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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红酒的秘密

只只进进口口两两万万瓶瓶咋咋卖卖出出四四万万瓶瓶
不到15元就能买原瓶进口红酒，拼多多上这款酒有猫腻

“红酒”已成为当下送礼的网红标配，每逢传统节日
更是葡萄酒的销售旺季。有数据显示，中秋节的出货量约
占全年出货量的1/3。近日，在拼多多上有一款法国原瓶
进口红酒，88元6瓶同时还送海马刀，平均十几元就可买
的一瓶法国原瓶进口红酒，果真有这样的好事？类似这种
超低价进口红酒是货真价实的好酒还是李鬼冒充？

本报记者

国外最便宜的餐酒
到国内也得三四十元

近日，在拼多多上一款名为
“法国波尔多之心”的干红葡萄
酒，6瓶只卖88元，折合每瓶价格
为14 . 6元左右，商家声称该酒是
酒庄直供，法国原瓶进口，宣传
页面上还晒出了报关单和检验
检疫证明。

济南从事红酒行业多年的李
彬（化名），在仔细查看该款红酒的
包装及报关资料、检验检疫证明
后，找不出任何问题。但对酒的价
格，他感到十分震惊，认为这个价
格很难做到纯正的原瓶进口。

“法国葡萄酒会分等级，一般
来说，一两欧元就可以买到一
瓶餐酒。法国人日常就是喝这
种酒。”李彬介绍，在欧洲，5欧元
以上就是比较好的酒，如果能到
几十欧元甚至几百欧元，就是非
常好的了。

根据目前的汇率，1欧元大约
能兑换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
法国10元左右就能买到一般的
酒，4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很好的
酒。如果出口到中国，缴税后大约
加价48%，加上运输费，经销商、
零售商加价。最终，国内零售价应
该是国外的两到三倍。作为经销
商，李彬经常参考国外网站“wine
-searcher”上的零售价，国内的售
价是其2 . 5-3倍，则定价较为合
理。

总之，即便国外最便宜的餐

酒，国内正常售价也要三四十元。

只进口2 . 1万瓶
之后没再补货

仔细阅读报关单和检验检疫
证明发现，该批货物有1750箱，每
箱12瓶，共2 . 1万瓶。

不过，记者注意到，截至10月
8日晚，“波尔多之心”已卖出了
2 . 3万瓶，该款酒有两瓶装和六
瓶装之分。即便按照最低的两瓶
装，已经卖出了最少4 . 6万瓶。

那么，为何进了2 . 1万瓶，却
卖出了至少4 . 6万瓶？如果销售
数据没有被平台或者商家造假的
话，多卖出的酒又是哪来的？

根据这款酒中文背标上的信
息，记者以大批量购买为由，联系
到该酒的经销商南京宁品汇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公司只是帮商家代进口。“我
帮他进了一点，全部卖给他了，一
条柜，两万多瓶吧。”

对于价格最便宜的原瓶进口
酒，工作人员介绍，保证原瓶原装
进口，每瓶在十三四块钱。记者发
现，该价格跟拼多多商家销售价
格基本相当，这还是未剔除物流
和运输费用的。

宁品汇国贸工作人员表示，
这批货已经卖出好长时间。只卖
过这一次，没有再出货。商家给
出的报关单上也显示，入境日期
为2015年6月3日，至今已有3年
多。而拼多多上商家客服也确
认，该款酒只有这批货，后期没
有再补货。

当记者以买家的名义对销售

数据提出质疑时，客服只是用一
个表情回应。

有厂家正规渠道进口
然后仿造销售

近日，记者暗访了烟台的一
家葡萄酒灌装厂家。厂家可以实
现进口原酒灌装、贴牌、包装等一
条龙服务。

工作人员张金（化名）道出了
行内的一些秘密，有的低价酒是
有自己的注册商标的。在国内国
外均可注册，然后灌装国产葡萄
酒，兑入一两成进口酒提一下口
感。标识上的产地可以随意标注，
可以是国内也可以是国外，国外
哪个国家都可以。

另外一种是仿制他人的标
志、品牌，这也是被重点打击的对
象。先通过正规渠道进口一批原
瓶酒，取得正规的手续。然后自己
灌装葡萄酒，印制同样商标贴上。
其实，瓶内的酒和进口酒没有任
何关系。这样，酒瓶、标志和国外
一模一样，手续也都有，有关部门
很难查处。

山东一名基层工商部门工
作人员表示，葡萄酒属于食品
的一种，食品标签有专门的管
理规定。一般的商品，标签不得
随意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对此也有专门规定，禁止伪造
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禁止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
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禁止在生
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

手手机机扫扫码码查查价价格格，，厂厂家家可可以以随随意意标标葛延伸阅读

在拼多多上，明明只卖14 . 6
元每瓶“波尔多之心”葡萄酒，但
微信扫码价格却为598元一瓶。平
台上有不少10元左右的低价红
酒，宣传噱头中多有高额扫码价。
比如，一款名为波密思的原瓶进
口红酒，价格为29 . 9元两瓶，微信
扫码价1688元每瓶。

葡萄酒灌装厂的张金称，扫
码价的操作很简单，你想定什么
价格都可以。只要把价格报给厂
家，厂家可以帮忙免费操作。

再三追问下，他说出了内情，
原来厂家是通过草料二维码生成

一个链接，打印出来贴在酒瓶上即
可，想扫出多少都可以，而且没有
任何法律风险。因为是自己的产
品，拥有定价权，物价部门管不着。

2014年，央视曾曝光“我查
查”软件上面信息不实，刻意压
低商品售价，涉嫌敲诈。这桩事
恰好被济南一家名为澳洲1847
的酒庄遇到了。该酒庄董事、中
国市场总监高长文解释，公司
在澳洲购买酒庄，然后在国内
做营销，之前并没有扫码价格。
几年前，有顾客用“我查查”扫出
的价格只有10元。

随后，高长文联系“我查查”。
原来，之前没有价格信息的商品，
平台会自动定一个低价。如果想
要自主标价就要收费，每个标签
价格800元。为息事宁人，酒庄为
十几款产品的条形码付费。到了
第二年，标签价格翻倍，酒庄只能
作罢。高长文对此仍有芥蒂，质疑
此举涉嫌敲诈。

就记者咨询“我查查”情况来
看，目前的收费仍是每个标签800
元。此外，企业每年还要交3000元的
维护费用。交费后，企业可以自己
标注和修改商品价格。（本报记者）

在拼多多上，“波尔多之心”进口红酒的销售数据为2 . 3万

件，按照其最少两瓶装的规格，至少卖出了4 . 6万瓶。（网络截图）

在拼多多上一款波尔多之心

进口红酒的进口报关单上显示，共

进口21000瓶。（商家供图）
进口2100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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