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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逐渐成熟

然而，随着葡萄酒文化的日益普

及，消费者日渐变得成熟，不再盲目崇

拜洋品牌，投资者、收藏者对进口葡

萄酒的投资热情逐渐趋于理性，这都

将挤压“山寨”名酒的生存空间，也将

还原正常的市场秩序。

“过去几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一

些商家的贪欲等因素，进口红酒市场非

常混乱，一度成为暴力行业，如今消费

者的理性购物越来越强，对进口红酒

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专注进口商品的

进口中国网CEO邹雯对本刊记者表示。

与线下流行喝名庄酒不同的是，该网更

多的线上消费者愿意尝试新的红酒。

“随着消费者的需求升级，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追求高性价比的产品，

即50-100元的口感上佳的原瓶进口葡

萄酒。消费者对葡萄酒接受程度的提

高，更多的消费者买红酒是自己消费，

而不是简单送人或聚会。”汪洋对记

者表示。他介绍说，去年也买酒网站

法国AOC拉昂销售突破十五万瓶即是

一例。

相比国外，“国内葡萄酒业从采

摘、生产、运输、储存等多个环节还需

向进口品牌学习。”邹雯告诉记者。

“中国市场很大，但需要规范和

疏导，加强监管，当客户成熟、酒商成

熟、销售和推广体系成熟时，市场就成

熟了。”王巍对记者说。

而据工信部消费司透露，葡萄酒

行业“十二五”规划正在修订当中，有

望在6月份出台，这将给行业发展吹来

一股“东风”。 

中国，西班牙自然不甘落后。“中国市

场很大，我们在中国开展业务已有5

年，生意很好，目前已在北京、上海、

湖南、福建等地设有分销处。”品酒会

上，主营西班牙葡萄酒的大连帕卡斯

贸易有限公司的帕卡·西门尼斯（Paca 

Jimenez）告诉本刊记者。

葡萄酒及烈酒商贸展（VINEXPO）

早前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已跻身世

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费国。另据统计，过

去4年，中国进口葡萄酒数量增长60％，

远远超过国产葡萄酒产量的增长，进口

葡萄酒市场占有率也已从不到十分之一

上升至约三分之一。目前，在中国市场销

售的进口葡萄酒品牌达上万种。预计到

2015年，中国有可能仅次于英国，成为世

界第二大葡萄酒进口国。

然而，伴随着进口葡萄酒的来势汹

汹，市场上山寨产品、无牌产品、仿冒产品

也纷纷出现。“傍名牌”大行其道，各种“大

拉菲”、“小拉菲”、“皇家卡斯特”层出不

穷。不仅商标如此，葡萄酒本身也如此，众

多假酒以次充好，招摇过市。同时，进口知

名葡萄酒频遭炒作，导致价格虚高。

此外，红酒还存在定价“层层加

码”。一瓶进货价很低的进口葡萄酒，

加上税项及运费，再经过转手，零售

终端价高达初始价格的数倍。不仅如

此，商家在葡萄酒消费中也扮演了推

波助澜的角色。在国外,葡萄酒是日常

餐饮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却被很多商

家宣传为高端消费品。

种种乱象，最终受害的还是消费

者。比如，葡萄酒的真伪就成为消费者

最头疼的事情。

一番热捧和膨胀之后，国内葡萄

酒市场渐趋冷静。

据悉，波尔多葡萄酒典型代表拉

菲期酒价格跌幅达30％，部分酒跌幅

甚至超过50％。这是拉菲价格在中国

市场8年来的首次下调。上海红酒行情

系统显示，截至5月8日，2008年份拉菲

的外高桥保税价已从15500元/瓶高位

跌至7230元/瓶，2004年份的玛歌则从

4900元/瓶落至2850元/瓶。

“目前消费者对葡萄酒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从目前拉斐等名庄酒的价格

浮动可以明显地看出市场已经开始趋

于理性。”进口葡萄酒销售平台也买

酒（Yesmywine）副总裁汪洋在接受

《中国对外贸易》记者采访时说。

汪洋对记者分析说，名庄酒的价

格下滑主要原因是运输费的下降、渠

道的多样化以及葡萄酒价格的透明

化。消费者可以在从WINE-SEARCH

等网站查到欧洲的价格,并在中国的各

大渠道做比较。

“追逐高价酒的现象已经降温，消

费者越来越成熟，逐渐转向追求葡萄

酒品质，而非其带来的虚荣。”上海拓

米酒业工作人员王巍告诉本刊记者。

进口乱象

5月21日，由西班牙驻华使馆经济商

务处主办的西班牙标志酒庄品酒汇亚洲

巡回品酒会(Grandes Pagos De Espana 

Tasting)在北京举行。来自西班牙“单一

葡萄园”的24家酒庄48款葡萄酒悉数登

场。两天之后，该品酒会移师上海。

面对各国葡萄酒不遗余力抢滩

□文/本刊记者 竹子俊

葡萄酒市场渐趋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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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目前中国的葡萄酒市场？

李志延：中国市场确实已经冷静

下来了，2009-2010年，市场可谓疯狂，很

多公司告诉我它们每年规模扩大一倍，

年增长达100%，今年我想市场不会再如

以前疯狂，增速也降下来了，但相比世界

其他地区，中国市场的增速依然很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葡萄酒在中国

的认知度在提高。中国葡萄酒业充满

希望，因为中国消费者善于品尝美酒佳

肴，可以比其他国家学习得更快。尽管

葡萄酒文化还不够深入，与葡萄酒搭配

的食物还不是很多，但中国美食丰富多

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味迥异。

我对中国市场很乐观。很多人曾经

跟我说中国人喜欢喝的只是“商标”，但

目前不一样了。如同任何国家一样，一个

新的行业发展之初都这样。当人们开始

懂得去品尝红酒，而不是看中品牌、酒

标，就是进步。

中国对外贸易：进口葡萄

酒来势汹汹，您认为中国葡萄

酒业与国外有何区别？

李志延：中国有很多葡萄酒产

地，河北、山东、宁夏、甘肃、新疆等等，

市场上有约500种葡萄酒，产品丰富多

样，有可以卖得很贵的张裕、长城的顶尖

葡萄酒，也有低价的酒，很难简单地比较

中外区别。20年前，这里的葡萄酒的确

质量不好，因为当时整个行业还很年轻。

但当中国人有了更多的体验，品尝了更

□ 文/本刊记者 竹子俊 

中国葡萄酒业：希望与挑战并存
—专访葡萄酒大师李志延

多的酒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国对外贸易：中国葡萄

酒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李志延：当务之急是教会农民懂

得如何种植葡萄，很多酒厂都要从农民

那里收购葡萄，但农民没有种植概念，

你同他们讲食用葡萄和酿酒葡萄的区

别，他们也不是太理解。食用葡萄要个

大多汁，而酿酒葡萄不要太大，种植时

给水不要太多，收获时要晚一点，

农民很穷，他们的所得应该提高。但

他们不知道如何种植高质量葡萄。种植酿

酒葡萄费至少需要10年。问一下今天参展

的西班牙葡萄酒商，他们会认为100年的

葡萄庄园比较老，30-40年很正常，而在中

国一般回答是5年，30年就算历史悠久了。

农业体系限制了葡萄酒种植业。一

般认为，葡萄需要两代以上的人种植才

可以达到顶尖品质，但在中国这种葡萄

园难以代代相传。在中国，由于土地国

有，农民只分得很少一部分地，而酿酒

商也只能租用田地，一段时间之后要面

对租期到期的问题。因此，农民、酿酒商

缺少动力去生产高品质的葡萄。

但问题是即使厂家愿意为高品质的

葡萄付给农民更多的报酬，农民也不会轻

易接受，他们会说：生产高品质的葡萄意

味着晚点收割，我要再等一个月，如果这

期间下雨、发生病虫害，到时颗粒无收，该

怎么办？因此，农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特

别是在收割季节多雨的沿海地区。

5月21日，西班牙标志酒庄品酒汇

亚洲巡回品酒会期间，本刊记者独家

专访了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葡萄酒大

师李志延(Jeannie Cho Lee)。

李志延出生于韩国首尔，现居香

港，曾旅居世界各地，为多本亚洲及国际

杂志担任美食佳酿专栏作者，被誉为亚

洲葡萄酒界的权威之一。她是首位获得

葡萄酒大师(Master of Wine，MW)名

衔的亚洲人。

中国对外贸易：您如何与

葡萄酒结缘？

李志延：我开始对葡萄酒感兴

趣是在大学，后来在欧洲品尝了多款红

酒。美酒如同食物，有着丰富的历史，产

品也丰富多彩，如同今天品酒会上展示

的西班牙葡萄酒，虽然每一地区只来了

一两家厂家，但每一家的风味都是不一

样的，有些酒我也是第一次品尝。葡萄

酒文化博大精深，我一直在学习。

中国对外贸易：您通过艰

难的“葡萄酒大师”考试，成

功的原因是什么？

李志延：我想有很多原因，其中之

一是勤奋，最重要的是当我认识到考试

很难，我就尽我全力。我爱葡萄酒，如果

你真正喜欢一件事情，做起来应该是享受

的，而不是痛苦，当然有时候也会痛苦。

中国对外贸易：您如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