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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农产品借FTA深耕中国市场
近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京会见了到访的智利

农业部部长富尔切，双方就推动双边农业合作交换了

意见。富尔切此行的目的之一，即是进一步扩大智利

农产品对华出口。

据智利《信使报》报道，富尔切上任之初即表示，对于

智利农产品出口应有战略眼光，除目前已经拥有的或参

与的市场，还应把目光放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人口密

度大的国家，未来粮食需求增长主要来自这些国家。

智利农产品瞄准中国

根据中智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自 2006 年

7 月始，占两国税目总数 97%的产品将于 10 年内分阶

段降为零关税，包括智利葡萄酒、三文鱼、蓝莓等产

品。到 2015 年，智利葡萄酒、特级初榨橄榄油、蓝莓等

产品都将降为零关税。中国消费者将购买到零关税

的智利产品。对于经销商而言，同样规格的产品，从

智利进口，利润远远高于从欧洲国家进口。

据智利贸易促进局国际事务副局长拉斐尔·萨巴

特介绍，智利对中国出口额的 79%为矿业产品，21%为

农副业产品及海产品。中国是智利食品出口第三大

目的地国家。2013 年，智利农副食品对华出口实现

6.27 亿美元，海产品对华出口达 2.14 亿美元。其中，

出口最多的产品为：樱桃、鲜葡萄、海藻、三文鱼与鳟

鱼、红葡萄酒、猪肉。

智利是世界最主要的食品生产国之一，也是世界

上第二大蓝莓出口国、第一大干果出口国。食品行业

在其 GDP 中占比超过 10%。智利农产品在欧美市场

一贯以高品质形象出现，环境纯净保证了产品的无污

染，绿色有机食品是智利农产品发展的优势。

中 国 是 智 利 食 品 出 口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地 国 家 之

一。在中国，每 10 颗进口樱桃和李子中有 8 颗来自智

利。由于中智两国相距遥远，中国民众和商人对智利

农产品了解不多。很多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水果时往

往不把智利作为进口渠道之一。

智利新任驻华大使埃内日前表示，他在任期间要

推动两国贸易升级和多元化。他说：“智利希望更进

一步加强双边贸易，比如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食品。目

前，智利食品出口额排名全球第 17，我们希望 2020 年

可以排到全球第 10。”

据了解，联想旗下的佳沃在智利买下了大片土

地，以种植蓝莓等高端水果。智利的气候条件是全世

界最适合种植蓝莓的两片土地之一。而且智利的土

壤极为肥沃，有机质的含量是中国土壤的 5 倍至 25

倍，并且几乎没有任何病虫害，因此成就了全世界最

好的蓝莓果园。

借电商平台扩大终端销售

为迎合中国消费者的网购习惯，2013 年底，智利

驻华大使馆、智利出口促进局、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

以及智利蓝莓和樱桃委员会联合通过天猫购物网络

平台在中国市场发起水果和海鲜推介促销活动。

智利政府和有关机构联合发起此次活动主要考

虑到每年中国春节前后是智利水果，特别是蓝莓和樱

桃需求量大幅增长时期。中国近年来网购消费者和

网购成交量增长迅速，他们看好天猫在中国境内拥有

的数量庞大的消费者。

大量优质的智利水果、海鲜通过特批的空中绿色

航线，专机送往中国。这一空中绿色航线降低了大量

的时间和运输成本。智利和中国处于地球的两端，季

节相反，全然不必有吃“反季水果”的顾虑。

此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智利农产品的知名度。

智利政府对天猫“喵鲜生”的预售模式颇感兴趣：中国

对智利商品正在体现出越来越强的消费力。

基于压缩了中间环节，电商的产品价格基本上比

超市便宜 10%至 15%。据了解，智利方面已与国内最

大的进口食品电商平台 1 号店进行接洽。电商将会

是中国未来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智利方面正谋求与 1

号店和京东合作，同时寻找更多的渠道和平台。

据媒体报道，1 号店的一位高管表示，为了对接更

多的进口产品，该公司开辟了两种渠道。针对本身在

国内有经销商的企业，可以通过地区采购部门来洽

谈；如果是没有经销商，但产品优质、性价比高，供应

商可以与集团采购团队联系。

继 1 号店、天猫、京东商城涉足生鲜电商之后，苏

宁易购正式开通国际生鲜购物通道，目前已上线智利

7 种生鲜产品，并支持全国销售。

据苏宁易购相关负责人介绍，供应商确认订单

后，通过专业冷链公司将商品空运至国内目的地。整

个过程快捷、高效，保障了生鲜食品的质量。

业界普遍认为，冷链配送体系的完整度是时下衡

量食品电商专业度的最重要标准，冷链物流的快速发

展，使得生鲜商品品质迅速提升，为市场拓展了巨大

的空间。高毛利的生鲜电商市场现已成为国内各大

电商的必争之地。

多渠道进军市场

9 月 1 日，上海自贸区内最大的贸易企业上海外

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迎来了智利商团。2013 年，这

个中心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指示下做出新尝试：建

立一批具备保税展示功能的进口商品国家馆，摸索中

国对外贸易的制度创新。

据报道，6 月 4 日，上海自贸区首个国家馆澳大利

亚馆开业，馆内将设置零售区，消费者可买到低于市

场价的进口商品。这是因为通过保税直销的形式，商

品零售价可比市中心低 2 至 3 成。智利国家馆也将在

年内开馆。

智利商团专门到国内数家大型商业企业访问，涉

及水产贸易、农产品和大型商超、电商等领域。

智利方面欲与泰国正大集团旗下卜蜂莲花联手

深耕中国市场。智利携手国外合作伙伴，进军第三方

市场已不是新鲜事。前不久，智利和秘鲁的两大农产

品出口商达成合作，联手拓展欧洲市场，提高农产品

特别是鳄梨和葡萄在欧洲的销量。

据了解，正大集团是亚洲零售商巨头之一、全家和

7-11 两家连锁便利店的大股东，在中国拥有庞大的零

售网络。在供应链资源上，正大旗下有一个专门的进

出口公司，其中有类似京东、1 号店这样的电商客户，可

以销售终端产品，也有高端餐厅来销售海鲜等产品。

智利西梅核桃协会会长：

希望更多中国消费者喜爱智利西梅和核桃
继智利红酒、蓝莓、三文鱼等产品在华销售大获全

胜之后，智利农产品两大行业品牌“智利西梅”和“智利

核桃”也开始了中国之旅。为提高中国消费者对智利

西梅和核桃的认知度，智利西梅核桃协会会长安德烈

斯·罗德里格斯特地来华进行宣传，并在京接受了本报

记者的专访。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智利西梅和核桃的特点以

及主要出口市场？

安德烈斯：智利是目前全球第一西梅出口国。智利

生产品质优良的西梅，主要是因为地中海气候以及地势险

峻的地理位置能够保护西梅免于害虫的侵害。

目前，智利已有 3.46 万公顷核桃种植地，约可生

产 4.5 万吨核桃。智利每年的核桃产量都在增加，预

计在未来的四五年内将会提高两倍。

智利是世界上第三大核桃出口国，很快将成为

第二大。智利核桃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欧洲、中

东、亚洲和拉丁美洲等 40 多个国家。亚洲是发展中

的新焦点，我们的核桃已经成功出口到韩国。

记者：智利西梅和核桃是否已进入中国市场，目

前采取了怎样的营销策略？

安德烈斯：智利取得国内西梅进口授权已

有4年时间了。智利西梅受到中国进口商和消

费者的欢迎和好评。目前，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让更多的中国消费者认识智利西梅。之前，中

国消费者可能更多地了解本土的乌梅，我们将

继续加大智利西梅出口中国的力度。

今年以来，智利的无壳核桃获得了中国的进口

授权，我们将会继续努力让带壳核桃获得授权。中

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核桃生产

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

去年，我们开始了“智利西梅”的行业品牌营销

推广活动。我们的营销活动主要包括店内促销活

动、消费者博览会以及在中国 12 个城市的主要超市

内进行公关活动。“智利核桃”的行业品牌营销活动

也已经拉开帷幕。

记者：与其他产地的西梅与核桃相比，智利的产

品有哪些优势？

安德烈斯：首先，高品质的西梅是在高标准的环

境下产出的。智利西梅产自地中海气候，充足的日

照使它富含糖分，不需要再添加糖或者其他成分就

可食用。与其他地区生产的偏酸的梅子相比，偏甜

口味的西梅更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智利西梅生长在地势险峻的地方，这样的地理

位置能够保护西梅免于害虫的侵害。智利的土壤、

气候等是种植西梅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了解

中国消费者很关心产品的营养属性。智利西梅非常

营养和健康，它包含了超过

20 种化合物的抗氧化剂，具

有高钾、高纤维的特点，有助

于胃肠道疾病，对膀胱结石、

心血管疾病和高血脂有一定

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有研究

表明，每天食用西梅也有助

于骨质疏松症的恢复。

而智利核桃是世界上公认的高档优质核桃，具

有色泽亮、味道纯正、保质期长、颗粒饱满等特点。

优良的气候土壤条件、高级干燥工艺、高品质加工厂

等因素，使得智利核桃成为全球最优核桃。智利核

桃含有非常高的抗氧化剂和 omega 3，它既是日常零

食，也可以用于菜谱中。

其次，智利的反季节生产也是其优势之一。智

利地处南半球，当北半球进入冬季时，智利正是夏

季，已经准备好收获新鲜的西梅和核桃。在反季节

出口需求高峰期，我们可以给市场提供刚加工过的

新鲜产品。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智利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

易协定，到 2015 年关税将降至为零。智利核桃和西梅

都属于同种类的高端产品，通常价位会高于一些竞争

者。但是，自由贸易协定使我们在中国有一定的优

势，这也确保智利产品在价格上有一定的竞争力。

最后，“智利西梅”和“智利核桃”这两大行业品

牌，是智利西梅核桃协会与智利政府共同合作创立，

并在全球大力推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有智

利政府的信誉保证。

记者：你们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加工商还是普通消费者？

安德烈斯：智利的西梅和核桃出口到中国后，

80%至 90%是作为原材料被加工商所购买，重新加工

生产后再进入市场。其余 20%左右的产品，是直供

超市的，直接面对普通消费者。

之前，智利的蓝莓、三文鱼等农产品跟天猫等中国

电商合作得非常成功，未来，我们也会考虑通过电商合

作，将原汁原味的智利产品直接送到终端消费者手中。

记者：您对智利西梅和核桃未来在中国的销量

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安德烈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核桃进口国，每

年从全球进口不同品牌的核桃大约 15 万吨。其中，

90%都是带壳核桃，我们也期待智利能够参与其中。

中国的核桃市场有很大的需求量，我们认为双方应

该加强合作，希望智利能够满足中国不断增大的市

场需求。前面也提到过，智利核桃和西梅品质在全

球享有盛誉，我们将会充分利用智利农业带给我们

的竞争优势。

编者按：智利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中智尽管地理上相距甚远，

但不影响智利长期以来支持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并取得很多“第一”：智利是拉美首

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是该地区首个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也

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 年，中智双边贸易额达338.06 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智

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智利正在加大农产品“走出去”的进程，在欧美市场已树立了“高质量食品出

口大国”的形象，这也正在为越来越多中国民众所了解。

智利葡萄酒在华销售逆市上扬
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 1-6 月，智利葡萄酒对华

出口量同比上涨 52.84%，以 9.49%的市场份额稳居进

口酒第三把交椅。

尽管目前进口葡萄酒受到国内“限奢令”影响，

葡萄酒进口额整体持续严重下滑，但以高性价比著

称的智利葡萄酒仍实现了逆市上扬。

在世界葡萄酒市场格局中，依据产地不同，向来有“旧

世界”和“新世界”之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是“旧世界”的代表，智利、澳大利亚则是“新世界”的代表。

智利地形狭长，气候多样，从北到南长达 1000 英

里的沿海地带分布着 14 个产酒区，葡萄酒品种丰

富。再加上欧洲古老的酿酒方法，使得其酿制的葡

萄酒，既有欧洲传统，又不失南美风味，给人一种新

旧交叠的感觉。

与一味强调高端奢华的“旧世界”葡萄酒不同，

智利葡萄酒关注不同阶层对葡萄酒的需求，许多品

牌质量上乘，价格亲民。智利酒庄还针对年轻人偏

重个人口味以及多聚会等特点，开发了适宜年轻人

的葡萄酒品牌，如 Carmen 酒庄的 Wave 系列，该品牌

葡萄酒具有海滨情调，易使人联想到在大海中冲浪；

Sant Rita 酒庄的 SR 系列，突出展示了一名愿意尝试

新鲜事物的年轻人形象。

目前，智利在中国散装葡萄酒进口中占据头把

交椅，年进口金额约 6000 多万美元。这与智利与中

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有着密切关系。目前，欧洲葡

萄酒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一般为 14%，而智利葡萄酒

2013 年关税仅为 2.8%左右，到 2015 年还将降为零。

而中粮、张裕等早在智利购置了酒庄，出产的葡

萄酒返销中国，也是中国进口智利葡萄酒增量的原

因之一。

智利前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曾对记者表示：

“1992 年，我代表智利红酒‘Undurraga’来中国，那也

是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当时，中国人对红酒的了

解并不多。现在，中国消费者对红酒不仅不再陌生，

而且正消费着来自各国的红酒，智利的、法国的、澳

大利亚的。我们的红酒有着高端的品质和合理的价

格，希望能越来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2013 年智利葡萄酒出口量排名世界第四，仅次

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中国目前已成为智利红

葡萄酒出口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年销

售额超 1.5 亿美元。

今年 3 月首次发布的《中国进口葡萄酒 CFDF 指

数及市场报告》显示，在 2013 年中国进口葡萄酒市场

上，法国葡萄酒是瓶装葡萄酒的最大输入国，进口总

额约为 6.59 亿美元，其后依次为澳大利亚、智利、西

班牙、意大利。

该报告也对近 6 年国内进口葡萄酒市场的发展

阶段、发展现状做了系统梳理。该报告认为，目前，

中国进口葡萄酒经历了 3 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

1996 年到 1998 年的第一个小高潮，但受到外围经济

形势影响，这波小高潮很快落幕；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7 年起到 2012 年，随着中国入世，进口葡萄酒关税

从 2001 年以前的 114%下降到 14%，进口葡萄酒迎来

井喷；第三个阶段则是 2012 年后进入调整期。

业内人士分析，眼下虽然正属于调整期，但国家

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对发展葡萄酒等果酒市场采

取政策鼓励，进口葡萄酒在华发展趋势将继续看好。

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于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2013 年，中国已取代法国，成为全球最大红葡萄

酒消费国。正如法国卡思黛乐亚太区总裁毕杜维所说：

“中国市场的机遇并未消失，只是在发生变革——2014

年将成为中国葡萄酒市场‘个人消费元年’。”

质量上乘 价格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