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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个拥有121年历史的知名品牌，青岛啤酒在中国乃至全球啤酒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面

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青岛啤酒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从传统

酿造向智能制造的跨越式发展，在生产效率、用户运营、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传统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本文从外部驱动、内部需求这两个方面，深入探讨青岛啤酒数字化转型的动因，阐

述数字技术赋能对百年老字号青岛啤酒价值运营的影响，进一步探究数字技术赋能百年老字号青岛啤酒

价值运营管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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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eritage brand with 121 years of history, Tsingtao Brewery holds a pivotal position in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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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global beer markets. In the face of intensify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diversified con-
sumer demands, Tsingtao Brewery has achieved a transformative leap from traditional brewing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yielding re-
markable results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consumer engagement,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itself as a benchmark for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inves-
tigate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singtao Brewery’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 dual perspec-
tive of external drivers and internal demands.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digital tech-
nology empowerment on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of this century-old enterprise, and further 
explore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digital technology-enable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in leg-
acy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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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由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引发的企业价值体系重构革命，其本质是通过数据要素的流

动、聚合与反馈，驱动商业模式、运营流程及组织能力的迭代升级。在我国数字经济建设浪潮中，行业

领军者正以先锋姿态开辟转型新路径。他们通过部署智能协同系统、打造柔性供应网络、重构数字化管

理体系，不仅培育出抵御市场波动的强健运营体系，更形成覆盖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范式。聚焦啤酒

饮料这一快消品细分赛道，青岛啤酒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首家啤酒酿造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展现出

独特转型智慧。面对全球啤酒产业深度整合与本土市场“三强鼎立”的竞争格局，如何通过差异化价值

创造强化品牌势能，如何在存量博弈中开辟增量空间，成为关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命题。青岛啤酒

在生产端部署工业物联网实现酿造过程的毫米级精准调控，构建区块链赋能的“从麦田到餐桌”全链路

溯源体系；在运营端打造智慧物流中台，实现全国生产基地的柔性调度；在消费端运用 AI 算法解析消费

者行为数据，孵化出“百年之旅”“琥珀拉格”等高端产品线。从而在“数字基因”重组中激活高端市场

增长引擎，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全场景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参考蓝本。 

2. 青岛啤酒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2.1. 外部驱动 

青岛啤酒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动因，主要源于政策导向、行业趋势及消费需求升级。2015 年《中国制

造 2025》的出台，标志着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国家战略议程。2022 年工信部“三品”行动方案的落地，

进一步明确消费品工业“品种迭代、品质跃迁、品牌增值”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国家推动工业互联网

和智能制造的背景下，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专项扶持政

策并设立转型基金。与此同时，5G 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为企业构

建数据采集系统、优化生产流程、完善防伪溯源体系提供了低成本解决方案。这种政策支持与技术进步

的双重驱动，为啤酒行业数字化升级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青岛作为“工业互联网之都”的政策红利，

为青岛啤酒提供战略机遇。但国际啤酒集团(如百威英博、嘉士伯)加速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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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华润雪花等头部企业则通过差异化营销策略争夺市场份额。与此同时，电商平台、社区团购等新兴

渠道的销售占比逐年攀升，迫使企业加快全渠道数字化运营体系的构建。纷纷布局数字化转型，倒逼青

岛啤酒通过技术革新保持领先地位。此外，现代消费者需求逐渐开始呈现高端化、个性化、场景化趋势，

年轻群体对产品体验和品牌互动的要求显著提升。消费者偏好变化其对产品差异化设计、场景化消费体

验及文化价值认同的追求已突破传统消费模式。在啤酒行业领域，精酿啤酒、果酒等新兴品类的市场渗

透率持续提升，迫使传统啤酒企业亟需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细分市场精准定位。 

2.2. 内部需求 

从传播学视角看，数字化转型过程暗合创新扩散理论的核心逻辑——通过组织内部的沟通网络与技

术采纳路径，推动新技术在产业链中的渗透与扩散。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品牌，青岛啤酒面临“经

典但传统”的品牌认知刻板印象，数字化转型成为突破品牌老化困境、重建情感连接的重要途径。相较

于白酒行业的文化溢价属性，啤酒产业面临双重结构性挑战：其一，工业啤酒同质化率高，强快消品属

性要求渠道效率与产品迭代速度双提升；其二，线上渗透率长过度依赖“工厂–中心仓–网格仓–终端”

的分布式仓储体系，数字化物流覆盖率较低。近年来，青岛啤酒内部需求主要聚焦于生产效率提升、运

营管理优化以及发展战略转型这三个方面。啤酒饮料行业在传统发展模式下，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凸

显。在数字技术尚未成熟时，企业资源过度集中于固定资产和存货，实物与数字信息无法有效对接，生

产资源配置难以实现精细化管理。根据青岛啤酒 2012~2021 年年报显示，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下，行

业整体销量下滑 7%，深度分销模式的传统啤酒企业遭受重创，促使企业积极探索线上线下渠道融合。与

此同时，精酿啤酒凭借其优质的原料、复杂的酿造工艺以及小规模、小批量的生产模式，在中国迅速崛

起。其产品泡沫丰富、酒精度高，通过监测消费者口味和购买记录实现个性化定制，附加值显著提升，

对传统工业啤酒的市场份额形成挤压。传统啤酒企业，如青岛啤酒，面临利润下滑、固定资产周转缓慢、

存货积压以及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啤酒企业亟需通过数字化转型，引入柔性生产线，开

启个性化定制服务，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青岛啤酒[1]。 

3. 数字技术赋能对百年老字号青岛啤酒价值运营的影响 

3.1. 生产智能化与效率提升 

在生产环节，青岛啤酒企业紧跟智能化发展趋势，构建 AI 驱动的产品研发系统，整合消费者评价数

据、原料特性参数与工艺标准，实现了关键参数的智能优化。自 2017 年起，青岛啤酒携手海尔 COSMOPlat
工业互联网平台，踏上智能工厂建设之路，于 2019 年成功推出个性化定制服务。智能工厂配备了先进的

啤酒灌装技术，以及智能化的洗瓶机、杀菌机、高位卸瓶垛机、纸箱包装机等设备。数字化生产线借助

光学成像技术，实时采集生产数据，精准判断产品质量，并据此做出相应处理。其中，EBI + FBI 电子验

瓶机的检测精度可达毫米级别，将整瓶划分为 9 个区域进行高速扫描成像，快速完成质量检测。 
此外，青岛啤酒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了“1 + X + N”的生态数字化平台架构。通过 1 个云端

母平台，连接多个子平台，实现全供应链上众多企业间的数据共享与协同。2020 年，基于该平台理念打

造的“平度智慧产业园”扩建项目竣工投产。该项目形成了以啤酒厂为中心，上游纸箱、易拉罐供应商，

下游经销、物流商互联共通的产业集群。传统串联式的大规模生产模式逐渐向新型并联式的按需生产转

型，能够更精准地规划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订单总量，提升定制啤酒市场份额，进而推动企

业绩效提升[2]。 
青岛啤酒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增强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通过智能工厂的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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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青岛啤酒能够快速响应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实现了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用

户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转型使青岛啤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为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

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3.2. 供应链与消费者洞察的精准化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青岛啤酒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构建了一套闭环供应链体系。重点推进订

单处理、生产排程、物流配送等核心环节的智能化升级。青岛啤酒组建跨部门数字化创新中心，通过数

据治理体系整合生产、营销、供应链等领域数据资源，形成“前端场景化创新–中台能力赋能–后端资

源协同”的敏捷响应机制。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从而优化企业库存管理策略，有效降低缺货和库存积

压的风险。另外，青岛啤酒还运用了 GPS 定位和条形码技术等先进手段，实现对产品的全程追踪和监控，

大大提高产品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在消费者洞察方面，青岛啤酒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先进的人工

智能算法，精准预测动态用户画像模型，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实时捕捉消费偏好演变轨迹。创新应用虚拟

现实技术搭建沉浸式试饮场景，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构建元宇宙消费体验。借助数字营销平台，深入洞察

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精准化的消费者洞察能力，使企业能够从规模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转变，从而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啤酒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3.3. 组织运营与决策系统的升级 

在组织运营方面，统筹数字技术部门与文化传承部门的协同发展。建立跨部门战略委员会，通过双

周联席会议机制，确保技术创新方向与文化传承目标的动态适配，形成“文化价值发现–技术方案设

计–商业场景落地”的闭环管理。青岛啤酒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新型的组织架构极大地促进青岛啤酒

企业内部的信息流通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使得青岛啤酒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能够以

更快的速度响应市场变化。数字化绩效管理系统和协同办公平台的广泛应用，使企业能够实时全面地收

集和分析员工的工作绩效数据，这样不仅有效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还提升沟通效果，增强企业团队的

凝聚力。在决策系统方面，青岛啤酒更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起一套智能化的决策支

持系统，该系统能够基于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为青岛啤酒提供精准的市场预测、全面的风险评估以及

科学的策略建议，助力企业在运营发展中做出更加精准合理的决策，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 数字技术赋能百年老字号青岛啤酒价值运营管理路径 

4.1. 数字化互动营销与场景化文化体验 

品牌价值的运营提升要以文化为内核，将品牌文化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可认同的内容，以互动为

桥梁，通过参与感设计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变为“品牌共建者”，增强情感粘性；以整合为手段，

适应新媒体环境，打破媒介壁垒，实现“内容创意 + 渠道适配 + 数据驱动”的高效传播，最终提升品

牌忠诚度与市场竞争力[3]。青岛啤酒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开发虚拟现实交互系统，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

空间。以沉浸式技术赋能互动体验，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场景化触达，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的消费体

验，形成文化传播裂变效应。 
一方面，青岛啤酒以沉浸式技术赋能互动体验，搭建 AR 增强现实营销平台。建立用户生成内容激

励机制，鼓励消费者创作品牌相关数字内容，基于心流理论，青岛啤酒运用 AR/VR 等前沿技术打造“1903
酒吧”和快闪店等虚拟场景，通过动态视觉内容和冬奥联名罐扫码互动，让消费者在高度专注的互动中

进入沉浸状态。例如，在“1903 酒吧”中，消费者通过虚实结合的感官刺激，运用动作捕捉技术还原传

统酿造工艺，通过手势交互操作虚拟酿酒设备，深度理解百年工艺传承脉络。符合体验式学习理论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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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化感知强化记忆”的机制；快闪店则通过情感化设计(如哈酒鸭 IP、啤咔冰社交单品)触发消费者的主动

参与，形成深层次品牌认同。此外，冬奥主题联名罐结合 3D 视觉技术优化展示精准度，利用“感官营销”

原理，将产品创新与科技力量转化为可感知的消费体验，最终通过“创造心流体验–增强情感共鸣–深

化品牌认知”的闭环，实现从技术赋能到心理联结的跨越。 
另一方面，以线上线下技术融合实现场景化触达。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青岛啤酒注重线上体验

的创新，同时也更加关注线上线下融合的场景化触达。青岛啤酒通过构建“扫码营销+线下体验”的闭环，

让消费者在享受线上便利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线下体验的魅力。消费者通过扫描青岛啤酒瓶身上的二维

码，可以参与线上抽奖、定制广告等趣味活动，增加消费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青岛啤酒还通过智

能包装线数据的实时更新，提升场景化消费的透明度和趣味性，让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更加放心和满意。

此外，青岛啤酒还基于数字驱动的柔性生产，支持个性化云定制，满足年轻群体对独特性体验的需求。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定制专属的青岛啤酒，企业通过限量发行、属性赋能等运营策略，

赋予传统商品新的收藏价值与社交属性，实现文化价值的商业转化。让消费者的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次

独特体验[4]。 

4.2. IP 联名与数据驱动的精准传播 

青岛啤酒运用数字技术赋能运营管理，焕新产品的品牌形象，实现运营的精细化与高效化，构建文

化数字化战略框架，确立品牌历史资产 IP 化、工艺知识数据化、消费体验沉浸化的核心战略方向。通过

制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明确将文化基因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避免陷

入单纯技术升级的误区。通过 IP 跨界合作与数据驱动的精准传播，青岛啤酒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

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第一，IP 跨界合作焕新品牌形象。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品牌的新鲜感和活力至关重要。

因此，青岛啤酒以“电影 + 音乐 + 萌物”IP 组合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品牌年轻化战略，通过联名热门

影视 IP 推出限量款产品，成功吸引大量年轻消费者的关注，这些联名产品不仅在设计上融入影视 IP 的

元素，更在数字化私人订制策略上下足了功夫，让消费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专属的啤酒包装，同

时也强化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此外，青岛啤酒还通过特制广告和场景化营销，将 IP 流量有效

转化为品牌忠诚度。例如，青岛啤酒在热门影视作品的放映期间，会在影院内投放联名产品的广告，并

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活动，引导消费者参与联名产品的购买和分享，以此提升青岛啤酒的品牌曝光度，

更是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二，数据驱动的精细化运营。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企业运营的重要资源。一方面，青岛啤

酒通过建立消费者数字化运营中台，实现对全域数据的整合与分析。通过消费者数字化运营中台，青岛

啤酒能够实时掌握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偏好等信息，进而生成 360˚用户画像，帮助企业更全面地了解消

费者需求，并基于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制定精准营销策略，通过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升粘性。另

一方面，青岛啤酒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实现智能标签圈选与自动化营销，依托分众传播策略精准定位消

费群体。通过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分析，青岛啤酒精准识别出对高端产品感兴趣的消费者群体，定向为

消费者推送相关信息，从而有效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复购率。同时，青岛啤酒与蚂蚁链合作开发“一瓶

一码”溯源平台，扫码可获取麦芽产地、酿造时间、物流轨迹等全链路信息。防伪系统使市场假货率下

降 70%，显著提升高端产品(如“百年之旅”)的消费信任度。并通过数据分析及时调整广告投放策略，结

合议程设置理论优化传播内容触达效率。数据驱动的精细化运营还实现了品牌商、终端与消费者之间的

高效协同。通过数字化手段，青岛啤酒能够实时掌握终端库存情况、销售动态等信息，并据此制定更加

合理的生产和配送计划，运用创新扩散理论推动供应链敏捷响应，不仅提高运营效率，也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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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4.3. 全渠道融合的数字化视觉触点管理 

青岛啤酒以全渠道融合的数字化视觉触点管理为突破口，通过部署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系统(瓶身瑕疵

识别准确率达 99.9%)、工业物联网平台(设备联网率 100%)及数字孪生技术(生产流程模拟优化能耗)，实

现全生产流程的智能化管控。数据显示，该工厂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 30%，单位产品能耗降低 15%，

废水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5%，为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树立典范。 
一是全渠道数据整合与触点智能化。青岛啤酒搭建全链条智慧供应链体系，通过经销商进销存管理

系统，实现智能下单、库存预测与 AI 客服，极大地强化终端响应效率。智能化系统能够为企业融合气象

数据、节庆因素与区域消费特征实时分析销售数据，预测市场需求，从而确保库存水平。另外，青岛啤

酒利用数字营销全景平台，统一管理线上线下触点。通过动态优化 UTM 参数与客户行为标签，公司能够

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触达。企业创新开发个性化定制罐体服务，消费者可通过线上平台自主设计瓶

身文案与图案。依托数字印刷技术与柔性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小批量订单的快速生产交付(最短 48 小

时)。无论是社交媒体广告、电子邮件营销还是线下活动，都能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和行为习惯进行个性化

定制，提高营销效果。 
二是供应链与消费场景的协同优化。在供应链方面，青岛啤酒引入 ASCP 系统智能排产和敏捷物流

模式，实现订单驱动的“准时化生产”，该模式能够帮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生产计划，减少企

业库存积压的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青岛啤酒通过能源智能化控制，降低青岛啤酒生产过程

中的碳足迹，在原料采购环节，区块链技术实现 100%进口大麦的全程溯源，确保符合雨林联盟等可持续

采购认证标准，构建绿色供应链体系。以此展现企业的环保责任。在消费端，青岛啤酒通过 O2O 平台打

通酒吧配送场景，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到新鲜的啤酒。此外，公司还结合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新

零售模式，与美团优选、盒马等平台合作开展“鲜啤闪送”业务，构建“无界”购物体验，无论消费者身

处何地都能轻松购买到青岛啤酒的产品[5]。 
三是视觉触点的一体化设计。青岛啤酒深知历史品牌视觉形象的重要性，与故宫文创、敦煌研究院

联合推出“国粹系列”啤酒，将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 AR 历史漫游系统，扫描瓶身即可触发

1903 年青岛啤酒厂虚拟场景，用户平均停留时长 4.2 分钟，实现文化传播创新。通过强化青岛啤酒品牌

VI 系统的简洁化与符号化，确保在包装、终端陈列及数字化广告中保持视觉一致性，以此增强青岛啤酒

品牌的辨识度，有效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除此之外，青岛啤酒为了实现线下门店与线上页面的视觉

协同，引入了机器视觉技术，以此实现对成品的精准化管理，确保企业的每一瓶啤酒在外观和质量上都

达到最高标准。不仅如此，青岛啤酒还借助数字化手段，针对线下门店产品的陈列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及时调整线上页面的设计，确保视觉触点的一致性和吸引力。 

5. 结语 

百年老字号品牌价值竞争的本质是企业通过构建动态能力体系在市场中获取持续优势的过程，其核

心在于“数据驱动 × 生态协同”的价值重构。青岛啤酒作为百年品牌，以数字技术打通“产品–渠道–

品牌”全链路，在产品创新阶段，通过 AI 需求洞察与区块链质量追溯，孵化出高端产品线，在渠道重构

阶段，依托“渠道云脑”实现智能补货与物流优化，在品牌跃迁阶段，运用 AR 技术复原历史酿造场景，

发行 NFT 数字藏品，激活年轻客群，增长品牌价值。这种“数字基因”驱动的“三链融合”(供应链→数

据链、价值链→创新链、文化链→生态链)，为青岛啤酒突破增长困局提供了“技术穿透 × 战略敏捷”的

双螺旋范式，印证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工具革新，更是价值创造逻辑的重构。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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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为根基，方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增长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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