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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一度被公众认为含着“泔水”味的红

酒，如今已披上了保健康、显档次、有情调

的外衣，而中国进口红酒市场更是火的“一

塌糊涂”。有关数据显示，过去 4 年中，进

口红酒数量增长了 60%，远超国产红酒产

量的增长，市场占有率已从原来不到 10%

上升至约 35%。

在火爆行情的背后，“洋红酒”却被查

出“傍品牌”、劣酒充好、国内灌装勾兑等乱

象。更有报道称，年产量仅 24 万瓶的国际

著名红酒品牌拉菲，却被中国人完成了每

年“消灭”200 万瓶的壮举。

进口红酒“乱象”丛生

被誉为“进口葡萄酒集散地”的温州

市，目 前 有 酒 庄 近 400 家，70%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 2011 年，仅 温 州 红 酒 进 口 总 金 额

达 到 2524.1 万 美 元 。 对 此 ，浙 江 省 工 商

局局长郑宇民指出，由于世界经济衰退，

欧美等红酒消费国的销量下滑，法国、澳

大利亚等世界主要产酒国纷纷开辟新的

市 场，而 中 国 已 成 全 球 葡 萄 酒 消 费 增 长

最快的国家。

所谓的“原瓶进口红酒”是指一瓶酒从

葡萄种植、采摘、榨汁、发酵、窖藏、装瓶、酒

标及内外包装全部在原产国完成，但进口

关税很高。“以进口红酒的离岸价为 25 元

为例，加上报税和报关公司的服务费用，大

约需加价 53%。然后，代理商再加价 30%

左右，批量卖给一手批发商，随后，一手批

发商再加 20%的价格卖给下一级批发商。

真正等到红酒进入市场时，价格已经翻番

到大约 150 元/瓶了。”某酒庄经销商季先

生向记者透露。

为了逃避关税，获得更高的利润，红酒

经销商开始玩起了“猫腻”，假的进口红酒

充斥市场。

“国内一些原瓶进口的红酒，实际上却

是原酒汁从国外进口，在国内分装的。”季

先生对记者表示，虽规定红酒是以新鲜葡

萄为原料，经发酵而成，但并未规定葡萄汁

勾兑比例，因此，这种在国内灌装酒的质量

就很难保障。

据记者了解，目前，市场上主要流通两

种假的“进口红酒”，一种是用低廉的国内

红酒制成，另一种就是由国外进口的劣质

桶装酒勾兑而成，然后在国内散装销售。

“随后，这些假的进口红酒开始了‘傍

品牌’的‘勾当’，这在业内早就不是什么

新 闻 了 。”季 先 生 对 记 者 表 示 ，其 中“ 拉

斐”、“卡斯特”等品牌早就被假酒、次酒所

“侵犯”了。据记者了解，仅“拉斐”一个

品牌就衍生出“大拉菲”、“拉菲传说”、“拉

菲正牌”、“拉菲传奇”等众多虚假品牌，而

价格也从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这中间

的利润可达百分之几百，甚至上千。”季先

生透露。

微博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北京某代

理拉菲红酒的老板曾在饭局上透露，他从

法国批量买入低质红酒浆运上船，船到了

公海后开始生产各年份的拉菲酒，到海关

通过成品酒检验，交完税后，即可凭报关单

及食品检疫证明顺利进入北京各大商场。

每瓶拉菲卖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比地产

暴利多了。

外国品牌抢占国内市场

由于中国红酒市场的大好前景，以及

假、劣进口红酒的泛滥，致使拉菲庄园的

老板又喜又忧，喜的是中国人太认这个牌

子了，忧的是这个牌子肯定得砸在中国人

手里。

鉴于此，拉菲集团计划在山东蓬莱设

立中国版的“拉菲酒庄”。拉菲集团已与中

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罗斯柴

尔德男爵中信酒业（山东）有限公司，负责

对酒庄的运营管理。

据记者了解，拉菲集团和中信华东在

此项目上的总投资额达 1 亿元，其中，拉菲

集团以 70%的股权控股，中信华东则占股

30%。而对于 1 亿元的投资用途，一位熟悉

该项目的蓬莱市政府官员透露，6000 万元

将用于酒堡及农舍建筑投资，1200 万元将

用于葡萄种植园投资，600 万元将用于酒

堡设备购入和安装，农具及其他种植生产

设备 500 万元，以及铺货流动资金 1000 万

元和准备金 700 万元。

不过，一旦拉菲“国产化”，价格是否会

应声下跌？“国产”拉菲又将如何定位？对

此，拉菲集团表示，真正意义上的拉菲只存

在于法国波亚克地区，山东蓬莱出品的酒

将不叫“拉菲”。至于“国产拉菲”的价格定

位，尚无定论。

对此，季先生认为，“国产拉菲”会积极

推动国内红酒市场朝健康方向发展，不仅

会令国内市场上“傍”拉菲品牌的假酒减

少，还能有效缓解市场上供求紧张的局面，

使红酒的价格回归理性轨道。

工业企业利润27个月来

首现负增长

国 家 统 计 局 日 前 公 布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1 月 至 2 月 ，全 国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利 润 6060 亿 元 ，

同比下降 5.2%。这是自 2009 年 11

月 以 来 ，工 业 企 业 利 润 首 次 出 现

负 增 长 。 其 中 ，国 有 企 业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19.7%，而 私 营 企业则同比

增长 24.4%。

铁道部放手

省内城际线路

“铁道部现在已经放手地方省

内的城际线路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铁隧道副总工王梦恕表示。

他称，对于省内的城际线路，铁道部

未来将只提供技术和工程上的指导

和协助，在资金上，将全面放手让各

省以及沿线市自主筹资，铁道部将

不主动要求参股。

电商交易额到 2015 年
要突破 18 万亿元

工信部日前发布《电子商务“十

二五”发展规划》，规划提出，电子商

务交易额到 2015 年要突破 18 万亿

元，其中，企业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超过 15 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突

破 3 万亿元。而 2010 年，我国电子

商务交易总额约为 4.5 万亿元，这意

味着“十二五”期间电子商务交易额

将翻两番。

液晶面板

进口关税升至 5%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

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的通知》：4 月 1

日起，32 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

液晶显示板的税率将由原暂定的

3%提高到 5%。

（本报综合报道）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是我做错

了什么……”一句歌词精辟地点出了中国

外贸的困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国际地位也与日俱增：美国金融危机找中

国援助、欧债危机找中国买债、日本地震找

中 国 捐 款 …… 中 国 早 已 担 起 世 界“ 和 事

佬”的角色。但做了这么多好事的中国，

怎么每年还受欧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

“ 欺 负 ”呢 ？ 近 日 ，商 务 部 副 部 长 钟 山 指

出，中国已经连续 17 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

最 多 的 国 家 ，而 且 贸 易 摩 擦 形 式 不 断 翻

新，涉及产业不断扩大，发起的国别也不

断增加。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日前公布的

数据也显示，中国是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

伤害最重的国家。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日益强大

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心理不平衡。

近几年，中国经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迅速由“小弟”成长为“大哥”，头上还顶

着“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的

光环，而且多个世界经济机构还预测，未来

几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进出口贸

易第一大国。

这极大触动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神经，

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出口多一点，就会遏制

本国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们迫不及

待地采用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保卫”

本国经济。

殊 不 知 ，这 是 多 么 愚 蠢 且 自 大 的 行

为。据美国平价上网联盟的调查显示，美

国如果对中国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 100%惩

罚性关税，将在未来 3 年内净损失 5 万个工

作岗位。其实，简单的贸易数字并不能恰

当反映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益情况。包

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理应深知顺畅的国

际贸易对其经济复苏的重大意义，而贸易

保护主义只会阻碍世界经济的繁荣。

现在的中国外贸是“四面受敌”，被别

人“骂一句、踹一脚”也已成常态，但狭路相

逢勇者胜，我们也要敢于“亮剑”接招。

首先，中国企业要加强“内功修炼”，对

产品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加以规范，在运

用先进公司管理体制的同时，加强对国际

人才的培养，并与国际上通用的贸易规则

相对接，预防企业成为“井底之蛙”。

其次，中国政府应当加大与欧美等国

家的磋商，并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维护中

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目前，商务

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促进外贸工作的

相关政策措施，在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贸

易政策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

再 次 ，中 国 应 善 用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等

国际机构，解决贸易争端，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最后，送企业这样一段话：如果企业真

的无法避免国际贸易摩擦，那么就把它当

成一种“享受”吧。

红酒“原装进口”猫腻多
■ 本报记者 王 哲

中国外贸缘何总受伤？
■ 王 熙

截稿新闻

中国光伏产品输美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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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培被指为“最差洋奶粉”

详细报道见第 6 版

本报讯（记者 徐淼）3 月 28 日，由中国贸

促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法中委员会共

同举办的第十八届中法经济研讨会在京举

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出席开幕式并致

词。法国前总理、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副主

席、参议员拉法兰，法国驻华大使白林，中国

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李伟等出席开幕式。

白立忱在讲话中指出，自 1995 年至今，中

法经济研讨会已举办到了第十八届，得到中法

两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为推动中法两

国的经贸交流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拉法兰在讲话中也高度评价中法经济研

讨会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国在产业升级和结

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

增长对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表示赞

赏。他鼓励法中工商界进一步加强合作，开

拓进取，为法中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做出更

大的贡献。

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表示，继续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是中法两

国塑造各自发展新模式的共同战略取向，希

望双方企业抓住两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产

业领域的发展契机，不断培育合作新亮点，进

一步扩大相互投资，促进贸易增长，在经贸领

域为推动中法关系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近年来，中法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发展，

2011年，两国贸易更达到创纪录的520亿美元。

第十八届中法经济研讨会

在京开幕

野蛮吸金

奢侈品售后服务“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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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华夏银行发布的年报称，2011 年该行综合盈利能

力 稳 步 提 升，净 利 润 92.22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53.97%。 盈 利

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资金成本的

有效控制、非利息收入的增长、成本费用水平下降和资产质

量的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趋利避害 公司“移民”赶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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