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对
欧洲主要葡萄酒生产国来说，实
在不是个好年份，年初美国纳帕
谷发生火灾，4月份法国波尔多
勃艮第遭遇30年不遇的寒流。
据欧盟农业与农村发展部消息，
由于冰雹、霜冻、干旱等极端天
气的影响，欧盟成员国2017年
葡萄酒产量同比下降14%。其
中3大主产国中，意大利下降
21%，法国下降19%，西班牙下降
15%，减产已成定局。2017年葡
萄酒价格同比上涨了20%~30%，
全球葡萄酒产量也同比下降。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欧洲的“蝴
蝶”扇了一下翅膀，中国的葡萄
酒市场感受到了寒意。葡萄酒
原酒涨价预期强烈，对中国市场
的进口葡萄酒会有什么影响呢？

全球散装酒价格上涨
成定局

葡萄酒专家董树国认为，欧
盟餐酒的涨价，除了因天气原因
减产严重之外，还包括海运费的
暴涨、美元对欧元汇率上升、市
场需求增大和生产物料成本增
加等原因。

据烟台高升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贾强分析，在全球的葡萄
酒贸易中，散装葡萄酒贸易占到
40%的市场份额。2016年中国
进口的散装葡萄酒比2014年翻
了一番，但仅占全球散装葡萄酒
贸易量的不足4%。

2016年一季度，全球散装酒
价格跌到历史最低点。2016年4
月份，在阿根廷葡萄大幅减产
后，智利遇到了连绵的降雨，损
失惨重，原酒价格快速回升。
2017年春天，法国、意大利、西班
牙遭遇大面积的霜冻、干旱等极
端天气，产量创下历史新低。自
9月份的采收季开始，葡萄价格
一路飙涨。

根据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
织OIV发布的全球葡萄酒产量
的预测报告，2017年全球葡萄酒
产量预计246.7亿升，相比2016
年下降了8.2%，创1950年以来
的最低点。其中，意大利、法国、
西班牙依旧是全球葡萄酒产量
最大的3个国家。但整体来看，
意大利相比2016年产量下降了
23%，法国下降了19%，西班牙下
降了15%。此外，德国、智利的
产量也持续走低，相比2016年
分别下降了10%和6%。在主要
产酒国中，2017年葡萄酒产量实
现增长的仅有澳大利亚、南非和
阿根廷。

据贾强介绍，2017年11月
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
九届世界散装葡萄酒展上，全球
的散装酒库存和价格已经十分
明朗，入门级酒的价格比2016
年普遍翻番，中高等级的原酒上
涨了10%至100%不等。到2018
年2月底，绝大多数原酒厂的库
存将被清空，迎接新的榨季。“到
2018年3月份以后，全球市场或

将出现无酒可售的状况。”贾强
分析，中国葡萄酒产业也没有必
要过于悲观，因为大多数企业已
经提前做了准备。

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酒类进出口商分会的数据，今
年1-10月份，我国散装酒进口
量 为 1.45亿 升 ，同 比 增 长
31.65%；进口额为1.22亿美元，
同比增长46.45%，散装酒的量额
均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
是第三季度，散装酒进口额达到
4.72千万美元，同比增幅高达
100.74%。这些数据从侧面验证
了贾强的说法。

葡萄酒价格波动对中
国影响有限

名品世家酒业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明辉则认为，在
这样的市场条件下，进口商和经
销商不得不花费精力协调价格
上涨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影响。
不过总体而言，全球葡萄酒价格
波动对中国市场影响有限。由
于2015、2016年全球葡萄丰收，
形成一定库存，除非2018年葡
萄产量继续走低，才会给中国市
场带来显着影响。

陈明辉进一步表示，多重原
因使得葡萄酒价格波动对中国
影响有限。首先，中国葡萄酒市
场品牌繁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国产葡萄酒占据国内
70%的市场份额。上至长城、张

裕等一线品牌，下至甘肃、宁夏、
新疆、昌黎、通化等多个品牌集
群，占领了市场的各个层次。其
次，年轻消费者增加，购买渠道
趋于多元化。中国互联网大数
据研究院调查显示，我国葡萄酒
市场总量不大，在2012年以前，
葡萄酒主要消费群体在40岁左
右；但 2016年的数据显示，
20-29岁人群成为葡萄酒消费
主体，40岁以下消费者接近
60%。在传统专营店、俱乐部的
基础上，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发
展，加上海外直采、酒庄直采、网
络直销等模式的盛行，中国市场
葡萄酒价格开始向理性回归，使
得年轻消费者更加了解葡萄酒。

陈明辉认为，中国消费者对
于葡萄酒品牌的认知度将越来
越高，同时也开始关注产品的渠
道来源，这就使曾经盛行的仿
冒、伪劣等现象减少，产品品牌
和渠道品牌的互动才能促使消
费者最终买单。在这样的市场
环境中，连锁渠道和商超渠道将
逐渐发挥优势。优秀的连锁品
牌可以保证真品和质量，规模优
势更容易导入互联网引发的技
术革新和先进业态，促成线上线
下融合。在万物互联的大趋势
下，具备一定规模的渠道才能有
能力和其他行业打通，形成异业
联盟。通过行业数据共享扩大
消费人群，同时又能够进一步提
升消费者体验。反过来讲，即使
产品价格有一定上升，也是符合

消费升级内涵的，有利于帮助解
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

满足大众需求的产品
才是主流

《葡萄酒评论》创始人贾静
茹认为，葡萄酒分为普通酒和超
级名庄酒两大类，不同类别的酒
定价策略也不相同。对于普通
的酒品，涨价不是利润所在，产品
的价位应满足大众需求，品种应
具备多种选择，这样才能收获更
多的市场份额。而像康帝、柏图
斯之类的名庄大酒，由于产量有
限，随着新兴市场的发展，尤其是
像中国这样体量很大的市场需求
的上升，涨价是一定的，但不说
明整体的葡萄酒价格会走高。

贾静茹表示，价位能够轻松
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葡萄酒才
应是主流。比如在法国，月收入
两三千欧元的消费者，可以每天
消费5~10欧元价位的葡萄酒。
一个成熟市场的表现是，在这样
的价格段里，可以为消费者提供
大量的选择，而且有品质保证。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这都
是最重要的。对于酒企来说，不
论是确定怎样的价格政策，都要
根据自身和整个大市场现状和
趋势做出综合判断，而一旦确
定，需要与上下游通力合作，而
且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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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新疆奶业协会了解到，酸
奶（发酵乳）已连续三年成为新疆销量增
长最快的乳制品，且市场份额以每年
20%以上的幅度增长。

新疆奶业协会名誉理事长、乌鲁木
齐市奶业协会理事长陆东林介绍，2016
年全疆发酵乳总产量约为18万吨，占当
年乳制品总产量34.2%，占液体乳总产
量35.9%。2017年发酵乳的产量和占比
更高。

陆东林说，根据调研，保守估计全疆
人均发酵乳年消费量在10千克以上，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新疆天润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称，酸奶是乳制品中的“主力军”，占比
60%以上，年产量超6万吨。同样，西域
春乳业和石河子花园乳业的酸奶产品占
比也在40%到50%。

乳企借势还推出了驼酸奶。新疆金
驼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赵永刚
介绍，公司已在北京建厂，在北京、天津、
上海建了配送点，2017年8月份通过冷
链配送。

据了解，2015年我国发酵乳市场规模
超过800亿元，占液体乳市场30%，预计
2020年发酵乳市场翻倍，可达1900亿元，
占乳制品市场半壁江山。由于企业发展
势头强劲，疆内乳企更重视科技和人才。

陆东林分析，酸奶制品之所以发展
迅猛，得益于新疆有优质的奶源，也得益
于产品包装新颖，口味变化多样，可满足
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在疆内外的需求
日益增长。他建议新疆乳企抓住行业最
好的发展时期，向内地或中亚地区挺进。

本报讯 截至 2017年 12月 15
日，天津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进口
酒类6476批次，约12531万升，2.78
亿美元；与2016年同期相比分别增
加23.4%、9.8%、42.6%，已连续两年
量价齐扬。

其中，葡萄酒占据半壁江山，共
进口6310万升，占酒类进口总量的
50.4%；啤酒以4503万升位居第二，
占比 35.9%；蒸馏酒份额最小，逾
1700万升，占比13.6%。在进口金额
上，葡萄酒占据绝对优势，进口额达
到了2亿美元，占比71.9%；啤酒进口

额为0.41亿美元，以14.7%的份额次
之。蒸馏酒进口量最小但单价较
高，以0.37亿美元的进口金额占据
13.3%的进口份额。

啤酒主要有黑啤、红啤、棕啤、
黄啤、白啤之分，主要来源国有德
国、比利时、荷兰、墨西哥、法国、韩
国等。其中德国一家独大，进口量
为3518万升，占据了78%的绝对市
场份额。德国啤酒的统治地位越来
越巩固。国外啤酒因其纯正的口
感、独特的口味和亲民的价格正越
来越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进口

量连年增长。进口啤酒的酒精度普
遍高于国产啤酒，中国传统一口闷
的酒文化可能不适用于进口啤酒。

今年，天津检验检疫局推进无
纸化工作改革和根据风险分析实行
新的抽批规则，大大降低企业成本，
加快了通关速度，促进企业贸易便
利化，真正践行了“检得出、放得快、
服务好”的把关服务准则。天津检
验检疫局通过严格审查单证内容、
加大现场查验力度、认真核对中文
标签并抽样送检来保证进口酒类产
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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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口岸进口酒类连续两年量价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