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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市场

中国是法国红酒出口的第三

大市场，2018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地区最受欢迎的酒种是

红葡萄酒，因为红葡萄酒的饮用范

围相对更广，不仅用于送礼宴客，

红葡萄酒也被用作为美容保健类

产品。根据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

红酒行业市场的规模达到了 4500

亿元。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给红酒

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提供

了更广阔的增长空间。在此背景

下，法国红酒凭借较高的好感度

与知名度一直在国内红酒行业中

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一、法国红酒出口中国的

现状分析

（一）法国红酒出口额量呈下

滑趋势

根据分析：2016 年中国进口

法国葡萄酒重量累计达到 668421

万斤，2017 年中国进口法国葡萄

酒总量累计高达 787204 万斤；但

是自 2018年开始，中国进口法国

葡萄酒总量与总量增幅开始出现

下跌的情况，2018 年中国进口法

国葡萄酒总量增幅首次跌破 10%，

2018年中国进口法国葡萄酒总量

增幅下跌至 7.3%，截止到 2019年

底，中国进口法国葡萄酒总量下

降至 585471万斤。2019年是对法

国红酒行业冲击很大的一年，由于

美国对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葡

萄酒加征了 25%的关税，对于法国

的葡萄酒市场产生了冲击，但总

体出口额仍然位居全球第一。2019

年法国红酒的出口额较之 2018年

同比增长了 7.8%，但作为法国葡

萄酒与烈酒的第三大出口国的中

国，在过去一年中的出口额呈现出

下滑态势，整体出口额同比下降

14.4%，降至 10亿欧元。中低端红

酒的需求量增加稀释了红酒进口

国家的集中度，以往向中国出口

红酒的国家集中在法国、意大利或

西班牙等传统红酒酿造国家，但如

今已经逐渐向新世界红酒制造国

家靠拢。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红酒

价格低廉，对于刚刚入门红酒的

消费者来说是性价比极高的选

择，因此在需求量有所增长的背

景下，法国红酒出口中国的出口

额依然减少。此外，自 2017年起法

国红酒的产量锐减也是导致其对

中国出口量下降的原因。

（二）中国消费者对于法国红

酒的需求逐渐下降

法国红酒出口中国的现状、问题及优化措施
■ 何 耀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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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19年中国进口法国葡萄酒情况 （单位: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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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进口红酒主要

源自六国，分别为澳洲、法国、智

利、意大利、西班牙、美国。但是根

据葡萄酒进口总量与总金额，以及

总量和总金额的增幅百分比数据

的统计，澳洲、法国、意大利、西班

牙、美国五国，红酒向中国市场出

口均出现红酒总量与红酒出口总

金额逐年下降的趋势，仅智利出

口红酒在中国市场逐年增加。经

过大范围的统计，我们发现有

63.1%的人认为中国红酒的性价比

要高于国外进口的红酒，40.1%的

人认为中国红酒喝起来更符合中

国人的气质，中国红酒产业在国

内的本土发展要快于国外红酒的

发展。且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更趋理性，人们开始寻找性价比

更高的红酒来消费，澳大利亚作

为新世界红酒的代表，在 2019年

出口中国的红酒数量与出口额增

长率呈现两位数的数值，并已经

超过了法国的总数额，这表明澳大

利亚已经超过法国成为了中国葡

萄酒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国。

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产工艺

较新，口感更加柔和，果香较浓，

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欢迎。由

于政策扶持，中澳两国之间的葡萄

酒交易实施零关税政策，这对于两

国的葡萄酒贸易发展具有非常积

极的影响。

（三）法国红酒出口的消费结

构呈现精品化态势

根据法国葡萄酒及烈酒出口

商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起泡酒

的出口量显著增长，香槟在法国

葡萄酒的总出口额中占最大比重，

与此同时法国烈酒的出口增长量

仍保持平稳健康的态势，2019 年

较前一年的出口量增长了 1.9%。

供应结构的变化表明的是需求结

构的改变，结合总体数据分析来

看，葡萄酒的消费结构呈现精品

化的态势。

由表 2可知，干邑和朗姆酒是

主要带动出口额增长的酒种，出

口酒种的多样化虽然带来红酒出

口额的减少，但使法国葡萄酒和烈

酒的整体出口贸易仍保持活力。

静止酒与起泡酒的出口比例也发

生了改变，静止酒的出口量有所

下降，起泡酒的出口量增长迅猛，

其中飞屏内发酵起泡酒增长率最

高，达 61.6%。各酒种的出口量发

生变化反映出来供求关系的变

化，近年来对于酒精饮品的需求量

虽持上涨势头，但并不局限在红酒

种类，啤酒等酒种也颇受欢迎。酒

类市场越来越多的新兴酒种的出

现均对法国红酒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冲击。法国红酒经历了长期的

贸易往来后，利润区间已十分透

明，因此酒商们都在致力于探寻新

的产区或新的酒种以获得更大的

利润。据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的分析报告显示，由于澳大利

亚等新世界葡萄酒国家的崛起，法

国葡萄酒的出口量与出口额会面

表 1 2019年中国 6大葡萄酒进口来源国

国家 总量（万 /升） 总金额（万 /美元） 总量变化（%） 总金额变化（%）

澳洲 7.405.60 41,453.16 -17.34% -0.59%

法国 6,984.54 35,096.01 -27.01% -38.88%

智利 9,306.62 19,401.17 11.29% 5.53%

意大利 1.927.85 8,041.23 -5.26% -17.63%

西班牙 3178.54 7,270.46 -21.58% -24.17%

美国 411.18 2,031.30 -46.82% -56.78%

表 2 2019法国出口中国红酒种类变化

出口量 出口额

2019（斤） 增长率（%） 2018（斤） 增长率（%）

烈酒总计 53 080 599 1,9 4 282 314 1.8

干邑 16 703 510 3,4 3 123 092 1,7

雅文邑 125 521 -6,4 16 679 -6,5

其他类型葡萄蒸馏酒 9 631 856 -2,9 204 065 17,8

威士忌 625 493 -22,0 40 185 4,1

朗姆酒 2 695 666 9,3 71 120 14,4

杜松子酒 1 011 375 22,3 40 760 24,5

伏特加 12 240 873 -0,4 346 499 -3,2

利口酒 3 983 100 2,4 288 817 -5,2

卡尔瓦多斯 261 786 -10,7 15 886 -8,3

其他水果蒸馏酒 247 024 3,9 9 257 3,2

其他烈酒 5 554 389 8,7 125 94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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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进一步的缩水。法国红酒在未

来的发展中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急需焕发新的活力。

二、法国红酒出口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一）红酒贸易市场缺乏统一

的行业准入规范

我国的葡萄酒行业发展较晚，

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对于葡萄

酒行业的准入规则的制定，仍不

够完善，出现了许多进口酒质量不

过关、国产酒假借进口酒的名义销

售等市场乱象。红酒市场并没有

构建起完备的基础设施与产业

链。更多的地方与区域，依然是按

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地

区经济利益的市场规则与准入门

槛。相反这一种措施，严重地扰乱

法国红酒进入中国市场，既没有办

法抵御法国红酒劣质产品进入我

国市场，同时不利于法国酒庄向

中国市场定量地输入产品，解决

市场需求。我国的葡萄酒行业准

入规则发展历史见表 3。

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准入规

则，从事葡萄酒行业的门槛很低，

甚至只需几万元即可拿到国外酒

庄的代理权，数量过多的代理商造

成了行业内的混乱现象。

（二）红酒产业定位过于传统，

行业发展模式受限

完整的法国红酒分级制度于

1855 年确立，此后一直沿用到

2012年才进行改进。由于法国红

酒分级制度实行“世袭制”，这在

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级别较低的产

区的发展积极性。2012年法国对

红酒分级制度进行了修改，将传

统分级制度简化，并允许跨地区

混酿。AOC葡萄酒（法定产区葡萄

酒）变成 AOP，VDP葡萄酒（地区餐

酒葡萄酒）变成 IGP，VDT（日餐餐

酒葡萄酒）变成 VDF。全新的分级

制度是法国红酒产业为了抗衡新

世界红酒品牌而创立出来的，新的

制度允许不同产区的葡萄进行混

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传

统制度的制约，为生产商提供全

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分级制度虽

然是为了攻占崛起的中产阶级市

场而建立，但并不被大多数消费

者所认可，法国红酒一直靠着其

“贵族式”的传统保持其稀缺性。

据统计资料显示，消费者购买红

酒的目的由送礼转向日常自用，

这使得大部分消费者购买的红酒

价格基本在 100-200元之间，这一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国内红酒消费

市场偏爱中低档红酒，这也是法

国红酒进口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2019年我国红酒的进口量下降了

12.32%，法国本土的葡萄酒产量也

在逐年减少，法国红酒在面对新的

市场环境中的众多不稳定因素时，

需要打破传统发展道路，拓宽渠

道，否则今后的发展之路会面临越

来越难的处境。

（三）法国红酒货源供应不稳定

法国红酒的制作工艺比较传

统，对于原材料的要求很高，这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红酒的产量，

由于酒庄一个年份的红酒数量有

限，基本上“售完为止”，为了节省

成本，许多商家选择桶装进口红

酒后在国内装瓶打标出售，这会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货源不稳定的

情况。进口葡萄酒需要经历长途

运输，面临着许多不可控因素，会

造成一定程度的货损，并且难以

掌控到货时间。加之很多进口商

的到货计划做得不充分，所以经

常出现一款产品开始有好的销量

的时候发生断货的情况。国际葡

萄与葡萄酒组织在 2019年的统计

数据表明，全球葡萄酒产量一直

表 3 中国葡萄酒行业准入规则发展历史

葡萄酒行业相关政策及规则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2.6 《葡萄酒行业准入标准》

设置葡萄酒行业准入条件，规范葡萄酒行业

发展，加强行业管理，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

重复建议，引导企业合理布局。

2016.3

《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

委办公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

引发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加快葡

萄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暨实施

办法的通知》（宁菊委办发

<2016>13号）

从产品宣传、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基地建设、

配套服务等方面进行大力财政支持，通过以

奖代补的方式对酒庄（企业）在国内一二线城

市建立葡萄酒展销平台、直销专卖店、评选列

级酒庄等当面进行补贴。

2017.4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三五”工

业发展及两化融合发展规划》

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加快推进葡萄酒产

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确定从产业扶持政策中

转向安排奖金 1000万元，用于扶持葡萄酒
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点环节。

2018.6
《烟台市果蔬加工及葡萄酒产

业集群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

使用暂行办法》

重点支持葡萄酒、水果蔬菜汁饮料、水果蔬菜

休闲食品、水果蔬菜衍生食品、鲜食水果蔬菜

等五大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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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上下波动的不稳定状态，由于

气候变化，欧洲和南美洲的主要葡

萄酒产区产量均有下降，因此“靠

天吃饭”的葡萄酒行业经常会面

临货源不稳定的问题。

三、法国红酒出口中国的

优化措施

（一）建立强有力的市场监督

管理体制

我国的红酒行业处于发展初

期，需要适度的市场监管以引导

行业健康发展。红酒行业具有购

买频率低、售后需求高、服务周期

长的特点，以往通过信息不对称

而进行盈利的模式已变得透明，

红酒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天然

矛盾需要有力的管理机构来进行

调和。面对部分红酒企业仅以盈

利为目的、对于加盟者的审核不

严格，导致整个行业内的服务水

平良莠不齐，如若不及时加以管

制对于整个红酒行业的良性发展

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在这些矛盾

问题存在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合理

的监督管理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产业管理水平落后、进口红酒质量

把关能力弱、行业服务能力差等行

业发展致命问题都急需监管，从而

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二）注重与互联网等新业态的

合作

国内的红酒市场需求量一直

处于增长态势，且由国家政策大

力扶持，资本利好，整个行业的发

展长期向好。科技与互联网的发

展为各个行业输送了新的活力，

红酒作为传统产业也应当注重技

术因素的加入，大数据、人工智

能、VR 等科技元素的加入一方面

可以提高红酒行业科技体验的普

及化，最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整个

行业的管理效率，焕发新的发展

活力。中国市场在世界贸易体系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几年来中国

十分注重“共享经济”的发展，这

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十分吻

合。法国红酒在如今应及时转变

观念，注重促进传统行业与新兴

领域的合作。如今在中国市场中，

90 后与 00 后对于酒类饮品的消

费量越来越大，作为年轻人他们

更加注重整体消费体验，法国红

酒占有先天的质量上乘的优势，在

此时应注重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

开阔更多的销售渠道。全球经济

发展瞬息万变，任何产业的发展

都需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才会在市

场中站稳脚跟，随着中国市场消

费者的日趋理性，并且澳大利亚、

智利等国家在不断提高红酒的质

量，法国红酒的生存空间不断被

压缩，这时需要与新兴产业融合，

拓宽销售渠道，法国红酒在中国

消费者心中一直是高质量的代

表，只要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

下注重科技元素的加入，必然会带

来行业新的发展前景。

（三）结合中国消费环境打造

法国红酒品牌

红酒行业对气候和自然环境

依赖性较强，因此红酒产量常年

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对于以产区

打造品牌的法国红酒产业会产生

负面影响，消费环境已经发生变

化，传统的分级制度已经在一次

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国红酒的发展

活力。澳大利亚的红酒产业在近

年来得到迅猛发展的一大重要原

因即是因为其敏锐地察觉到了市

场变化，在营销策略上注重红酒

的品牌建立和推广，弱化产区概

念。以澳大利亚的著名红酒品牌

“奔富”为例，奔富十分注重品牌

建立与营销，开辟新兴的发展渠

道，与国内的京东、永辉超市等企

业建立了战略合作，这种策略拓宽

了销售渠道，打造了品牌知名度，

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中国这个

发展尚不完善但潜力巨大的市场

中，注重品牌的营销有利于打开

市场，法国红酒产业在发展过程

中应该继承良好的传统并及时改

良掣肘发展的旧制度，法国红酒

行业虽然在近年来受到新兴红酒

国家的打击，但在市场中依然是

高端红酒的代表，这一地位在未

来几十年中依然是难以撼动的，

但如若依旧故步自封，发展空间只

会越来越狭小，整个世界的红酒行

业必然面临洗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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