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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葡萄酒：品质提升 蓄力向上发展

2020年，中国葡萄酒没有等来行业的春天，却遭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一击，行业洗牌加剧。

但中国葡萄酒依然是朝阳产业，有着广阔的前景。消费升级大潮之下，随着葡萄酒中国鉴评体系的

完善，行业立标提质，练好“内功”，规范葡萄酒市场流通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引导国内外葡

萄酒从业者生产优质产品，发挥领军企业优势，助推葡萄酒行业抗压前行。

一、行业发展短期不乐观 长期不悲观

近年来，尽管进口葡萄酒相对而言仍是国内消费者的“心头好”，但难掩量额双降之势。尚未

从进口酒高压下解脱的国产葡萄酒，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面临更大挑战。

1、国产葡萄酒受疫情影响下滑加剧，2020Q2开启弱复苏

近三年来，中国葡萄酒产量急剧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年产量100.1万千升，

2018年缩至两位数——62.9万千升。2019年年产量降至45.1万千升，同比降低10.2%。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葡萄酒产量近年来首次出现个位数——5.80万千升，同比降幅高

达40.8%。

图表 1：2011-2019 年中国葡萄酒产量及同比增速

来源：国家统计局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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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1Q1-2020Q1 中国葡萄酒产量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新华财经

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葡萄酒企业数量155家，销售收入145.09亿元，同比减少17.51%；实现

利润总额10.58亿元，同比降低16.74%。2020年第一季度，销售收入18.95亿元，下降44.02%；利润

0.01亿元，下降99.24%。全国葡萄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经济效益在2019年本就低迷的情况下，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在2020年第一季度显得更加惨淡。

图表 3：2015-2019 年中国规模以上葡萄酒企业销售收入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酒业协会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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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酒类消费内需潜力逐步释放，葡萄酒行业复苏

通道随之开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4月，全国规模以上葡萄酒生产企业完成酿酒总

产量9.05万千升，同比下降27.51%，下降幅度收窄。据中国酒业协会近期行业抽样调研显示，进入

5月后，市场动销继续加快，部分企业预计在6月就可以恢复到往年同期水平。

2、中国进口葡萄酒量额双降，未来回升可期

2019年中国葡萄酒进口金额35.36亿美元，同比下降9.7%；进口数量66.23万千升，同比下降

9.2%。虽然进口葡萄酒量额双降，且降幅较大，但较国产葡萄酒而言，仍维持较高发展水平。北京

百利生葡萄酒业总经理吴一白认为，进口葡萄酒的下滑趋势是阶段性的，未来个人消费的增长会适

当弥补商务/社交消费被抑制的部分，进口葡萄酒消费仍占主流，其消费量回升可期。

业内也有观点认为，受制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给进口葡萄酒的生产和运输带来的

不确定性，进口商面临巨大压力；国产葡萄酒商基于库存带来的资金压力，以及更高的人力等成本

压力，复苏之路将比进口葡萄酒更加艰难。

图表 4：2011-2019 年中国葡萄酒进口金额及同比增速

来源：海关总署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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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011-2019 年中国葡萄酒进口数量及同比增速

来源：海关总署 新华财经

二、行业龙头挑业绩大梁 2020Q1 局势紧张待破

本文选取A股主板上市的四家葡萄酒企业——张裕A、ST威龙、ST中葡和莫高股份为标的。由于

通葡股份葡萄酒业务营收占比较小，未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2019年四家葡萄酒企业营收缩水，各

大企业实施降本增效举措收获微薄，实现净利增长。但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业绩更为惨淡，

营销活动锐减。

1、经营业绩：降本增效，难以扭转2020Q1结局

2019年四家葡萄酒企实现总营收61.24亿元，同比降低5.8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1.46

亿元，同比增加18.87%。其中，张裕营收达50.31亿元，虽然稍低于年初制定的力争实现营业收入

不低于53亿元的目标，但其龙头地位毋庸置疑，经营业绩遥遥领先。并且，张裕2019年营收占全国

葡萄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的34.68%；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11.30亿元，超过了全国葡萄酒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10.58亿元）。

ST中葡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0.15亿元，同比增长109.49%，扭亏为盈。其年度报告显示，净利

增长源于各项费用的大幅降低等降本增效措施和区域原酒市场及高档酒市场的大力开拓等主营业

务优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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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葡萄酒行业 A股主板上市企业 2019 年经营业绩

来源：公司年报 新华财经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本就脆弱的葡萄酒行业来讲，无疑是一记重锤。2020年第一季度，四家葡萄

酒企业总营收9.37亿元，同比降低53.11%；实现归母净利1.69亿元，同比降低65.62%。只有张裕一

家归母净利维持正值，其余皆为亏损。业内人士曾表示“葡萄酒行业'短期不乐观'，2020年将是国

内葡萄酒市场近十年来最艰难的一年。”

图表 7：葡萄酒行业 A股主板上市企业 2020Q1 经营业绩

来源：公司季报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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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费用率：受疫情影响 2020Q1营销活动显著放缓

销售费用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应了酒企在品牌和渠道建设上做出的努力。2019年四家葡萄酒企

销售费用率高于20%，行业整体处于高位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葡萄酒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其中，ST威龙表现最突出，2019年销售费用率达36.4%，较上年同期增幅8.45%，其年报解释称主要

是报告期内促销费增加所致。

2020年第一季度，张裕销售费用率显著下降，为四家上市企业中最低，主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影响公司营销活动减少。不仅仅是张裕，其他三家销售费用均受疫情影响大幅下滑，所以其他

三家高企的销售费用率及增幅，并不是品牌和渠道建设上的大手笔投入增加，而是销售费用的下滑

幅度并没有追上其营收的下滑幅度所致。

图表 8：葡萄酒行业 A股主板上市企业 2019 年销售费用率及较上年同期增幅

来源：公司年报 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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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葡萄酒行业 A股主板上市企业 2020Q1 销售费用率及较上年同期增幅

来源：公司季报 新华财经

三、中国葡萄酒“高品质”发展在路上

中国葡萄酒的发展虽历经坎坷，但品质提升的脚步从未停止。2019年《酿酒葡萄》、《橡木桶》、

中国《葡萄酒产区》团体标准和《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技术标准体系》地方标准的发布，都是从零到

一的突破式发展；国际大奖赛上屡获殊荣，都是葡萄酒人长期耕耘的果实，其实，中国葡萄酒“高

品质”发展一直在路上。

1、健全行业标准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2019年7月，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发布T/CBJ4101-2019《酿酒葡萄》和

T/CBJ4102-2019《橡木桶》团体标准。两大标准分别规范统一了我国酿酒葡萄和橡木桶的技术指标

和检验规范，并明确了相应的质量评价标准，为葡萄酒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据悉，《酿酒葡萄》

团体标准是国内行业首创，此前并无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酿酒葡萄质量进行考量。标准的实

施，将会助益酿酒葡萄栽培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葡萄收购加工提供原料质量评价依据。这

将进一步促进葡萄酒品质和品牌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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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中国酒业协会葡萄酒分会发布了中国《葡萄酒产区》团体标准（草案）， 以具

备中国特色的产区划分标准，明确产区概念，规范行业发展。业内人士表示，产区标准的制订和推

广实施，可以更好地指导产区建设，打造产区知名度，从而推动我国葡萄酒行业健康发展，有效减

少由于定义模糊带来的行业性问题，规范葡萄酒行业的发展。这是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

会成立以来在中国葡萄酒行业领域的第一个管理性标准，并将中国葡萄酒产区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

段。

2019年12月，《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技术标准体系》地方标准在银川正式发布，据了解，该标准

是目前国内葡萄酒领域首个针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而建立的全产业链技术标准体系，也是全区地理

标志保护方面首个技术标准体系。标准体系的建立，是对产业发展的正确引领。充分发挥标准体系

的引领功能，可以促进地方葡萄酒产业向上发展，进而形成强大的区域品牌竞争力。

图表 10：2019 年中国葡萄酒行业相关政策大事记

来源：新华财经

2、斩获国际大奖 扎实推进品质升级

近年来，虽然中国葡萄酒在产量和消费端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品质提升渐入佳境。2019

年中国葡萄酒频频亮相国际大奖赛并取得佳绩，张裕解百纳在全球畅销葡萄酒品牌盲品赛上成为

“全球Top5”；宁夏张裕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白（2018年）、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特选级霞多丽干

白（2016年）、法国蜜合花酒庄干红（2017年）纷纷在“葡萄酒奥斯卡”之称的布鲁塞尔国际葡萄

酒大赛上斩获三枚金奖。



11 / 11

据悉，在世界五大国际葡萄酒比赛之一的柏林葡萄酒大奖赛2019年冬季赛中，中国产区参赛酒

款共收获61项大奖，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圣路易 ·丁酒庄法塞特赤霞珠美乐干红2013获得大金奖，

贺东庄园品丽珠干红2016、 鹤泉酒庄贺玉青金石赤霞珠干红2015等31款葡萄酒获得金奖，美贺庄

园2016开庄珍藏干红等8款葡萄酒获得银奖。

中国葡萄酒在国际大奖赛崭露头角已不足为奇，却似乎不足以撼动中国消费者的心，也没有彻

底撕去国产葡萄酒在消费者心里的“低端”标签，更高层次的提升和更大范围的传播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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