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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行业报告

数据显示，进口葡萄酒
占据国内零售市场份额的
25%以上，超过150个生产国
正向我国出口葡萄酒。随着
一些国家或中转贸易地区的
酒类关税进行较大幅度的下
调，数千种进口葡萄酒进入
我国各消费层。解决各界关
心的假酒问题，已是酒业发
展的难点。

“2 0 0 5年到2 0 1 0年这段
时间，无论你懂不懂酒，只
要能从国外把酒拉到国内，
赚钱简直太容易了。”北京
德龙宝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胡佳告诉记者。
他称那段时间是进口红酒的
受益期，在巨额利润的诱使
下，很多房地产、体育、传媒
等行业外资金纷纷跨界涌入
进口红酒领域。

然而，在进口红酒市场迅
速繁荣的同时，却怎一个“乱”
字了得，山寨品牌频频涌现。
拉菲近期来中国打假，竟清理
出成千上万个“某某拉菲”或
者“拉菲某某”品牌，它们有的
杜撰爱情故事，有的编造历史
事实，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和

“拉菲”品牌绑到一起。
“现在酒庄、酒窖大多挺

乱，卖的牌子比较杂，很多都
傍名牌。”山东省葡萄与葡萄
酒协会秘书处的李保国对记
者表示，“很多人看准了做葡
萄酒生意赚钱，弄个门头就卖
葡萄酒。”在他眼里，近期省城
多处进口酒庄出现经营不下
去的现象，从行业角度讲也并
非坏事。

“现在随着红酒热的‘退
潮’，国人也开始理性看待进
口红酒了。”李保国说。上海红
酒行情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5月8日，2008年份拉菲的
外高桥保税价已从15500元高
位跌至7230元，降幅达53 . 4%；
2004年份的玛歌则从4900元落
至2850元。

“进口葡萄酒销售从去年
就已进入混战状态，这轮洗牌
可能维持一两年时间。”斯瑞
德酒窖总经理王志强说。他认
为，进口红酒销售企业应建立
长期信誉，应引导消费者逐渐
提升对红酒的鉴别能力，而不
能让红酒销售成为少数人牟
取短期暴利的手段。

“其实，作为健康产业，葡
萄酒市场前景仍然很好，但要
想形成气候，还需要很长一段
时间的市场培育期。”李保国
说。

中国红酒网总裁董树国
认为，对于散装酒进入保税区
分装等监管空白，当务之急是
在完善国家及行业规范的同
时，落实已有的原汁含量、标
识信息等规定，避免“多龙治
水水不治”的现象发生。比起
白酒、啤酒市场，中国红酒市
场占比还很小，发展潜力还很
大。而红酒品类很多，仅法国
产区就有上百个，信息不对
称，对葡萄酒文化不了解，容
易让消费者产生“乱”的感觉。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刊
《酒海导航》总编张勇认为，酒
类定价更多的属于市场行为，
除了政府对产业的规范，若要
价格走向理性还有待市场充
分竞争，如缩短流通环节、减
少渠道加价等。消费者也应掌
握基本的红酒知识，如通过条
形码分辨真实产地，理性选择
酒种。

（上接B01版）

根治红酒“炒作”

需完善行业规则

理性：

政策救市不可能

“国家出台对于节能家电的
补贴政策，对于家电企业来说，肯
定是好事。”山东省家用电器行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田占军认为。在
他看来，这一政策至少能产生三
大利好，即刺激并拉动国内家电
消费，打造节能型社会，以及有效
推动家电企业对高效、节能家电
的研发和投入力度，促进国内家
电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多数家
电业内人士的支持。16日，节能补
贴政策出台后不久，多位省城家电
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已
经表露出了乐观的态度，称其“为
正处于寒冬中的家电产业点燃了
一把火”、“将温暖这个家电寒冬”。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家电
下乡、以旧换新实施时家电企业一
边倒的叫好声不同，对于此番节能
补贴新政，家电企业的态度显得谨
慎了许多。某空调企业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对节能
政策的最终效果他持保留意见，因
为“过去几年的刺激政策，有正面
作用，但也透支了市场”、“三大政
策实施后，市场该刺激的已经刺激
了；今后不刺激，空调业也会往节
能方面走。因此，最好的政策就是
不出政策。”而田占军也认为，如果
仅从刺激消费的角度来看，政策的
带动效应肯定会有，但具体能有多
大，“现在还不好说。”

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到
“节能惠民”工程，2008年全球金
融危机爆发，国内家电出口严重
受阻。在此情况下，为了刺激国内
消费需求，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对于家电产业的扶持政策，在
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刺激政策在
创造了一个接一个销售奇迹、帮
助家电产业连续三年实现高速增
长的同时，其实也已经过度透支
了市场对于家电的消费需求。以
农村为例，经过家电下乡的洗礼，
即便是最受欢迎的彩电、冰箱，如
今也已经遍布三、四级市场，农民
对家电消费的需求显然已经没以
前那么强烈。而这也意味着，政策
刺激的只能是来自市场的刚性需
求，比如城市的更新换代、农村的
新增需求。

让人忧虑的，还有全球经济
环境恶化、国内消费需求整体低
迷，以及国家对上游房地产调控
的持续加强等等，在此情况下，单
靠某项政策来推动整个家电市场
需求复苏，显然不太可能。

“短期来看，中国家电产业出

现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已经没
有，节能家电补贴政策的推出只
能是在短期内阻止这种下滑势
头，并不能带来大幅度增长。”知
名家电观察家于清教认为。

信号：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尽管市场反应平平，多数家
电企业对于即将实施的家电节能
补贴政策还是秉持了欢迎的态度。
在他们看来，无论家电节能补贴最
终将采取何种形式，是像家电下乡、
以旧换新那样直接补贴给消费者，
还是与空调节能惠民工程一样直接
补贴给企业；也无论家电生产企业
每生产一台节能产品最终能从该政
策中获得多少补贴，这一政策的实
施，本身就已经传达出了一个信
号：国家对家电产业的扶持从未
停止。而这，显然有助于提振市场
信心，激发新的市场动力。

在一季度全国家电消费一片
低迷的大背景下，信心，显然比黄
金更重要。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
国家电产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
击：我国家电市场规模仅为2631
亿元，同比下降了10 . 1%。其中，黑
电市场规模为334亿元，同比下降
了24 . 6%；白电市场规模为472亿
元，同比下降了21 . 5%；小家电市
场规模399亿元，同比下降5 . 2%；
手机和电脑也只能勉强维持与去
年同期持平的格局。

“据我所知，一季度我省家电
消费的下滑势头也很明显。”田占
军告诉记者，截止到今年“五一”，
国美、苏宁在山东的销售额同比
下滑了40%左右，海尔、美的等国
内家电巨头的整体销售业绩也有
20%-40%的下降。不仅如此，与国
内家电市场的一片惨淡相比，海
外市场同样不景气，整体下滑幅
度超过了20%。“内忧外患，家电企
业的压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即使是在家电消费
最为火爆的“五一”小长假，家电
企业的销售形势也并不乐观。来
自第三方监测机构中怡康的监测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前后三周，
尽管家电厂商使出了浑身解数，
又是“轮番低价”，又是“促销提前
启动推迟结束”，液晶电视、冰箱、
洗衣机、空调等四大主要家电产
品的销售仍然出现了下滑，同比
分别下降了4 . 8%、6 . 4%、4 . 7%和
13 . 5%。

“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的
‘普惠制’不同，这次节能补贴新
政应该属于有选择性的补贴，主
要针对的是目前市场中的中高端

产品，且能效级别越高，补贴金额
也就越大，应该说这对消费者还
是有一定吸引力的。”田占军透
露，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结束以
后，面对国内家电市场的不景气，
家电行业协会曾先后多次向国家
有关部委提出建议，呼吁出台新
的刺激政策，包括将以旧换新政
策延期、实行高效节能补贴等等。

节能水平决定补贴力度，在
业内人士看来，这种补贴方式决
定了新政的产业引导作用要大于
其本身的经济拉动效应：即使没
有政策补贴，出于对更高利润的
追逐，企业自身也会积极推动节
能高效产品的研发，这是家电行
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有了补贴政
策的引导，不仅可以促进整个家
电产业升级，还能保证消费者对
此充满兴趣。

担忧：

虚标能效骗补贴

政策是一把“双刃剑”。记者
了解到，家电下乡之后，由于部分
下乡企业关门倒闭，造成“下乡”
产品有人卖无人修，售后服务成
了老大难；以旧换新之后，原本已
经无以为继的许多家电回收小作
坊卷土重来，拆解正规军们再度
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
尬。那么，即将实行的家电节能补
贴政策呢？是否同样也存在着漏
洞，结果可能是毁誉参半？

“白电这个行业是一个烂透了
的行业，是一个完全没有实话的行
业，可以说，讲假话比讲真话更滋
润。”这是不久前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在接受某次媒体采访时所
说的一段话。作为国内家电行业的
重量级人物，周厚健的这番话一出
口，就激起了千层浪：因为曝光了
白电行业虚标能效标识的“潜规

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更引来了白电企业的集体喊冤，相
关争论迄今仍不绝于耳。

而在田占军看来，无论虚标能
效标识是否果如周厚健所言，已成
白电行业“潜规则”，至少有一点可
以确定：我国家电能效标识制度本
身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比如说
第三方抽检力度有限；家电型号太
多，监管起来确有相当难度；更有
一些资质较差的小企业为了抢占
市场，干脆直接在能效标识上造
假，明明没有达到一级能效标准，
却私自将检测标签撕毁，贴上一级
能效的标识等等。

“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实施以
后，的确存在着部分企业为了获
取节能补贴，虚标产品能效、欺骗
消费者的可能。”田占军认为，如
何避免企业虚标产品能效的骗补
行为，应该是这次节能补贴政策
落地的关键。

然而，与企业骗补的可能相
比，多数消费者其实更关心自己
能否从政策中真正得到实惠。记
者了解到，由于家电节能补贴政
策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其具体补
贴方式业内猜测可能有两种：一
是延续早两年定频空调“节能惠
民”政策的做法，对高效节能的产
品，按一定标准直接补贴给企业；
二是参照之前北京实施家电节能
政策的做法，在购买产品时直接
补贴给消费者。若采取直补企业
的做法，很多消费者担忧，这样很
难保证企业不会把这部分资金用
来化解原材料上涨带来的成本压
力。

“其实产品是不是真节能我
们不知道，也不关心，相比而言，
价格实惠才更重要。”采访中，不
少消费者明确表示，只有直接将
补贴发放到消费者手中才是真正
的让利于民，也才能从根本上拉
动节能产品的销售。

节能补贴能“搅热”家电市场？
市场反应冷静：政策救市不太可能
文/片 本报记者 仲爱梅

16日，国务院通过了对节
能产品的补贴政策，其中国家
财政将拿出265亿元，启动推广
符合节能标准的空调、平板电
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
推广期限暂定一年。265亿，按
照业内的说法，有望直接撬动
节能家电消费 3 0 0 0- 5 0 0 0亿
元——— 这个数字，并不比之前
的家电以旧换新或是家电下
乡少。根据统计，以旧换新和
家电下乡两项政策实施以来，
分别拉动国内家电实现销售
3420亿元和5674 . 9亿元。

但这一次，市场反应平淡
了许多：对于家电节能补贴政
策可能产生的意义，人们显然
更愿意用“及时雨”来形容，而
类似“家电盛宴”这样的字样
极少再见诸报端，从“盛宴”到

“及时雨”，人们的态度是更理
性，还是更悲观？

家电卖场中不少产品都贴有节能能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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