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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产业该如何越过寒冬
文 /任禹西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巩固成

果防止返贫的任务仍然非常重。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意义重大、任

务艰巨。在众多带动地区发展的探索实践中，见

效快、效益高的葡萄酒产业备受青睐。作为全产

业链行业的葡萄酒产业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中

发挥着积极作用。

被低估的葡萄酒产业——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三位一体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葡 萄 酒 学 院 教 授 房 玉 林

称，葡萄酒产业在我国是一个被低估了价值的产

业。他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葡萄酒产业在

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都很高的产业。在法国的波尔多、勃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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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周 围 的 村 庄 都 是 以 葡 萄 种 植 酿 造 作 为 支 柱 产

业。这些村庄几乎看不到空心化的趋势，也没有

出现青年人员和人才流失的现象，这很值得我们

参考。”

葡萄酒产业可以将农业、轻工业等产业以产

品加工的方式连接起来，并向产业链下端延伸，形

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独特模式，不仅能

推动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还能带

动葡萄酒原辅料、制药、机械设备、制瓶业、印

刷业、包装业、运输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段长青表示，葡萄酒产业是一个有组

织、高度集约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可以将劳动力

组织起来分工协作，培养成产业工人，这对吸纳

年轻劳动力的社会意义更重要。

事实上，葡萄酒在产业带动方面的潜力正在

被企业和种植户挖掘。以张裕为例，目前企业已

在新疆、宁夏、烟台等国内六大产区布局 20 万

亩葡萄基地，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

式，每年给全国果农带来近 8 亿元的收入，助力

乡村振兴。

中 国 酒 业 协 会 葡 萄 酒 分 会 秘 书 长 火 兴 三 介

绍，葡萄酒产业是“种酿结合”的产业，从一些

主要产区调研的情况看，无论是酒庄还是大型规

模化生产企业，无一例外都与产区酿酒葡萄种植

有紧密的联系。

酒庄通常有自己的葡萄种植基地，大型生产酿

造企业除了一定规模的自有葡萄种植基地之外，还

通过订单农业等方式与当地的葡萄种植大户或种植

合作社签订了较为紧密的葡萄收购合同，并帮助种

植户对葡萄种植进行技术管理，这种产业链向上延

伸能有效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带

动地域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市 场 经 济 研 究 所 原 所

长、研究员任兴洲表示，葡萄酒产业还对我国土

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有重要

作用。“我们国家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如

何有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我觉得葡萄酒行业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酿酒葡萄种植对土壤的肥力和排水性等性质

具有一定要求，由于不同葡萄酒产区的气候特点

差异，对优质酿酒葡萄种植的土壤要求也存在不

同，但相对统一的认识是。种植酿酒葡萄不需要

占用良田。段长青说，酿酒葡萄的种植不需占用

良田和耕地，因为肥沃土壤种出来的原料品质并

不如荒漠化贫瘠土壤。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我国

葡萄酒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等自然条件较

恶劣、经济欠发达地区。

房玉林解释：“就酿酒葡萄来说，能够影响

葡 萄 酒 品 质 和 风 味 的 主 要 物 质 是 次 生 代 谢 的 产

物，例如单宁和色素，而这些物质在逆境条件下

合成的更多、更优，所以适度干旱、紫外线强的

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葡萄酒品质的提升。”

酿酒葡萄具有根系发达、耐干旱、耐贫瘠、适

应性强的特点，在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

些戈壁、荒滩、沟壑、丘陵等不宜生产粮食的区

域，推广种植酿酒葡萄，不仅能够推动农民增收，还

能起到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盘活贫瘠土地

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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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

多为盐碱戈壁荒滩，昼夜温差较大，病虫害较少

发生，因而使用农药相对较少，再加上各产区比

较注重发展有机生态种植，有效控制了农药和化

肥等农用化学物质对土地资源的污染，具有改善

生态环境的良好效应。”火兴三补充道。

以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为例，该产区 50 余万

亩葡萄园主要就是利用了非耕地的山坡、砾石、沙

荒地，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部分酒庄还被选为自

治区特色产业发展同黄河滩区治理及生态恢复结

合的典范。从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实际来看，该

产业对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改善农村生态

环境、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稳边固边，以及满足

和扩大居民消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虑到葡萄酒产业的性质及农业产业链中所起

的巨大作用，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应当将葡萄酒产

业作为农业产业对待，促进国内葡萄酒产业发展。

国产葡萄酒现状——喜忧参半、期待越过冬季

那么，目前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状况究竟如

何？对于国产葡萄酒，不少消费者心中还存在着“外

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偏见，但事实证明，随着这些

年我国葡萄酒产业的持续积累，目前中国葡萄酒的

品质、味道等方面已经展现出世界级水平，国产葡

萄酒正不断走出国门，赢得世界消费者的认可。

中国酒业协会执行理事长王琦说：“过去国

外葡萄酒的品质比我们好，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

展，国产葡萄酒的品质和口感丝毫不逊色。”

“可以自豪地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葡

萄酒现在整体质量水平已经不比其他国家差。葡

萄酒的魅力就在于多元化和多样性，我们国家多

样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决定了我国葡萄酒产区的丰

富多彩，也决定了国产葡萄酒风格的绚丽多姿，可

以说，我们的国产葡萄酒既有风姿绰约、气质高

贵的‘阳春白雪’，也有亲民友善、巧笑嫣然的‘邻

家小妹’。”房玉林说。

看到这样的评价我们应该为之自豪，但中国葡

萄酒产业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例如国内葡

萄酒市场受到国外产品的冲击较为明显，性价比不

高是困扰国产葡萄酒打开市场的一大问题。尤其是

刚过去的 2020 年可谓葡萄酒产业的“冬季”，产

业深度调整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总体需

求疲软，很多葡萄酒生产企业削减了生产量。

葡 萄 酒 行 业 上 市 公 司 发 布 的 业 绩 统 计 显

示，2020 年前三季报，ST 威龙净亏损 1.64 亿元，利

润同比下降 830%；莫高股份净亏损 684 万元，利

润同比下降 147%；ST 中葡净亏损 3705 万元，同

比下降 2747.8%；ST 通葡净亏损 1851 万元，利润

同比下降 693%，14 家葡萄酒上市公司利润在百万

元以上的，只有张裕一家。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果树栽培生理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海波表示：“疫情期间，葡

萄酒依靠的传统渠道的压力骤增，导致葡萄酒产

品陷入产品同质化与价格战的困境。”

王琦表示，国产葡萄酒的品质提高了很多，但

是性价比却不够理想，同样品质的产品，进口的

比国产的价格低，主要原因是国产葡萄酒的成本

相对较高。他认为，国产葡萄酒的成本来自于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酿酒葡萄种植成本高。绝大多数国内葡

萄酒企业的葡萄种植基地都涉及土地流转，由于

葡萄生长周期较长，10 年左右才进入壮年期，挂

果时间可持续 50 年左右，远超目前 30 年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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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和流转上限，导致葡萄酒企业土地流转积极

性不高，难以形成集中连片种植。

二是机械化程度较低。与国外葡萄酒产区相

比， 我 国 酿 酒 葡 萄 种 植 在 山 区 丘 陵 地 带 分 布 较

多，因此机械化程度提升难度大，需要花费人工

成本多，再加上无法获得农机产品补贴，促使国

内葡萄酒成本在客观因素上很难被控制。

三是税负较高。国际上主要葡萄酒生产国普

遍将葡萄酒列为农产品，可以享受农产品补贴及

税收政策，不仅税负较低，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

给予政府补贴。从国际环境看，葡萄酒消费税在

很 多 国 家 都 不 征 收， 即 使 征 收 的 国 家 税 率 也 较

低，如智利对葡萄酒企业征收 19% 增值税，1.5%

国内销售消费税；法国征收 19.6% 增值税；澳大

利亚征收 10% 商品及服务税，出口葡萄酒不必缴

纳。而我国则按 13% 征收增值税，另外还有 10%

的消费税，国内葡萄酒企业综合税负一般为 25%-

30%，提高了企业成本。

段长青表示：“当前，对于地处自然条件差、经

济欠发达区域的葡萄酒产业，亟需通过减免税费

等有效措施来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帮助葡萄酒产

业 形 成 完 整 的 产 业 链， 成 为 强 大 的 地 方 特 色 产

业，助力地域经济发展。”

任兴洲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她认为，葡萄酒税

收的适当减免能够为企业减轻负担，从而带动行业

的发展，大大提升产区的造血功能和综合效益。

综合考虑葡萄酒产业特点 适当减免消费税

综 合 来 看， 国 产 葡 萄 酒 行 业 要 想 提 升 性 价

比，在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需要从成本方面入

手为行业和企业减轻负担。其中最直接的手段就

是减税，如果 10% 的消费税能够适当减免，国内

企业与国外企业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无疑将大大

缩减。

任兴洲建议：“可以综合考虑葡萄酒一、二、三

次产业融合，上下游协同特别紧密的特点，对企

业的税费进行适度的调整。”

作 为 葡 萄 酒 产 业 的 企 业 代 表，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洪江建议：“取

消葡萄酒消费税，精准扶持国内葡萄酒产业链，抵

御进口产品冲击。”

据统计，葡萄酒只占全国主要酒类品种销售

额的很小部分，如果按葡萄酒销售额的 10% 计算

消费税，也仅有 10 亿元左右，这与全国酒类消费

税庞大的基数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葡

萄酒生产企业来说，这部分税负占了他们总税负

的近三分之一，对他们的影响却相当大。如果这

部分税负得到适当减免，对于减轻企业负担，提

高企业盈利能力，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行业发展

环境可谓至关重要。在既不会对国家税收造成大

的 影 响， 又 对 产 业 发 展 有 重 大 推 动 作 用 的 前 提

下，适当减免葡萄酒消费税将使国内葡萄酒企业

放下包袱，得到更好更快 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