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成本本十十来来元元，，酒酒吧吧能能卖卖上上万万
烟台查处我省最大制售假冒国际名牌葡萄酒案，涉案价值2亿

同伙失联，嫌疑人弃车玩失踪
百名民警兵分六路布阵抓获嫌疑人

6月8日傍晚，全体抓捕民
警兵分六路，对这两个犯罪团
伙的办公场所、居住地、制假库
房及其活动地进行布控。

当晚7点，于某与两名团伙
成员赶往某宾馆，在分局坐镇指
挥的陈斌局长下达先期抓捕于
某三人的命令。到了宾馆门口，
于某准备上台阶，被民警擒获。

晚上9点30分，莱山高速路
口传来消息，刚从北京返回烟
台的嫌疑人徐某的车辆出现。
临时指挥部调集一路民警配合
进行跟踪布控。

一个小时后，徐某驾车向
南迎祥路方向开去。到国贸大
厦路口正值绿灯，车速慢了下
来，趁黄灯闪烁变红灯之际突
然加速驶过路口。民警最终在

某酒店的后院内找到了徐某的
车辆，徐某却失去踪影。

6月9日凌晨1点，在街上溜
达了两个小时的徐某回到位于
世贸大厦的住房时被民警抓获。

原来，当晚徐某曾给于某

及其团伙成员打过几个电话，
均无回音，他便产生怀疑，于是
弃车步行，派人试探，并不知民
警已经乔装打扮等他入网了。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振东 路明 福基 晓航

因为涉嫌制售假冒国
际品牌葡萄酒，于某、徐某
等犯罪嫌疑人日前被批准
逮捕。此前，烟台市芝罘公
安分局破获两起涉案价值
达2亿余元的制售假冒国际
品牌葡萄酒案，捣毁一处大
型制造假酒的窝点。这是烟
台市乃至山东省迄今为止
涉案金额最大的制售假冒
酒类注册商标商品案件。

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在选
进口葡萄酒时，要学会看酒的条
形码，通过条形码辨别葡萄酒的
原产国。

其次是要看标签，正标必须
有酒庄名、产区、级别、酒精度、容
积、年份等。

再者，要懂得看酒瓶，正规的
酒瓶底部一般有印花纹和压花
纹，原装的封口标一般是可以转
动的，软木瓶塞上的文字应与酒
瓶标签上的文字一致。

此外，消费者购买时应选择
正规渠道，并要求供酒者提供
完整的随附单、发票，以便留下
维权的依据。

本报记者 侯艳艳

如何识别

进口葡萄酒

60万瓶“拉菲”
仅2万瓶真货

烟台汤姆森特酒业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刘建洪介绍，拉菲葡萄
酒年产20万瓶，能销售到中国市
场的也就2万瓶左右。

记者了解到，烟台汤姆森特
酒业有限公司每年只能购进4瓶，
且不对外销售。

“根据统计，现在每年国内的
拉菲有近60万瓶的销量，可以说，
国内市场销售的95%以上的拉菲
都不是正牌的。”刘建洪说。

刘建洪说，“拉菲”市场的
混乱可以说只是我国进口红酒
市场发展乱象的一个缩影。我
国进口红酒市场至今没有明确
完善的行业规范，葡萄酒立法
迫在眉睫。

“很多假冒国际品牌葡萄
酒外观上与真品极其相似，口
感上普通市民也很难辨别，这
更助长了制假售假者的气焰。”
刘建洪说，进口红酒市场混乱
的现状不仅有害于消费者，对
品牌形象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还可能动摇消费者对整个
红酒市场的信心。

他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进
口红酒市场的监管，严格执行

《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规定，要
求酒类经营者填写完整的随附
单，以证明来源的合法正规。

本报记者 侯艳艳

疑点：买“拉菲”，想要多少有多少
今年年初，按照公安部部

署要求，烟台市芝罘公安分局
对全区所有酒类生产企业和
销售渠道进行线索摸排。曾在
某酒厂工作过的男子于某引
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民警发
现，他在一个销售葡萄酒的网
络群里十分活跃，经常发布有
关“拉菲”、“奔富”、“龙船”等
国际知名葡萄酒的销售信息。

民警介绍说，“拉菲”每
年都是限量生产，国内购买

十分紧俏。但于某在推销过
程中，采取订单式的销售方
式，对有购买意向的顾客来
者不拒。“即使国内代理商也
不可能拥有如此大的销售权
限。”办案民警感觉疑点重
重，立即围绕着于某的经济
情况和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3月12日，芝罘公安分局
开始对于某涉嫌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商品案立案侦查，逐
步掌握了于某涉嫌犯罪的相

关证据。嫌疑人于某在当地
购买了制作葡萄酒的酒瓶、
酒标等原材料，在栖霞市某
酒厂进行灌装，再将假冒品
牌的葡萄酒销往南昌、上海、
东莞、深圳、苏州等地。

4月10日，公安部经侦局
批准发起了于某涉嫌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案集群战役，
办案人员先后奔赴上海、广东
等省市开展调查，逐渐摸清了
于某团伙的营销脉络。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振东 路明 福基 晓航

造假：购买廉价酒汁，贴上名牌商标
办案人员围绕于某做了

大量侦破工作，发现于某与
一姓徐的男子业务往来频
繁。徐某还向于某提供进货
渠道，且经营数量有过之而
无不及，难道于某身后还隐
藏着一条更大的“鱼”？

民警发现，徐某也拥有自
己的制假售假网络，用自己创
办的某酒业公司做掩护，租用
北岛附近一个大型库房，制造
假冒“拉菲”、“拉图”、“木桐”、

“奔富”等国际知名品牌葡萄
酒。他从当地小酒厂和法国大

量购买廉价葡萄酒汁，在厂房
里灌装后贴上知名品牌商标
对外销售。

徐某的库房和生产车
间 四 周 封 闭 ，平 日 大 门 紧
锁，只有车辆进入时大门才
打开，还有门卫设岗看护，
陌生人根本进不去。为尽快
掌握库房和车间的情况，侦
查民警进行了多日布控。民
警了解到，由于徐某害怕被
人发现、举报，一般都是白
天歇工，晚上11点后再进行
灌装加工。

“犯罪嫌疑人购进一吨葡
萄酒汁的成本在6 0 0 0元到
15000元之间，按照每瓶750ml
的标准，一吨原汁可灌装1300
多瓶，成本最低的一瓶不足5
元；再加上酒标、酒瓶及人工
费用，平均成本也就10元左
右。”芝罘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大队长高晨明说。据介绍，徐
某卖出的假酒价格为每瓶100
元—200元，年销量可达到五
六万瓶。到了酒吧等销售末
端，这些假酒的价格高达几
千，甚至几万元。

掩盖：高薪聘技术员，调口感以假乱真
为使葡萄酒以假乱真，徐

某专门高薪聘请了两名从事
过葡萄酒生产的高级技术人
员，一名任命为车间主任，负
责假酒的灌装、封盖、贴标和
包装；一名专职从事假酒的化
验，通过不断调试葡萄酒的口
感和色度等方式，让假酒能够
以假乱真。

民警介绍，由于徐某走的
是“高端”售假路线，生产葡萄
酒一般用不同的葡萄酒汁进行
勾兑，在专业技术人员把关
下，消费者很难辨别真伪。徐
某从2011年起从事假冒葡萄
酒生产销售，一年销售金额为
五六百万。“像拉菲等名牌葡萄
酒，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消费群

体较为集中，中小城市需求则较
少，因此这些酒主要流向大城
市的酒吧和夜总会等场所。

业内人士介绍，6000元一吨
的葡萄酒汁质量很差，一般一口
就能尝出来。“为了使口感更好，
不法分子很可能会添加甜味剂
等进行调味，长久饮用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民警介绍说。

充分掌握了于某和徐某的犯
罪证据和犯罪事实后，6月8日，芝
罘公安分局抽调100余名警力对
这两个犯罪团伙进行统一收网。

芝罘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两起案件共抓获犯罪团伙成
员十余名，查获假葡萄酒灌装生
产线2条，假冒国际品牌葡萄酒
7000余箱、4万余瓶，涉案金额达
到2亿余元。

记者了解到，这是烟台市乃
至山东省迄今为止涉案金额最大
的制售假冒酒类注册商标商品案
件，徐某造假窝点也是烟台市迄
今捣毁的最大制造假酒窝点。该
窝点内仅10吨的大型储酒罐就多
达21个，储藏的半成品假冒葡萄
酒多达200余吨。

据警方透露，于某、徐某等犯罪
嫌疑人目前已被批准逮捕。“两个犯
罪团伙被成功打掉，有效净化了本
地红葡萄酒业市场，让广大群众消
费得安心和放心。”芝罘公安分局局
长陈斌告诉记者。

查处：

窝点存21个酒罐

查获4万瓶假酒

相关链接

在这样的实验室里，假
酒被调试口感以假乱真。

（警方供图）

警方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供图）

成本十几元的假酒冒充售价
数万的1982年拉菲。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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