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漂荡背后的路易?达孚

路 易?德 雷 福 斯（Louis
Dreyfus）是谁？在7月11日之
前可能没有几个人会关注，现
在，随着那艘在大连附近海域
漂荡了一个月的货船“飞马峰”
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家世界知
名贸易公司也再次进入中国人
的视线。

作为飞马峰号上所运载的
大豆所有者，Louis Dreyfus这
家欧洲公司更常见的译名是路
易?达孚，其位列法国第四富豪
家族（资产85亿欧元），控制了
大宗交易集团（海上交通、能
源、不动产等）92%的股份，营业
额340亿欧元，也是法国富豪榜
前五中唯一的非时尚产业。

当然，这家公司更引人注
目的身份是——世界四大粮油
贸易商之一，即国际四大粮商
ABCD中的D（A美国ADM、B
美国邦吉、C美国嘉吉、D法国
路易?达孚）。

飞马峰号这艘仍然在大连
外海漂荡的大豆运输船，寻找最
终卸货地的背后，是包括四大粮
油商在内的全世界大豆产业链
参与者们的共同关注点——除
了中国，大豆能够去哪儿？

7月6日，为反击美国对价
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的关税，中国同时宣布对同
等规模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而大豆就在这一批加税商品名

单中。为了赶在关税落地前抵
达大连港，当时这艘飞马峰号
曾载着7万吨大豆在海上开足
马力一路狂奔。

但可惜的是，飞马峰号没能
在最后时间到来之前进入大连
港，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原计划
进入中国，这一船来自美国的大
豆将会被征收25%的关税。

按照2018春夏之际大豆到
港价格400美元每吨计算，25%
的税率意味着每吨将被征收
100美元，7万吨美国大豆将会
被征收700万美元。

相关信息显示，飞马峰号
每天的运输成本为 1.25万美
元，从7月6日到现在一个月时
间内，其漂泊在大连外海的运
输成本增加了40万美元左右，

相比于关税成本，对于贸易商
来说，缓一缓进港卸货也是可
选择的方法之一。

“以拖待变”——寄望于中
国有朝一日能给大豆进口商补
贴，这样就使进口美国大豆又
变得划算了。有人这样猜测路
易?达孚公司的盘算。

现在，海事信息显示，飞马
峰号目前位置在大连岸边不足
10公里，状态为“抛锚”，吃水深
度为13米，速率为0节，这意味
着其一直处于等待的状态。具
体将会等到何时，眼下无人能
够给出答案。

中国油料市场，是路易?达
孚重要市场之一，本世纪初爆
发的大豆危机之后，关于国际
四大粮商掌控中国“油瓶子”的

争论一直未曾停息。目前路
易?达孚四家榨油厂，分别位于
天津、华北地区、华东长江流域
以及华南珠江三角洲地区。

“发挥作用”的嘉吉

6月20日，中国海关总署
副署长张际文在北京会见了
以麦伟德为首的一家美国企
业代表。

时间刚好定格在中方发布
公告对美国500亿美元商品加
征 25%的关税，其中包括农产
品在内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
年7月6日起实施征税的10天
之后。

事实上，麦伟德的身份是
美国嘉吉公司全球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该公司是世界四大
粮油贸易商中的C。在嘉吉公
司网站最核心的位置上，展示
的是一个美国打扮的农民站立
在大豆田中，眼中充满了丰收
的喜悦。

无论是在大连附近的飞马
峰号还是来北京的麦伟德，包
括ABCD在内的国际粮油商们
关注的是中美之间关于大豆的
过招。

这个世界上的大豆最终能
够去哪儿？对于大豆生产者、
贸易商来说，曾经是一个不能
再简单的问题——去中国，那
里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进
口需求，只是现在对于这个产

业链上的有些玩家来说，事情
变得逐渐复杂起来。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进口大豆约 9553万
吨。前三大进口来源国分别为
巴西、美国和阿根廷，其中来自
巴西和美国的大豆分别约占中
国进口总量的53%和3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介
绍，自4月上旬中国宣布拟对美
大豆加征25%的关税后，美大豆
期货价格已累计下跌近 20%。
而自7月6日对美大豆加征25%
的关税开始实施后，我企业已
基本不再采购美国大豆。

地理位置导致世界四大大
豆生产国中，美国和中国大豆
收获在每年北半球秋季的10月
份左右，而身处南半球的巴西
和阿根廷正好相反，每年收割
季节在3—4月份。

随着秋季收获即将到来，
2018年10月份开始，美大豆将
陆续上市，我国对美进口大豆加
征关税的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美将面临大豆价格下跌、出口
压力增大、出口周期拉长等问
题，给美国豆农带来损失，也会
给美大豆国际贸易和产业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韩俊表示。

在6月的那次会见中，张际
文表示，嘉吉公司一直是守信
负责的大企业，赞赏其以人为
本的经营理念，希望嘉吉公司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继续发挥积
极作用。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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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新一轮增长中，白酒
行业特征是市场向行业龙头
集中，区域酒企深耕根据地市
场，而最受伤的就是中小白酒
企业。

中泰证券分析称，行业调
整期残酷的竞争迫使中小酒企
面临倒闭窘境，强者恒强的竞
争格局将持续被验证。以往县
级酒厂靠县级市场能做到年销
售额千万元级别，靠地级市场
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级别，随
着一二线酒企将渠道、服务下
沉到县城、乡镇，县级酒厂面临
一线酒企的残酷竞争，抗风险
能力弱的酒企和经销商被迫出
局。

山东温和酒业集团总经理
肖竹青告诉记者，一线品牌对
于下线市场的蚕食动作很大，
强势品牌密集地在县市市场举
行互动活动，包括大规模地推
广。

记者从多家地方酒企负责
人处了解到，一线名酒的下沉
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财
大气粗的名酒在渠道陈列费上
毫不手软，而且一系列的推广
活动也吸引了很多三四线市场
的消费者，毕竟在同样价格的
情况下，消费者十分愿意尝试
一线名酒品牌旗下的产品。

最关键的是由于地方白酒
企业的品牌力远弱于一二线的
名酒企业，在渠道争夺之上，很
容易被一二线酒企以“主流消
费+主流渠道”的方式碾压。

不过，“地头蛇式”的中小
酒企也有其优势。据肖竹青介
绍，中小酒企虽然在品牌、人
才、资金实力上远不如一线品
牌，但在三四线市场中，地方品
牌具有很强的区域特色、地缘
优势和情感优势，这类企业应
该充分发挥这一特点的优势。
此外，针对一线名酒渠道下沉

战线拉得很长的情况，地方酒
企的机制更灵活，效率更高。

此外，由于酒厂是按照生
产所在地交税，所以一般地方
酒企也是当地的利税大户，所
以地方政府对于区域酒企的支

持力度较大。
在业内看来，中小酒企如

果想要在这一轮竞争中更好地
活下来，还是需要借助优势练
就一身“独门功夫”，而不是在
传统品类上和强势外来品牌一

较高下。
白酒分析师蔡学飞告诉记

者，白酒目前正在进入品牌时
代，就算是大众酒领域也都已
经向全国和区域名酒品牌靠
拢，中小酒企在传统品类上已
经没有多少机会，因此中小酒
企应该充分利用其所在区域文
化特色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性，打造“小而美”的企
业形态。比如李渡模式，借助
“白酒酒庄+白酒体验式营销”
的模式；或者是年轻化等模式，
打造细分小众市场。

正一堂营销咨询机构董事
长杨光表示，未来中国酒的两
个趋势会是——第一头部越来
越集中，向名酒集中，向区域龙
头集中；第二则是边缘化的、细
分化的价值创新小品牌会越来
越多，这些小品牌里会有机会，
从而转变成全国性的品牌。

（第一财经）

中小酒企要活下去得苦练“独门功夫”

中美之间涉及大豆的贸易战，已经将国际粮油贸易商们牵扯进来，如何在博弈中站
好自己的位置，成为考验四大粮油贸易商们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