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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市场产业链分析：上游原材料葡萄产量整体保持上涨态势 

产业链上游主要为葡萄种植生产所需要的种子、化肥、机械等，下游则为消费者，可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进行购买。酿酒葡萄作为葡萄酒主要原材料，其生产情况对葡萄酒影响重大。相较于食

用葡萄，酿酒葡萄的种植条件更加苛刻，前期投入也更大，目前中国酿酒葡萄种植较为分散，种植

管理标准不统一，质量难以保障，导致我国国产葡萄酒发展受限。 

全球市场现状分析：供需较为稳定，消费量在230-240亿升之间徘徊 

近三年来，全球葡萄酒产销量较为稳定，产量维持在260亿升左右，消费量则在230-240亿升之间徘

徊。 全球葡萄酒产量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2021年三地产量合计占全球的47%；

其次美国、澳大利亚位居第四、第五。在消费量方面，美国已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2021年占比为

14%；其次为法国、意大利，消费量占比分别为10.7%、10.3%。 

中国市场现状分析：多重因素导致供需端持续下滑 

从2013年以来，中国葡萄酒产量已经连续9年下降，主要受到进口葡萄酒大幅进军中国市场，蚕食国

产企业市场份额，叠加中国传统的酒桌文化中，白酒更加盛行，同时酿酒葡萄投入高，收入低，农

户种植积极性下降，没有充足的资金去提高葡萄品质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国内仍未能形成浓厚

的葡萄酒消费氛围，大多数消费者尚未养成经常饮用葡萄酒的习惯，导致行业抵抗风险能力偏弱。

近两年来，在疫情和烈酒的冲击下，我国葡萄酒需求量大幅下滑，到2022年1-7月葡萄酒表观需求量

仅为32.5万吨。 

中国进出口情况分析：进口规模庞大，需求低迷导致进口数量持续下滑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进口葡萄酒关税不断下降，价格优势愈发明显。相较于国产产品，消费者

更青睐于进口葡萄酒，近两年进口数量甚至于超过国产产量；但疫情发生以来，葡萄酒消费市场持

续低迷，导致进口数量也不断下降。 

中国市场发展趋势分析：市场需求有望回暖，产品高端化趋势明显 

随着80、90后人群成为主要消费者及居民对健康越来越重视，未来我国葡萄酒市场需求有望迎来反

弹。同时随着消费能力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研究葡萄酒，对产品的质量、口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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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国产企业在低端产品方面同质化严重，更具个性化的高端产品已成为企业发展

重点之一，近年来，我国葡萄酒重点企业业务营收中，高端产品占比不断提升，由此可见居民消费

逐渐高端化。 

关键词：葡萄酒行业产业链、葡萄酒行业市场现状、葡萄酒行业面临挑战、葡萄酒行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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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链分析 

1、产业链图谱：葡萄酒可按色泽、含糖量等方面来进行分类 

根据国标《葡萄酒（GB/T15037-2006）》：葡萄酒是指以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发酵

酿制而成的，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产品可按色泽、含糖量、二氧化碳含量进行分类。 

 

资料来源：《葡萄酒（GB/T15037-2006）》、智研咨询整理 

产业链上游主要为葡萄种植生产所需要的种子、化肥、机械等，下游则为消费者，可通过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进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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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2、产业链上游分析：中国葡萄产量整体保持上涨态势 

酿酒葡萄作为葡萄酒主要原材料，其生产情况对葡萄酒影响重大。我国是全球主要葡萄生产地之一，

产量整体保持上涨态势，自2019年产量突破1400万吨以来，已连续三年保持在1400万吨以上，占全

球总产量的近20%，其中新疆地区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通透性好等优势成为我国葡萄

最大生产地，占全国总量的20%以上。相较于食用葡萄，酿酒葡萄的种植条件更加苛刻，前期投入也

更大，目前中国酿酒葡萄种植较为分散，种植管理标准不统一，质量难以保障，导致我国国产葡萄

酒发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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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3、产业链下游分析：下游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涨，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人均消费支出由2013年

的13220元提升至2021年的24100元，其中占比最大的为食品烟酒支出；2022年上半年中国居民人均

食品烟酒消费支出3685元，增长4.2%。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葡萄酒逐渐成为许多消费者

的购物清单中不可或缺的商品。同时从购买葡萄酒用途分布来看，葡萄酒的礼物消费属性减弱，逐

渐转变为消费者日常消费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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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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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葡萄酒行业市场发展分析 

1、全球葡萄酒供需现状：供需较为稳定，消费量在230-240亿升之间徘徊 

近三年来，全球葡萄酒产销量较为稳定，产量维持在260亿升左右，消费量则在230-240亿升之间徘

徊，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许多餐厅、酒吧被迫关闭，导致葡萄酒消费量稍有下滑；2021年随着全

球许多地区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葡萄酒消费量回升至236亿升，较上年增加了2亿升，产量较上年减

少了3亿升为260亿升。 

全球葡萄酒产量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2021年三地产量合计占全球的47%；其次美

国、澳大利亚位居第四、第五。在消费量方面，美国已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2021年占比为14%；其

次为法国、意大利，消费量占比分别为10.7%、10.3%。 

 

资料来源：OIV、智研咨询整理 

2、主产地发展现状：意大利、法国、美国为葡萄酒主要消费地 

（1）意大利：为全球最大葡萄酒生产国，产量占比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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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地，也是全世界最早的葡萄酿酒国家之一。意大利作为一个半岛，

南北呈细长形状，纬度跨度非常大，自然环境丰富多样，丰富的高山丘陵为葡萄种植提供了土壤条

件。此外，意大利的地中海气候也十分有利于葡萄的种植，葡萄酒产区多达20个。2021年，意大利

的葡萄采收季从8月中旬起一直持续到了11月，葡萄品质较好，为葡萄酒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2020年意大利葡萄酒产量为49.1亿升，主要以白葡萄酒为主，按体系等级来看，DOP级别占比较大。

2021年产量为50.2亿升，产量主要来源于威尼托大区、普利亚大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等地区。 

 

资料来源：OIV、意大利农业部、智研咨询整理 

意大利凭借酿酒历史悠久、葡萄酒产品品质高、口感丰富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出口规

模位列全球前列，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出口规模仍达62.9亿欧元，2021年出口额增加至71.1亿欧

元，其中DOP级别葡萄酒贡献了出口总额的2/3，也是增幅最大的葡萄酒品类，较上年同比增长15.8%；

IGP级别葡萄酒及其他类型葡萄酒出口额分别增长了5.4%、8.9%。其中出口目的地前四地区为美国、

德国、英国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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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2）法国：产量仅次于意大利，2021年受天气影响产量大幅减少 

法国葡萄酒产量仅次于意大利，位居全球第二，同时消费量也排名第二。2021年法国葡萄酒产量为

37.6亿升，较上年减少了0.9亿升，主要原因为法国春季遭遇的霜冻天气是本世纪来以法国农业遭遇

的最严重灾害，受此影响，阿尔萨斯、勃艮第和鲁瓦河谷等主要葡萄酒产区的大量葡萄遭受霜霉、

白粉等病害，进入7月后，气温持续偏低继续对葡萄藤开花和浆果成熟带来不利影响。 

从出口情况来看，葡萄酒为法国酒类最大出口品种，2021年法国酒类出口额为155亿欧元，其中葡萄

酒占比68%左右，主要集中在香槟、波尔多葡萄酒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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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IV、法国葡萄酒和烈酒出口商联合会、智研咨询整理 

（3）美国：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消费地，消费量保持在30亿升以上 

美国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消费地。从2016-2021年期间来看，消费量保持在30亿升以上，除2020年受

疫情影响有所下滑外，其余年份均保持正增长。2021年消费量为33.1亿升，较上年增加了0.2亿升，

销售额为784亿美元，同比增长16.5%。美国葡萄酒消费群体较广，20-29岁消费者更倾向于饮用烈酒，

饮用葡萄酒占比仅为25%，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消费者更愿意饮用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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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IV、Gomberg&Fredrikson、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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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葡萄酒行业市场现状 

1、政策：发布多项政策为国产葡萄酒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葡萄酒作为中国酒类重要品种之一，相关政府部门发布了《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

《“十四五”东西部科技合作实施方案》等多项政策为国产葡萄酒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智研咨询整理 

葡萄酒作为新疆、宁夏等地区的特色产品，是少有的能够链接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业，对乡

村振兴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受当地政府部门重视，相关部门纷纷分布政策对葡萄酒

产业发展作出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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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政府部门、智研咨询整理 

2、供需现状：多重因素导致供需端持续下滑 

葡萄酒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直是中西方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葡萄酒生

产涉及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产区分布在新疆、宁夏、山东等地区。但从近几年产量来看，

从2013年以来，中国葡萄酒产量已经连续9年下降，主要受到进口葡萄酒大幅进军中国市场，蚕食国

产企业市场份额，叠加中国传统的酒桌文化中，白酒更加盛行，同时酿酒葡萄投入高，收入低，农

户种植积极性下降，没有充足的资金去提高葡萄品质等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国内仍未能形成浓厚的葡萄酒消费氛围，大多数消费者尚未养成经常饮用葡萄酒的习惯，

导致行业抵抗风险能力偏弱。近两年来，在疫情和烈酒的冲击下，我国葡萄酒需求量大幅下滑，到

2022年1-7月葡萄酒表观需求量仅为32.5万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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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3、市场规模：行业规模不断萎缩，国产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随着我国葡萄酒需求量不断减少，国产葡萄酒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不

断下滑，从2015年的466.05亿元下滑至2021年的90.27亿元，利润也处于大幅下跌的状态，2021年利

润仅为3.27亿元。绝大部分葡萄酒生产经营企业经营困难，在2021年116家规模以上葡萄酒企业中，

亏损企业达28个，企业亏损面为24.14%，亏损企业累计亏损额2.87亿元，行业总体仍处于亏损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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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智研咨询整理 

4、主要地区发展情况：新疆、宁夏为我国葡萄酒主产区 

（1）新疆：在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疆作为我国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和葡萄酒发源地，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种植的酿酒葡萄品质优良，

是我国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大区，在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不可替代

的地位。2021年新疆自治区落实葡萄酒产业发展专项资金572.5万元，在当地政府部门大力支持下，

新疆地区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葡萄酒产区，截止2021年底，全区共有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销售企业

1302家，葡萄酒庄134家。 

2021年新疆葡萄酒产量约为23万千升，产品种类丰富，已形成涵盖干红、干白、甜型酒、起泡酒、

葡萄烈酒、特色果酒、加强型等7大系列葡萄酒产品。目前新疆已经初步形成了四大产区，分别为天

山北麓产区、伊犁河谷产区、吐哈盆地产区、焉耆盆地。根据新疆政府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葡萄酒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提到：计划到2025年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00万亩，葡萄酒产量

达60万千升，销售收入达34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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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疆政府、智研咨询整理 

（2）宁夏：为全国葡萄酒庄最集中的产区 

宁夏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等优势为我国葡萄酒发展重点地区之一。近

年来，宁夏葡萄酒产业迅猛发展，2021年酿酒葡萄种植面积为52.5万亩，产量约为1.3亿瓶，综合产

值突破300亿元。已初步形成了贺兰县金山、西夏区镇北堡、永宁县玉泉营、青铜峡市甘城子及鸽子

山、红寺堡区肖家窑等酒庄集群，成为全国葡萄酒庄最集中的产区。其中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驰名中

内外，已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281.4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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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宁夏政府、智研咨询整理 

 

5、投融资：葡萄酒行业鲜有资本关注 

近几年来，国内酒类项目也是资本关注的重点之一，但融资大多集中于白酒、新酒饮、小酒馆等领

域。目前中国市场葡萄酒行业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需求不断下滑，规模不断萎缩，导致葡萄酒行

业鲜有资本关注。同时葡萄酒在上游原材料方面，前期投入大，下游品牌建设周期长，很难出现一

些新消费领域“一点就爆”的状态，导致葡萄酒产业更是被资本市场所遗忘。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上半年葡萄酒行业仅有3起融资事件，融资主体分别为进口葡萄酒品牌奥兰中国、新酒饮品牌葡刻、

精品葡萄酒厂商西鸽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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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T桔子、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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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葡萄酒行业进出口情况分析 

1、整体进出口情况：进口规模庞大，需求低迷导致进口数量持续下滑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进口葡萄酒关税从63%一路下降至14%，新西兰、智利等国家还逐步实现零

关税，进口葡萄酒成本逐渐降低，价格优势愈发明显。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成为

葡萄酒主要消费市场之一，相较于国产产品，消费者更青睐于进口葡萄酒，近两年进口数量甚至于

超过国产产量；但疫情发生以来，葡萄酒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导致进口数量也不断下降。在2020年

进口数量同比下滑29.8%，2021年虽延续下降态势，但降幅有所收窄。2022年1-7月，由于上海、北

京等葡萄酒主要消费地爆发较大规模疫情，导致进口数量再次大幅下滑15.4%；进口产品主要为小容

器的葡萄酒。在出口方面，我国葡萄酒出口规模非常小，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较薄弱。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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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口格局：法国、智利、意大利为主要进口来源地 

2021年3月，国家商务部最终认定澳洲葡萄酒存在反倾销和反补贴，宣布收取116.2%-218.4%的反倾

销税。该通知一经发布，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市场占比大幅下滑，在2020年进口来源地中，澳大

利亚占比达39.1%，为中国最大的葡萄酒进口来源地；到2021年占比仅为3%。国内对澳洲酒的“反垄

断、反倾销”制裁，释放了部分国内市场份额，法国、智利等地区迅速占据该部分市场，在2021年

中国从法国进口葡萄酒7.52亿美元，占总额的44.5%。 

从中国各省市进口葡萄酒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等经济更发达与交通更便

捷的地区，在2022年1-7月，上海市、广东省进口金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33.7%、21.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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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葡萄酒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1、企业格局：行业竞争激烈，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 

葡萄酒行业进入壁垒较高，具有明显的资金、人才、品牌壁垒。在资金方面，葡萄种植-原酒陈酿-

成品销售整个产业链周期长，所需资金大。在品牌方面，打造品牌耗时长，投入大，同时目前中国

葡萄酒市场已有拉菲、卡思黛乐等进口品牌与张裕、长城等知名度较高的国产品牌，行业已形成了

较高的品牌壁垒。在人才方面，在葡萄酒发酵、陈酿等重要环节，很大程度上依赖酿酒师、品酒师。

目前，我国具有丰富经验与理论知识的酿酒师、品酒师数量并不多，导致新入局者难以生存。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目前，我国葡萄酒行业竞争较为激烈，相关企业约有600家，其中有10余家上市企业，主要分布新疆、

宁夏、山东等葡萄酒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从企业格局来看，以张裕、长城为代表的行业龙头企业

占据过半的国产葡萄酒市场份额，2021年张裕占中国市场的28.7%，威龙股份占比4.5%，行业头部效

应明显，已形成头大尾小的碎片化格局，在市场持续低迷的状态下，原本乏力的葡萄酒中小型企业

生存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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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整理 

2、重点企业分析：业务毛利率较高，加速发展高端产品 

（1）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张裕公司产品分为葡萄酒和白兰地两大系列，在葡萄酒行业，公司为国产企业龙头之一，具有品牌、

营销、产品、原材料充足等优势。在品牌方面，公司已形成了张裕、解百纳、爱斐堡等多个品牌，

产品种类丰富，深受消费青睐。在营销方面，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体系，在亚洲、非

洲、欧洲、美洲等板块均有销售布局，在中国大陆，全国各个省市均有公司销售网点；在原材料方

面，公司拥有六大酿酒葡萄产区，其中新疆、宁夏等葡萄盛产区均有公司生产基地。同时公司是拥

有百年生产历史的葡萄酒企业，生产技术与研发实力均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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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智研咨询整理 

从经营情况来看，葡萄酒一直是公司最主要的营收来源，经营模式主要以经销为主，截止2022年上

半年，公司共有4846家经销商。2020年受疫情影响，公司葡萄酒营收大幅下滑，2021年在市场消费

环境整体有所好转下，公司葡萄酒业务营收有所回升，2022年上半年继续回暖，同比增长6.8%。公

司葡萄酒业务盈利较强，毛利率保持在50%以上。从产销量来看，走势与行业整体态势保持一致，不

断下滑，由此可见公司销售产品逐步迈向中高端化，2022年上半年产销量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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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智研咨询整理 

（2）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威龙股份公司主要从事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有有机葡萄酒、传统葡萄酒、

葡萄蒸馏酒、白兰地等系列。公司具有集酿酒葡萄种植、原材料采购、葡萄酒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完整的产业链。在原材料供应方面，主要有自有酿酒葡萄种植基地生产、与兵团合作的模式两种模

式，目前公司已经建成了三大葡萄基地——山东龙湖威龙国际酒庄、威龙甘肃沙漠绿洲有机葡萄庄

园、威龙新疆冰川雪山葡萄庄园。 

从葡萄酒业务发展情况来看，公司葡萄酒销售模式以经销为主，截至2022年上半年公司共有经销商

435家。在营收方面，2021年公司葡萄酒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5%，其中有机葡萄酒、传统葡萄干

型酒为主要销售产品，同时这两种细分品种也为公司毛利率较高的产品。除此之外，公司也销售葡

萄蒸馏酒，但营收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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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智研咨询整理 

（3）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葡股份隶属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葡萄种植、加工、贸易、科研为一体的大型葡萄

酒上市企业，拥有尼雅、西域、新天等多个国内知名葡萄酒品牌。原材料供应采用“公司+农户”的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公司为农户提供生产管理及技术指导服务，公司按照合同及严格的原料检验

标准采购农户的酿酒葡萄原料。目前，公司规划建设了天池葡园、玛河葡园、昌吉葡园和伊犁河葡

园四个精品小产区生态葡园。 
经销模式占公司销售模式比重较大，在公司持续优化经销商结构下，经销商数量由2020年的219家减

少了2022年上半年的179家。2021年葡萄酒业务营业收入为2.01亿元，毛利率维持高位。从细分产品

来看，相较于中低端产品，公司高端酒营收增幅更大。成品酒在2021年销量实现大幅增长，接近疫

情前销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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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智研咨询整理 

（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通葡股份公司是一家以果露酒、葡萄酒制造、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产品涵盖了甜酒、干酒、晚

收、冰酒、烈酒五大品类，公司的“红梅”、“通化”、“雅士樽”、“天池”等品牌已经成为通

化产区山葡萄酒的代表。公司以采购的方式取得原材料，单独设立了原料原酒部负责葡萄原酒、葡

萄的采购。 

从经营情况来看，葡萄酒业务占公司总营收比重并不大。2021年公司葡萄酒业务营业收入为0.46亿

元，延续2020年下降走势，毛利率维持在40%以上；2021年公司产能为1万吨/年，产量为2152吨，销

量为2254吨，较2020年均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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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智研咨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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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葡萄酒行业面临风险及发展趋势分析 

1、风险：国内葡萄酒消费氛围较淡，进口葡萄酒不断挤压国产企业市场份额 

（1）国内葡萄酒消费氛围较淡，限制行业发展 

我国酒类发展历史悠久，目前我国酒类消费场景主要在宴会、商业应酬上，在传统酒桌文化中，在

我国具有悠长的发展历史的白酒更受消费者青睐。在家庭酒类消费中，消费者主要以男性为主，而

男性更偏爱白酒、啤酒等度数相对较高且性价比加高的酒类。葡萄酒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在此前

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高端”的代名词，近年来虽进口与国产品牌价格逐步亲民化，但许多消费者对

于葡萄酒的认识、了解不够，同时，“一分钱一分货”的观念比比皆是，导致消费者不敢轻易购买价

格较低的产品。 

（2）进口葡萄酒大幅进军中国市场，挤压国产企业市场份额 

我国葡萄酒产业发展起步较晚，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升级，进口高端葡萄酒逐渐进入消费者视

野。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口葡萄酒关税从63%一路下降至14%，新西兰、智利等国家还

逐步实现零关税，进口葡萄酒价格优势凸显，消费者认为进口产品质量更好的观念普遍存在，导致

进口葡萄酒在中国市场占比大幅提升，到2018年进口数量已超国产产量，占表观需求量的比重由40%

左右提升至60%以上，在进口葡萄酒大幅进军中国市场之下，国产企业市场份额不断萎缩。同时此前

国产葡萄酒同质化严重、行业标准不完善、造假现象频出等因素也是致使消费者更青睐于进口产品

的原因之一。 

（3）葡萄酒属于工业品，国产企业税收负担较重 

葡萄酒在中国属于工业产品，需要征收10%的消费税、13%的增值税、7%的附加税以及25%的所得税，

这些就导致国产葡萄酒的综合负数超过30%。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葡萄酒企业税收负担较高，

国际上的主要葡萄酒生产国，均把葡萄酒列为农产品，享受农产品补贴及税收政策。目前，我国国

产葡萄酒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促进我国国产葡萄酒行业的发展，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多次

有代表提出减免葡萄酒消费税，但目前仍未实施。 

2、发展趋势：市场需求有望迎来反弹，产品高端化趋势明显 

（1）90后成为消费主力军，市场需求有望迎来反弹 

一方面，相较于60、70年代消费者偏爱烈酒，80、90、00后更喜欢度数较低的葡萄酒。公开资料显

示：80、90后饮酒人群中，有超80%的消费者常喝葡萄酒，目前80、90已经成为市场消费主力军，他

们更注重生活仪式感，消费理念也更加开放，消费意愿更高。叠加葡萄酒价格不断下降，企业加大

宣传力度，使消费者更加了解与认识葡萄酒，改变了葡萄酒在消费者心中“高端”的形象，在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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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应酬等应用场景中，葡萄酒的身影越来越常见。另一方面，消费者对健康越来越重视，而适量

的饮用葡萄酒不仅可以促消化、改善睡眠，还对心血管具有保护作用，能有效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率和死亡率。随着80、90后人群成为主要消费者及居民对健康越来越重视，未来我国葡萄酒市

场需求有望迎来反弹。 

（2）消费能力不断升级，产品高端化趋势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渐增加，消费能力不断升级，葡萄酒行业逐步向着

高端化发展。由于企业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与电商的崛起，消费者对葡萄酒的认知程度有所深入，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研究葡萄酒，对产品的质量、口感的要求不断提升。同时我国葡萄酒行业竞

争较为激烈，且未来一段时间内，进口品牌与国产品牌、国产品牌与国产品牌之间的竞争都将日趋

白热化，我国国产企业在低端产品方面同质化严重，更具个性化的高端产品已成为企业发展重点之

一，近年来，我国葡萄酒重点企业业务营收中，高端产品占比不断提升，由此可见高端产品开始深

受消费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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