 年我国鲜果总产量/种植面积 
Table 3  Total yield of fresh fruit /plant area in China in 2004~2014 year 

年 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水 果 

产 量

/万吨 

15340.88 16120.09 17101.97 18136.29 19220.19 20395.51 21401.41 22768.18 24056.84 - 26142.2

果 园 

面 积

/公顷 

9768.18 10034.8 10122.56 10471.13 10734.26 11139.51 11543.85 11830.55 12139.93 1113.95 - 

 
 

表 4  2004~2012 年我国鲜果人均产量及人均消费量(kg) 
Table 4  Output and consumption (kg) per capita of fresh fruit in China in 2004~2012 year 

指标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人均水果产量 118.36 123.65 130.45 137.62 145.1 153.2 159.99 169.39 178.11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 

人瓜果及制品消费量 
17 17.2 19.1 19.4 19.4 20.5 19.6 21.3 22.8 

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购买鲜瓜果数量 
56.5 56.7 60.2 59.5 54.5 56.6 54.2 52 56.1 

 
 

3.2  我国水果生产规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生产国, 自 1993 年以来鲜

果产量一直位于世界第一[33-35], 如表 3 所示, 我国鲜果产

量、种植面积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2014年, 我国鲜果

产量创下历史最高水平[34]。 

3.3  我国水果产业面临的困境 

随着我国水果产量增加, 2012 年中国水果出口量达 

328.2万吨[36], 在国际水果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 我

国水果出口以鲜果为主[33], 随着中国水果产业的发展, 特

别是中国水果产量的飞速增加, 这种类似工业原料的出口

形势经济价值低, 难以给果农创造更高的收益。 

由表 4看出, 2004年以来,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鲜瓜

果数量基本稳定在 58 kg,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瓜果类消费量稳

定在 20 kg左右, 鲜瓜果消费量没有显著变化[34]。我国水果人

均产量增速明显, 人均消费量增长缓慢, 水果产量过剩比较

明显, 亟需水果加工业的发展。且水果大多具有季节性, 且长

期保存困难, 在收获转运时损耗严重, 我国的水果和果蔬采

后平均损耗率达到 25%~30%[32,37], 更加压缩果农收入。 

4  果汁啤酒的发展状况 

4.1  果汁啤酒的发展阶段 

果汁啤酒又称果汁啤酒混合饮料, 是一种由啤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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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碳酸水相混合而成的新型饮品。相对于原酒而言, 果

汁啤酒增加了果汁及甜度, 降低了啤酒含量, 丰富了啤酒

口味和营养价值。我国果汁啤酒的发展大体经历了 3个阶

段[38-41]: 第一阶段的产品实际是果味啤酒, 人们称之为麦

精汽水, 它是将啤酒稀释, 然后加入一定量的白砂糖和柠

檬酸, 再加入一定量的香料而制成。这种果味啤酒虽有水

果风味, 但其营养价值相对较低。第二阶段的果汁啤酒是

在啤酒中加入浓缩果汁或鲜果汁, 增加了啤酒中维生素和

矿物质含量, 其营养更加突出, 口感也更加柔和, 但稳定

性较差而未得到推广。第三阶段的果汁啤酒实际是用水果

酿制啤酒, 是果汁与麦芽汁预先混合, 再经发酵酿造而成。

这种果汁啤酒同时具有水果的风味和啤酒的醇香, 克服了

前两个阶段的不足, 口感也更加协调和柔和。 

4.2  果汁啤酒营养性和功能性 

啤酒含有较为丰富的糖类、维生素、氨基酸、钾、钙、

镁等营养成分[42], 钠、钙等矿物离子不足[43]。而水果营养

价值非常高, 果肉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蛋白质、膳食纤维、

脂肪、钙、铁、磷、钾、锌等营养元素, 水果与麦芽相结

合, 水果中含有的矿物质可弥补啤酒中缺乏的钠、钙的不

足, 另外水果中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增加啤酒的

营养成分, 且水果多酚可预防疾病。果汁啤酒保留了原啤

酒的啤酒香气、酒精含量及苦涩口感, 又增加了果汁饮料

类的水果香甜滋味、口感和营养, 同时由于增加了饮料中

二氧化碳的含量, 而更富有碳酸饮料类的生动口感, 该混

合饮料口味新颖别致, 丰富了啤酒的口味[44]。 

4.3 果汁啤酒的产量 

在果汁啤酒行业, 欧美走在市场的前列, 目前, 在欧

洲市场上颇为流行的果汁啤酒产品有: 柠檬、可乐、菠萝、

苹果、水蜜桃、黑加仑等。欧洲的一些啤酒企业纷纷推出

了各自品牌的果汁啤酒混合饮料 , 如嘉士伯、喜力、

Henninger、Holsten 都有自己的果汁啤酒产品[39]。果汁啤

酒在德国发展迅速, 1993年果汁啤酒产量仅为 2万吨左右, 

而到了 2001年, 其产量已达到 20万吨, 到 2005年 1~5月, 

德国啤酒混合饮料销量首次突破 50万立升, 比去年同期增

长 36%[44], 果汁啤酒在欧美市场潜力相当巨大。国内己有

几家规模较大的啤酒企业开始关注果汁啤酒的生产, 如燕

京啤酒、青岛啤酒、重庆啤酒、黄河啤酒、蓝剑啤酒等大

中型啤酒厂均已小规模生产出符合国际流行风格的果汁啤

酒,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可观的利润[45]。 

5  果汁啤酒发展的必要性 

5.1  啤酒现状问题引发的必要性 

中国占据啤酒第一生产大国近十年, 但是麦芽原料

一直不能自给, 啤酒原料大麦主要是进口, 对外界依赖程

度极高, 且逐年递增, 对于我国啤酒行业来说, 形势十分

严峻, 容易受到外界条件影响。另外, 我国啤酒出口能力不

强, 99.5%靠内销, 出口只占到总销量的 0.5%, 仅有青岛等

少数几个企业开发海外市场[45]。另外, 长期以来, 国内众

多的啤酒厂家都在生产单一口味的啤酒, 市场缺乏活力, 

无新鲜感, 无法满足各种各样的啤酒消费者对消费产品的

要求。 

5.2  果汁现状有利于果汁啤酒发展 

我国水果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但鲜果出口水平低, 如

此大的水果产量, 多数依靠鲜销, 供已经远大于求, 水果

的深加工能力和利用率低 (加工量 : 发达国家一般为

50%~60%, 我国目前不到 20%)[38], 因而造成水果腐烂倒

掉的损失严重, 大大挫伤了果农生产积极性。面对国产水

果行情, 提高水果的深加工能力才是解决水果过剩、提高

果农收入的主要途径。以水果代替部分麦芽, 由此可减轻

水果保鲜贮藏压力, 降低损耗浪费,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增强水果种植农户的积极性, 加速水果产业化发展, 使其

转化为经济优势, 也可以缓解麦芽对外的依存度。果汁啤

酒的研究正是顺应这一市场要求的, 这种果汁加麦芽汁的

研究成功, 不仅促进水果工业转化, 丰富饮料酒市场, 同

时由于其含丰富的营养成分, 满足消费者各种需求, 增加

啤酒市场的花色品种、丰富饮料酒市场, 解决了中国啤酒

品种少, 口味单一的市场局面, 提高了啤酒档次, 增加啤

酒出口量; 同时也解决水果过剩和流通损失水果, 增加果

农收入; 活跃市场, 提升我国啤酒工业。 

5.3  果汁啤酒的市场需求 

尽管目前国内果汁啤酒市场状况不如人意, 但依然

显示出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的理念和认知不断发生变化, 

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逐渐从量的追求转移到质的提升, 追

逐时尚和注重保养身体。果汁啤酒饮料既可满足消费者不

同的需求, 又能丰富市场消费, 更受到女士、青少年、运动

爱好型、强身保健型及不胜酒力人群所喜爱。 

虽然近年来, 欧美国家啤酒消费量逐年下降, 但果汁

啤酒混合饮料销量却稳步上升[46], 面对巨大市场和高额的

利润, 相信果汁啤酒作为一种新型的啤酒饮料, 像当年的

茶饮料一样, 将会以其独特的风味、口感得到消费者的肯

定, 必将推进我国果汁啤酒新产品的快速发展。 

6  果汁啤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6.1  质量标准问题 

随着消费者需求, 果汁啤酒逐渐在市场走俏。从种类

上看, 果啤产品中种类繁多, 添加的果汁种类有菠萝、柠

檬、乌梅、苦瓜、枸杞等。像燕京、蓝带、金星等大中型

啤酒厂都推出了相关产品, 但是由于标准缺失, 产品差异

较大。酒精含量不一 , 燕京柠檬果汁啤酒的酒精含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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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5%, 而广东蓝带集团生产的蓝带柠檬啤酒则不含

酒精[47]; 果汁添加量没有明确规定, 不像果汁饮料有明确

的添加量[48]。目前市场上果汁啤酒有 20多个品种, 但还没

有专门的果汁啤酒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产品的酒精度

数、果汁含量均有较大差别, 而且多数厂家各自采购果汁

及其他配料, 现配料灌装生产, 导致产品质量不稳定[47]。

在果汁啤酒逐渐被市场接受的趋势下, 为了维护消费者的

权益, 应该以啤酒国标为基准, 规定果汁最低添加量, 制

定一系列标准[50]。 

6.2  产品定位问题 

果汁啤酒与纯啤酒饮料比较, 酒精度含量有所降低, 

略带甜味, 增加了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例如钾、钙、锌

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有益于人体健康[47], 极大地丰富了

啤酒的花色品种, 满足各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更适合老年

人、妇女、儿童及其他不胜酒力的人群消费者。随着啤酒

市场竞争的愈发激烈, 市场细分渐渐被各大啤酒厂商所重

视。近些年来, 一些品牌厂家针对不同消费者推出了一些

个性化的啤酒产品, 但是, 从目前的消费氛围看, 还没有

哪一个品牌的啤酒形成品牌效应 , 牢牢占据消费者的心

智。我国市场上针对女性消费者开发的啤酒多以果汁啤酒

为主, 荔枝、香蕉、菠萝、草莓、沙棘、柠檬、葡萄、苹

果等, 其他还有苦瓜、清凉薄荷、鲜姜汁等。尽管口味较

多, 但对目标消费者却没有准确定位, 包装缺乏针对性和

个性化, 加上缺乏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宣传和引导, 因而

销售量很低。国外的啤酒都具有鲜明的个性, 如日本推出

的粉红啤酒 Cana Story, 充满着无限诱惑; 德国的果酿啤

酒是用小麦与天然鲜果共同酿造的啤酒, 带有水果的清新

之余, 也可随着水果种类而呈现不同颜色, 口味也极为丰

富, 有柠檬、西柚和荔枝等鲜果的味道。据业内人士分析, 

目前, 国内果味啤酒的销售占啤酒总销售量不足 0.5%, 尚

未形成真正的消费需求[51]。因此果汁啤酒可在小容量、低

酒度、口味淡、色彩瓶、个性化设计、情感化诉求等等方

面进行针对性研究。 

6.3  加工技术问题 

果汁啤酒具有许多优点, 但是在果汁啤酒生产中也

出现许多问题。果汁啤酒常见的质量问题可归纳为物理、

化学和生化三方面 [52]。由于果汁果胶含量比较高, 果汁啤

酒在杀菌、运输、销售中常常会像果汁一样, 出现部分沉淀, 

给生产增加技术难度; 产品在杀菌后会失去部分原有香味; 

不同水果糖度、酸度等理化性质不同, 在研制过程需要进行

一系列调配摸索试验, 不同品种之间没有一定的相关, 在生

产需要调节不同参数, 给生产设备带来一定压力。 

7  果汁啤酒技术研发 

巨大的市场需求、高额的利润刺激下, 出现了果汁啤

酒研发的高潮, 许多科研人员都在从事果汁啤酒的研究, 

像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苗方等人关于黑莓啤酒的

研制[53], 吉林农科院徐静关于蓝莓果啤的研制[54], 东北农

业大学樊庆等关于樱桃啤酒酿造工艺的研究[55], 江苏食品

职业技术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刘连成、陆正关于青苹

果保健鲜啤酒的研制[13]等。不仅高校人员参与果汁啤酒研

究[56], 许多食品公司也投资果汁啤酒研发, 像雪花啤酒与

浙江工业大学关于研发的果味鲜啤酒的开发研究[57]。在众

多人力物力投入下, 定能解决现有果汁啤酒生产问题, 为

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果汁啤酒。 

8  总结与展望 
果汁啤酒是来自消费者的需要, 这种啤酒同时具有

水果的风味和啤酒的醇香, 使果汁啤酒口感更加协调、柔

和, 含有的丰富的糖和有机酸也使果汁啤酒具有特殊的味

道, 满足消费需求个性化、保健化、多样化消费趋势, 符合

消费者的心理和饮用习惯的改变。啤酒质量日益同质化的

今天 , 个性化的品牌日益趋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部

分。而国内众多啤酒厂家都在生产单一口味的啤酒, 使市

场缺少活力、新鲜感。开发各种果味型啤酒, 将对提高啤

酒厂淡季的设备利用率, 转化水果, 丰富饮料酒市场, 具

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还可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更受

到女士、青年及运动型人群所喜爱, 演变为一种消费时尚。

全国果啤年销售量在迅猛发展, 现如今果啤酒已发展成为

啤酒企业不可或缺的一款重要产品。果啤将成为啤酒企业

新的利润增长点, 为企业赢得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将对促

进我国啤酒工业的健康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赢

得未来巨大的啤酒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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