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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行业大考洗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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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品世界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葡
萄酒行业生产经营受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记者注意到，葡萄
酒上市公司发布的2019年年报
及2020年一季报显示，多家企
业出现营收下滑、净利跳水。
其中，今年一季报出现营收和
净利的大幅下滑。

葡萄酒行业面临利润下
降、销量萎缩等难题，如何在困
境中寻求“蝶变”？

疫情加快行业洗牌

海关总署发布的2020年1
至5月进出口主要商品量值统
计数据显示，5月葡萄酒进口量
2.76万千升，降幅超50%，进口
额11.09亿元人民币，降幅接近
50%；1-5月进口量18.75万千
升，降幅为32.2%，进口额62亿
元人民币，降幅为34.4%。

而国产葡萄酒企业的日子
也普遍不好过。行业数据显
示，今年1-4月，全国葡萄酒规
上企业销售收入为26.69亿元，
同比下滑37.87%；利润0.56亿
元，同比下滑79.45%，是主要酒
种类中下滑最为剧烈的。

事实上，葡萄酒行业近年
来发展并不乐观。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2019年中国葡萄酒11
大产区，共有酿酒葡萄种植面
积230多万亩，葡萄酒产量超过
72万千升，比2017、2018年略
有下降，这已经是中国葡萄酒
产量连续7年下降。

根据公开的年报数据，
2019年国内葡萄酒企业亏损面
较大。除少数企业如张裕净利
润11.30亿元、怡园酒业净利润
3亿元、中葡净利预计在1100～
1600万元外，大多企业都是亏
损的，例如通天酒业净利润亏
损 81.3万元；威龙业绩预亏
2300～2800万元；通葡股份预
亏2500～4500万元等。

“确切地说，疫情加剧了葡
萄酒企业的经营困难”，业内人
士表示，本来已经连续下行的
葡萄酒行业在疫情影响下正遭
遇更大的挑战。

逆势反弹机会仍在

面对大幅下跌的数据，葡
萄酒行业是否还有反弹机会？

据悉，中国作为葡萄种植
大国，种植面积位列世界第三，
葡萄酒产量排名世界前十，是
世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费国。疫
情加速行业洗牌，很多葡萄酒

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出现经营困
难。但业内人士表示，葡萄酒
消费热潮正在逐渐恢复，葡萄
酒市场未来可期。

盛唐国宾酒庄副总经理、
烟台盛唐国际酒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温向彬认为，部分葡萄酒
企业对疫情影响可能反应过
度，需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萎
缩。即便很多消费场景消失
了，但需求依然存在。

新疆天塞酒庄庄主、新疆
天塞酒庄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立忠表示，很多葡萄酒企业
的客户群以自主消费、个人消
费、家庭消费等终端消费者为
主，这些终端消费者都是企业
直接或间接能触达的人群，恢
复部分销售问题不大。

张裕公司人士也表示，张
裕一直坚持在逆势中寻找反弹
机会，持续扩大市场份额，今年
一季度，张裕营收8亿元，净利
润2.33亿元。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副秘书
长、葡萄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王祖明表示，疫情对宏观
经济的影响已是既定事实，但是
从另一角度来看，没有必要过度
悲观。过去几个月，正是国产葡
萄酒企业实现自我成长、思考长

期布局的最好时机。随着国内
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餐饮业服务
业加速复苏，经济景气度明显回
升，葡萄酒企业也在此阶段展现
出较大韧性。

长线规划尤为重要

行业加速洗牌的过程中，
机遇与挑战并存。葡萄酒企业
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

市场人士认为，葡萄酒行业
可能要到下半年才可能陆续恢
复市场。疫情是当前的突发事
件，以后仍将面对行业常态，行
业或企业自身的问题是制约葡
萄酒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
的规划应该是长线规划，不能只
是应对疫情的短期策略。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学院相
关专家表示，目前世界葡萄酒人
均年消费量为7.5升，而中国葡
萄酒人均年消费仅为0.92升，中
国的葡萄酒市场潜力巨大。与
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升级的纵
深化，以及90后、00后等年轻主
流消费群体的崛起，葡萄酒有望
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中国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
酒研究中心主任段长青表示，
目前中国的市场潜力依然很

大，对于葡萄酒产区来说，要根
据市场需求完成多元化产品开
发，明晰产区特色优势和产区
风格，稳定产品个性，尤其努力
实现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让
消费者适应产品。

西安仟鼎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彭卫东认为，中国近年不缺
好的葡萄酒，但是缺好的销售团
队，要强化。从过去单一的商超
渠道为主营，到现在多渠道均衡
全面发展；从过去的单白酒品类
运作，到现在“白酒+红酒”双轮
驱动；从过去的名酒配送型代理
商，到现在拥有团队战斗力的品
牌运营商，葡萄酒行业的经销商
要担起重任。

“疫情到来之前，中国葡萄
酒行业已经有了探底筑稳的趋
势，疫情虽然带来冲击，但是当
下葡萄酒行业受到极大的关
注，葡萄酒业的信心被燃起，发
展方向也逐渐清晰，亦不失为
触底反弹的良机。”王祖明认
为，首先产品及定位符合市场
及更多消费者的需要；其次，做
好品牌建设，葡萄酒品牌作用
将会日益显现。此外，还需要
找到适合企业自己的路，即适
宜的销售模式及运作方式。

（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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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中略带氯味属于正常现
象，完全不影响健康，更无需“最少
静置两小时以上再用”。北京市自
来水集团生产的自来水完全符合国
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公众可以
放心饮用。

流言：三文鱼感染新冠病
毒无法吃

此次北京再度出现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主要原因就是通过检测发现
三文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因此现
在的三文鱼已经无法食用。

真相：根据目前研究，鱼类感染
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很低。首先，新冠
病毒主要存活在恒温哺乳动物体内，
而鱼类是变温动物，两者细胞基因环
境相差太远，病毒极难通过鱼类宿主
的细胞转移至人体细胞;其次，新冠病
毒的主要传播方式是飞沫传播和接
触传播，而三文鱼作为一种鱼类，没
有肺，不存在飞沫传播的生理条件。

其实，三文鱼“携带”冠状病毒和
蝙蝠“携带”新冠病毒是两码事，三文
鱼的“携带”准确地说是沾染，是被污
染的;而蝙蝠的“携带”是它成为了病
毒可以共生的宿主。目前新冠病毒
已知的宿主都是哺乳动物，三文鱼体
内携带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流言：-20℃条件下新冠病
毒可存活20年

李兰娟院士说：新冠病毒特别
“不怕冷”，在-4℃可以存活数个月，
在-20℃该病毒可存活20年，这就是
新冠病毒几次都在冷藏食品较多的
海鲜市场被发现的原因，因为病毒完
全可以被跨国转运。

真相：日前，李兰娟院士团队对
这一报道做出回应：该报道信息不完
全准确，与李兰娟院士本人观点不
符，对公众造成较大误解。

6月19日，在杭州海关举办的抗
疫经验交流会上，李兰娟院士就海关
如何在进出口物资检疫检测环节加
强新冠病毒的排查给出建议和看
法。其中，在说到冷链运输环节的疫
情防控时，李院士表示：一般情况下，
病毒在冷链上能较长时间存活。在
我 们 已 知 并 掌 握 的 病 毒 中 ，处
于-4℃左右可以存活3～6个月以
上，-20℃可以长期存活达20年左
右。不同的病毒存活时间也不一
样。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病毒，从出
现到现在才8个月，对它的认识及耐
低温能力尚需进一步研究。

流言：薯片生产过程中可
传播新冠病毒

一家食品企业的薯片生产厂区

被通报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意
味着厂区生产的薯片可传播新冠病
毒，薯片已不安全，公众近期不要吃
薯片。

真相：这次受到疫情影响的工厂
虽然有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但可以保
证薯片产品的安全。产品加工过程
均要经过高温热处理工序，结合严格
的GMP管理体系和实践，病毒在整
个产品供应链过程中存活的可能性
为零。

高温加工是食品生产环节中消
杀微生物的重要方式，即便土豆等原
材料沾染了少量病毒，经过高温加工
也很难存活下来。

通常来说，油炸类食品的加工
温度大约会达到170℃左右，非油炸
类膨化食品的加工温度也会在
130℃上下。

在这个温度下一般微生物很难
存活下来，无人接触的食品自动化生
产和包装流水线，也基本可以避免食
品在这些环节被人为污染。

虽然包装食品在生产包装等
前置环节中很难被病毒污染，但
在后期运输以及商超销售，还有
快递员配送的过程中，确实也存
在着食品外包装被病毒污染的可
能。因此，市民在购物或签收快
递时，应该做到科学防护，避免被
病毒感染。

（北京消费者协会）

本报讯 兰州海关7
日发布消息称，今年上
半年，甘肃省浓缩苹果
汁出口逆势增长，经兰
州海关检验合格出口浓
缩苹果汁 1.64万吨，货
值 1.18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1.6倍和1.2倍。主
要出口美国、加拿大、委
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
供知名饮料、食品公司
作原料使用。

甘肃省是全国苹果
主产区之一，省内苹果品
质较好，色香味俱佳。生
产的浓缩苹果汁香气浓
郁、口感好、风味独特，在
国际市场广受赞誉。

今年以来，为减轻
疫情对浓缩苹果汁出口
企业的影响，兰州海关
实地调研全面了解企业
困难，根据不同企业发
展状况和实际需求，“一
企一策”针对性提供政
策指导。专人对接企业
需求，畅通与企业的联
系渠道，引导企业用好
用足各项优惠政策，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同时，兰州海关持续落实一系列便利政
策，提供“不见面”证书邮寄服务，实行“7X24
小时”通关放行模式，持续落实“证照分离”等
便利措施，扶持企业快速取得出口资质，支持
企业拓展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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