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8 月 23 日 星期四
编辑：邢梦宇 制版：何 欣
95013812345-1028 myfalv@163.com

05

欧盟酒类产品冲击市场
中酒协提出葡萄酒“双反”调查申请

本期说法

法律干线

促消费新政出台 信用消费或受支持

两大准入条件正式发布
废旧轮胎产业化进程提速

今日普法

商务部将提高流通领域标准应用水平

“经广泛征求会员单位意见之后，我

们协会已于近日向国家商务部递交申

请，要求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葡

萄酒进行‘ 双反’调查。”中国酒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酒协）葡萄酒分会秘书长王

祖明说，“鉴于目前中国葡萄酒消费市场

已经显现出巨大潜力，欧盟向中国大量

低价出口葡萄酒，力图抢占市场的意图

非常明显。”

中国市场成“肥肉”

根据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博览会的一

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个成年人

每年平均消费 1.1 升葡萄酒。到 2015 年，

这一数字将提高至 2 升。这与法国的 50

升和美国的 13 升相比并不高。但中国人

口众多，葡萄酒潜在消费能力巨大，这在

许多欧洲葡萄酒生产商的眼中无疑是一

块“肥肉”。这些生产商很早就将目光投

向中国市场，出口量激增。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自欧盟进

口的葡萄酒数量急剧增长，由 2008 年的

35944 千升迅速上升至 2011 年的 169114

千升，年均增幅达 67.71%；其中 2 升以下

包装的葡萄酒产品由 34477 千升上升至

165652 千升。与此同时，欧洲产葡萄酒

所占中国葡萄酒市场份额也由 2008 年的

约 4.94%迅速攀升至 14.32%。

仅今年一季度，自欧盟进口葡萄酒数

量已达到 41698 千升，同比增长 23.98%；

其中 2 升以下葡萄酒产品进口 41191 千

升，所占中国市场份额上升到 14.76%。

据介绍，欧盟是全球最大的葡萄酒

产区，每年大约可以生产 1600 万吨葡萄

酒，占全球总产量的 69%。

在第三届中国北京国际葡萄酒博览

会上，记者发现参展的企业 80%都来自

于欧洲，中国企业则踪影难觅。

针 对 中 酒 协 提 出 的 反 补 贴 调 查 申

请，一位知名国外葡萄酒企业高层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十分不能理解”。

他辩称，欧洲政府对果农减少葡萄园的

数量、拔掉葡萄苗，即拔出一颗葡萄树给

予补贴，目的是为了控制量价平衡，并不

是针对葡萄酒商的出口行为进行补贴。

据中酒协通过公开渠道搜集的证据

表明，欧盟为葡萄酒产业提供大量的补

贴，这些补贴使中国葡萄酒在同自欧盟

进口葡萄酒的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

地位。可以预见的是，由于欧盟葡萄酒

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潜力，其对中

国的出口将持续快速增长，对国内葡萄

酒产业的冲击也将进一步加大。

企业频受冲击

张裕集团市场部工作人员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由于产地土壤、种植环境等因

素不同，中国产葡萄酒与意大利、法国产

的葡萄酒在品级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

距。最近一段时间，企业也切实感受到

来自欧盟进口葡萄酒的冲击。

据了解，除了欧洲产高端红酒逐步

抢占中国市场之外，大量欧产低质酒也

伴随“流入”。一位不愿具名的葡萄酒专

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低质酒

被国内许多葡萄酒生产厂购进用作原

料，勾兑之后在市场上售卖，这几乎成了

葡萄酒行业的“潜规则”。

“如果，商务部接受中酒协的申请，

开始对欧盟葡萄酒进行‘ 双反’立案调

查，那么，国内将会有许多的葡萄酒生产

企业会因失去原料进口商而受到致命打

击。”他说。

据中酒协资料显示，商务部近年曾

向该协会发函，征求是否“将进口 2 升及

以下包装葡萄酒关税由 14%下调至 10%，

其他葡萄酒关税由 20%下调至 10%。”

对此，协会从国内葡萄酒行业实际

情况出发，分别向工信部、商务部提交了

“关于不同意进一步降低进口葡萄酒关

税的函”。

“如果降低进口关税，那么欧洲产葡

萄酒将进一步蚕食中国葡萄酒市场。”上

述专家表示。

■ 本报记者 舒 畅

本报讯 近日，有消息人士称，国家

商务部、工信部等多个部委正在与消费相

关的若干领域内进行密集摸底，就鼓励政

策的制定进行可行性论证和效果评估。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当前经济形势和多

部委密集摸底的情况来看，促消费新政年

内将密集出台，而且会更有力度、更注重

实效。具体而言，业内预计，考虑到信用

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鼓励信用消费或成为

今年最有力度的一项政策“红包”。

“目前，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消费

促进政策已逐步退出，实行信用消费贴

息政策正好可以填补空缺。”上述业内人

士表示。

这两年促消费政策已经出台不少，包

括多部委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国务院

5 月出台家电汽车节能补贴政策等。现

在看来，最值得期待、能起到立竿见影效

果、让消费者得到真正实惠的，就是信用

消费鼓励政策。

“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等制约

消费的长期性因素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

下，支持信用消费发展应成为当前扩大

即 期 消 费、拉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手 段。

比如说，个人消费者以分期付款方式购

买家电、家具和汽车等产品，满足一定金

额条件即给予贴息补助。希望这项政策

能够尽快出台，并落到实处。”业内人士

表示。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信用消费鼓励政

策酝酿已久，商务部从 2010 年初就开始就

我国信用消费情况进行摸底。据了解，信

用消费发展不充分已成为我国消费率低

的重要原因。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

总额占 GDP 的 70%以上，其中信用消费占

消费总额 2/3 以上；而我国 2010 年消费总

额仅占 GDP 的 38%左右，其中信用消费仅

占消费总额的 12%。 （孙韶华）

商务部日前召开《商务领域标准化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专题

新闻发布会，流通发展司副司长王德生

在会上透露，将努力通过标准化建设来

推动流通效率的提高，大力提升流通领

域标准应用水平。

商务领域标准化工作是转变商务发

展方式，实现商务科学发展的技术基础，

对于提升商务管理与服务规范化水平、

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提高行政效率、加

强行业管理等均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支撑

作用。

王德生指出：“提高流通效率、降低

流通成本是流通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

题，降低流通成本的关键是提升流通的

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流通效率。”

据 王 德 生 介 绍 ，目 前 相 关 部 门 制

定 了 连 锁 经 营 、特 许 经 营 、电 子 商 务 、

网 络 购 物 等 方 面 的 经 营 服 务 规 范 ，为

降 低 流 通 成 本 ，商 务 部 将 进 一 步 完 善

这些领域以及仓储和商贸物流方面的

相关标准。

截至 2011 年年底，流通领域已有标

准 800 项，其中国家标准 209 项，行业标

准 591 项。

王德生认为，以“零售与批发”、“商

务服务”、“居民服务”等重点领域标准为

主体，覆盖流通领域主要行业的标准体

系已初步建立。

据王德生介绍，2011 年是商务部成

立以来标准制定最多、最快的一年，共下

达标准项目 350 项，已完成 332 项，占现

有流通标准总量的 41%。今年，商务部

已经下达了第一批 242 项标准项目，目前

正在抓紧执行。

当 前 ，流 通 标 准 化 工 作 还 存 在 各

类标准间衔接不够紧密、配套不够，标

准 制 定 与 流 通 技 术 创 新 、产 业 发 展 新

趋 势 结 合 不 够 紧 密 ，标 准 宣 贯 工 作 缺

乏 相 应 的 配 套 支 持 政 策 ，人 才 储 备 不

足等问题。

据悉，“十一五”期间，商务部共下达

标准项目 420 多项，累计发布行业标准

398 项，标准完成率达 95%，是商务领域

标准落实最快的时期。

王德生说：“流通标准的应用是标准

化建设的关键。要围绕质量安全、节能

环保、供应链管理、流通信息化建设等一

些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流通标准化示范

建设，引导各行业、广大企业提高标准的

应用水平。同时，我们将依托相关标委

会、行业协会大力组织开展‘流通标准宣

传月’、‘ 流通标准化日’等倡导宣传活

动，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现有的标准

在行业内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将充分

发挥舆论引导作用，集中报道标准化建

设先进典型以及在标准化建设中取得的

一些实际效果，营造有利于标准应用推

广的浓厚氛围，形成广大流通企业积极

学标准、贯标准、用标准的良好局面。”

商务部在今年 5 月 8 日发布了《商务

领域标准化管理办法》，并于 7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随着标准化工作促进商务发

展的基础性、导向性作用不断增强，部分

重要行业标准已经成为编制相关行业发

展规划以及制定法规、规章的参考依据。

■ 本报记者 张 莉

记者管窥

本报讯 记者从国家工信部获悉，为规范废

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发展秩序，《轮胎翻新行业

准入条件》（以下简称《翻新行业条件》）和《废轮

胎综合利用行业准入条件》（以下简称《综合利用

条件》）于近日正式发布并实施。业内人士认为，

完善准入管理措施将利好龙头企业。

我国轮胎翻新行业门槛过低，“三无”小作坊

占多数，种种劣质翻新轮胎引发的事故让用户对

翻新轮胎望而生畏，导致国内废轮胎综合利用行

业发展缓慢。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的轮胎翻新率只有

7%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 15%的水平，航空等特

种轮胎的综合利用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更大。

《翻新行业条件》中要求已建轮胎翻新加工

企业，轮胎翻新年综合生产能力不得低于 20000

标准折算条（翻新轮胎折算成 9.00-20 条数，下

同）。新建、改扩建的轮胎翻新加工企业，年综合

生产能力不得低于 30000 标准折算条。

在大幅提高轮胎行业准入标准的同时，在

《综合利用条件》中，工信部也对废轮胎综合利用

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业内人士认为，

政府的支持将为在废旧轮胎利用领域准备充分

的公司带来更多机会。 （李雁争）

本报讯 重庆市政府近日发布了工业领域主

要产业的三年振兴规划，“十二五”期间，重庆市

工业将累计投入 1.5 万亿元，建成 7 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和 30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 3

万亿元。

根据规划，未来 3 年，重庆重点振兴七大工业

产业的具体措施包括，加速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全行业累计投入 3000 亿元，推动笔记本电脑、智

能家电等智能终端年产量达 2 亿台，电子信息产

业产值达 1 万亿元；优化提升汽车产业，累计投入

2000 亿元，形成乘用车、微车、商用车、特种车 4 大

产业集群，轿车及 SUV 占比超过 60%，实现产值

5000 亿元；振兴先进装备制造业，以摩托车集群、

轨道交通装备、风电成套装备、数控机床等智能

装 备 集 群 为 主，累 计 投 入 2500 亿 元，实 现 产 值

5000 亿元；促进综合化工产业跨越式发展，加快

推进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等重大项目，累计

投入 1500 亿元，实现产值 2000 亿元。

此外，重庆还将改造提升材料产业，加快建

设国家新材料研发基地，“十二五”期间累计投入

2000 亿元，实现工业产值 2500 亿元，使电子信息、

汽车用材等本地满足率分别提高到 60%、50%；投

入 2000 亿元，积极发展煤炭、电力、天然气等能源

产业，突出抓好页岩气开采和综合利用，实现工

业总产值 2000 亿元；大力培育农副产品加工、医

药及医疗器械制造等消费类制造业，累计投入

2000 亿元，实现产值 3500 亿元。 （东 芳）

重庆发布工业经济振兴规划
七大产业将获投资1.5万亿元

本报讯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称，日 前 发 布 的《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统 计 管 理 办 法》（以 下 简 称

《办 法》）将 于 10 月 1 日 起 施 行 。 此 举 标 志 着

全 国 质 监 系 统 统 计 工 作 步 入 系 统 化 、法 制 化

的 轨 道。

自 1983 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并 于 2009 年 修 订 以 来，目 前 国 家 统 计 局 授

权 进 行 统 计 管 理 的 89 个 部 门、机 构 均 根 据《统

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了部门规章或规范性

文件。

上述《办法》强调，涉及各级质检部门人事、

机构、财务、科技等发展状况的事务统计和出入

境检验检疫、质量技术监督业务开展情况的业务

统计，可以列入本办法规定的统计项目。国家质

检总局的专业性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统计项目，和

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地方性质量技术

监督统计项目应当互相衔接，避免矛盾、重复。

《办法》明确，国家质检总局制定的专业性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统计项目的统计调查对象属于

质检部门管辖系统的，应当报国务院统计主管部

门备案；统计调查对象超出质检部门管辖系统

的，应当报国务院统计主管部门审批。地方各级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的地方性质量技术监督

统计调查项目应当报本级政府统计主管部门审

批，并报上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质检总局表示，《办法》将规范质检系统各部

门各级统计活动，有助于约束统计对象，高效、准

确地开展统计工作，提高质检系统工作实效。

（舒 畅）

89部门出台统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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