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副食流通协会葡萄酒市场推

广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年度总结大会。会上，

委员会秘书长杨征建就目前中国葡萄酒市

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据介绍，

2012 年 第 二 季 度 ，国 产 葡 萄 酒 产 值 增 长

19.89%，但亏损面扩大，亏损企业亏损额增

幅达 94.1%。

与 此 形 成 对 比 的 是，今 年 上 半 年，中

国累计进口葡萄酒 2 亿升，比去年同期增

加 12%。

这正如国际葡萄酒业的一句流行语所

言：不在中国，就在去中国的路上。去年，中

国的葡萄酒消费额高达 450 亿元，中国因此

成为世界第五大葡萄酒消费国。

中 国 葡 萄 酒 市 场 的 巨 大 潜 力 吸 引 了

各 国 葡 萄 酒 商 的 目 光 。 近 两 年 来 ，中 国

的 葡 萄 酒 消 费 保 持 着 25% 至 30% 的 年 增

长幅度。

11 月 23 日，加拿大诗瑞酒庄亚洲及国

际市场销售总监查尔斯·多灵顿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消费葡

萄酒不到 1 公升，市场潜力巨大，这是我们

选择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未来 5 年，中国

原瓶进口葡萄酒仍将理性增长，进口总量仍

将上升。”

中国葡萄酒市场存在缺口

据 统 计，2011 年，中 国 葡 萄 酒 产 量 达

15.42 亿瓶，消费量为 18.35 亿瓶，市场缺口

达到 2.93 亿瓶。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一份资料

显示，从短期看，葡萄藤从种植到挂果，需要

六七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葡萄酒消费的迅

速增长恐怕将主要依靠进口。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处长邵立也认为，中

国拿出大片土地种植酿酒葡萄并不现实，需

要通过进口来弥补葡萄酒消费的缺口。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原瓶装进

口 葡 萄 酒 数 量 为 24 万 千 升 ，恰 好 补 足 了

2.93 亿瓶的市场缺口。

据国际葡萄酒烈酒研究机构估计，到

2020 年，中国人均葡萄酒消费量将达 5 瓶，

总消费量将达 70 亿瓶。

对此，原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酒基金

办公室副主任张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短期内，通过提高产量弥补市场缺口

是不现实的。未来几年，中国还将大量进

口葡萄酒。”

加拿大冰葡萄酒受中国客户欢迎

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智利、意大利

和 美 国 为 中 国 进 口 葡 萄 酒 的 主 要 产 地 。

2002 年至 2011 年，平均每年从上述 6 国的

进口量占中国葡萄酒进口总量的 90%。

据世界葡萄酒行业报告预测，在 2010

年中国葡萄酒消费结构中，高、中、低档酒的

比例分别为 50%、40%、10%，其中，高档葡萄

酒最近 3 年的年均销量增长 50%。高端葡

萄酒市场的竞争将呈现白热化的趋势。在

高端葡萄酒市场，酒庄酒和冰葡萄酒是竞争

的焦点，其中，冰酒被赞誉为“液体黄金”，因

其对气候条件要求严苛、原料独特、制作工

艺复杂，所以产量非常少。

“从产量上来讲，加拿大的葡萄酒比不

上法国等国，但加拿大的冰葡萄酒年产量约

为 400 吨，属优质冰酒，在全球范围内位居

第一，却始终供不应求。”麦琪梅森（北京）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朱爱侠告诉本报

记者，麦琪梅森经营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

拉瀑布区的上等原装进口冰酒。冰酒是加

拿大最著名的葡萄酒，颇受中国客户欢迎。

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加拿大向中国

出口的冰酒数量大幅上升。2005 年，加拿

大向中国出口冰酒 78.7 千升，价值约 81.5 万

加元。而到了 2010 年，出口量猛增到 462 千

升，出口额达 915 万加元。

葡萄酒进口市场或将洗牌

在葡萄酒进口市场迅猛增长的同时，葡

萄酒进口贸易商数量也急速增加。几年前，

中国葡萄酒进口商只有 800 家，到 2011 年已

接近 4000 家。但是，截至 2012 年 11 月，仍

在进口葡萄酒的贸易商降低至 2500 多家。

另外 1000 多家要么在消化库存，没有进新

货，要么已经出局。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葡萄酒进口贸易商

在经历了迅速扩张之后，或将面临一次重新

洗牌。

上海美夏国际酒业负责人直言，随着市

场逐步步入正轨，中短期内葡萄酒贸易将迎

来一轮合并重整，让增长过热与过度膨胀的

市场冷静下来。

杨征健说，他近期所做的 500 多例针对

上海进口酒商的样本调查显示，有 5%的进

口酒商明确表示将退出市场。

而这仅是冰山一角。

张波坦言：“进口葡萄酒虽然质量有保

障，但价格昂贵。有的公司只运营了两三

年，便退出中国市场，其他国际化公司也开

始出现资金吃紧的迹象。未来两三年，将有

一大批进口酒商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中

国葡萄酒进口市场将面临一次重新洗牌。”

葡萄酒进口：市场热 酒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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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名博会举办

数百精品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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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过期作废 白领赶趟出游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本期关注

贸易便利化

为企业快速通关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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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速 递

沃尔玛反腐调查波及中国

近日，沃尔玛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报告

披露，除了墨西哥市场外，在巴西、中国和

印度，沃尔玛对潜在的违反《反海外贿赂

法》条 款 的 行 为 进 行 了 相 关 的 质 询 或 调

查。据悉，新店的审批环节可能成为沃尔

玛此次调查的重点，而沃尔玛已经放缓了

在中国开店的速度。

《德国金融时报》将停刊

德国出版集团古纳亚尔近日表示，该

集团旗下的经济类日报《德国金融时报》

将停刊，该报最后一期将定格于今年 12 月

7 日。据悉，《德国金融时报》自 2000 年成

立以来亏损不断，日报发行在德国压力越

来越大，尤其是经济类报纸。另外，11 月

中旬，德国另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大报《法

兰克福评论报》已因长期经营不善向法院

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

国内运动品牌订货会集体遇冷

运动品牌今年集体遭遇寒冬，明年形

势依然不容乐观。匹克、安踏、特步等中

国运动品牌公布的明年第二季度订货会

情况显示，订单金额普遍下滑 20%至 30%

（同比）。专家提醒，疲软的经济背景，国

外体育用品企业营销策略下沉，都加大了

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行业的深度调整和

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期货新规防范农产品炒作

近几年，农产品电子交易演变成了变

相期货的运作模式，社会游资大量涌入，

导致“豆你玩、蒜你狠、姜一军”现象出现，

扰乱了农产品贸易秩序。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施

行，将为监管部门治理变相期货交易、清

理整顿非法期货交易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温州将发布民间融资利率指数

日前，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解

读《温 州 市 金 融 综 合 改 革 试 验 区 实 施 方

案》时透露，温州最快将于月底或者 12 月

初发布“温州指数”，即民间融资综合利率

指数。有关部门将对温州小贷公司、融资

性担保公司、典当融资利率以及民间借贷

利率等进行无记名的汇总测评，以反映民

间融资动态。 （本报综合报道）

美食节泛滥 提高门槛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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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底临近，美国财政悬崖问题对全

球市场的心理影响越来越大。近期，全球股

市大都处于调整期，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尤其

是日元却在一点点走强。相反，虽然欧债危

机像老牛拉破车，越来越看不到尽头，但欧元

汇价却如“牛皮糖”，上上下下，没有方向。

绝大多数企业家、经济学家，甚至政治

家，都不看好明年的全球经济。未来的市场

如何演绎？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在炒作美国

将跳下财政悬崖，还担心欧债危机将进一步

向德、法两个大国蔓延。但笔者以为，与欧债

危机必将深化的性质完全不同，截至目前，美

国的财政难题还是可以解决的。财政悬崖本

身也会“坏事变好事”，因为它可能会自动地

令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悬崖勒马——当然，

也可能使美国经济遭遇重大的不确定性。

相反的是，2013年的欧元区经济很难好

转，预计GDP增长1%都成问题。当前大家的

注意力都在希腊救援问题上，其实难点根本不

是希腊，而是希腊会成为“样板”。希腊所需的

区区360亿欧元，对欧盟来说不算什么，但希腊

救援会涉及债务减记、降低（救援）贷款利率，

这些都是重大的道德风险。如果希腊救援出

现“比照”效应，未来需要的资金量可能超过

3600亿欧元。更让人担心的是，穆迪再度火上

浇油，11月19日调降了法国主权债务信用评

级，显示欧债危机的下一个主角很可能是法

国。最新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012年第三季

度的GDP初值季率环比上升了0.1个百分点，

其中，欧元区两个最大经济体——德国和法

国，在第三季度仅仅勉强增长了0.2%，增速大

幅度降低。经济学家预计，这两个国家很可能

会在2013年的某个时点也陷入衰退。

因此，笔者预计，美国的财政悬崖最终

是可以克服的，但欧债危机还是老牛拉破

车，越走越难，终于有一天会拉不动。从外

汇市场考虑，美国财政悬崖在比拼欧债危

机时，很难立即分出胜负，这将导致美元对

欧元汇率继续呈现“牛皮糖”走势。但有一

个迹象必须引起大家注意：外汇市场的热

点很可能会转向息差交易货币板块，未来

一年，日元存在较大幅度下跌的可能性。

日元成为虚拟金融市场的主角，其他

金融投资品都会成为配角，包括原油、黄

金。而综合各国基本面考虑，中国股市可

能 不 再 拖 后 腿，甚 至 会 成 为 亮 点 。2013

年，全球经济将更加关注中国，不仅因为中

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引擎之一，更因

为中国还将是最大的贸易出超国。无论是

美国还是欧元区，想解决欧债危机或者减

轻财政悬崖影响，都需要中国做出努力。

美国不会跳悬崖 欧洲继续拉破车

11 月 24 日，包括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内的 50 多

位微博名人被请进韩国驻华大使馆，在韩国驻华大

使李揆亨和韩国厨师指导下学做泡菜，体验韩国特

色饮食文化。据了解，今年正值中韩建交 20 周年，

双边贸易合作与文化交流频次也随之进入新的高

峰。有数据统计，在过去 20 年里，中韩两国的贸易

规模增长了 40 倍，新的目标是争取到 2015 年双边贸

易额达到 3000 亿美元。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 何志成

本报讯 据《纽约时报》报道，大西

洋两岸的政商界领导人日前表示，美欧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加速，可能最终会

达成协定。将来的谈判仍然很艰苦，但

如果能够克服技术障碍，欧美自由贸易

协定的规模可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比

高下，成为促进欧盟和美国经济增长的

低成本办法。

在奥巴马竞选连任成功后的几天

内，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等

众多欧洲国家领导人要求奥巴马推进自

由贸易协定。欧洲希望结束美欧贸易摩

擦，促进经济增长。大西洋两岸的公司

也在努力推动欧美达成协议。

虽然中国成为美国政治争论的主

角，但美国与欧洲的贸易规模要大得多，

今年前 9 个月，美国与欧洲的商品贸易

额总计 4850 亿美元，对华贸易只有 3900

亿美元。

对美国公司来说，更重要的可能在

于欧洲进口美国商品超过中国。前 9 个

月，美国向欧洲出口了 2000 亿美元的商

品，而中国只进口了 790 亿美元的美国

商品。美国商会估计，美欧自由贸易协

定废除关税和其它障碍之后，双方的经

济增长可以提高 1.5 个百分点。

至少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欧就

开始进一步降低或废除关税的非正式会

谈，并协调制药、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监

管。然而，双方领导人更关注与韩国等

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

定，美欧的谈判进展缓慢。 （楚 墨）

美欧自由贸易协定
进入议事日程

中国高端奖励旅游

正与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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