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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一瓶干红诞生地

为研发并生产国际标准的干红葡萄酒，
专家组反复比较论证后把葡萄酒种植试验
地点定在昌黎，并经过一次又一次试验，最
终在此诞生了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

来到昌黎，坐车围着县城几条主要街道转一圈，记者
不禁感慨“这里的葡萄酒厂真多”。

昌黎县葡萄酒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县葡
萄酒业管理局常务副局长邵黎明介绍，前些年昌黎县的
葡萄酒厂比现在还要多，由于产业发展进步和监管力度
加强，县里的葡萄酒产业正在向优势企业集中。

邵黎明特别指出，尽管昌黎的葡萄酒厂有很多家，但
这些酒厂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原昌黎葡萄酒厂（现
名为地王集团公司）。如今这些酒厂大多是原昌黎葡萄
酒厂在企业合资、改制或员工离职后创办的。而且，原昌
黎葡萄酒厂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那就是生产了中国
第一瓶干红葡萄酒。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我国访问的一些国外政要会
带上自己国家生产的干红葡萄酒。这促使当时还不会生
产干红葡萄酒的中国人着手研发国际标准的干红葡萄
酒。原轻工业部在“七五星火计划”中为此专门列出了高
档干红葡萄酒研制开发项目，并由原轻工业部食品发酵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郭其昌教授亲自主持这个项目。经过
专家组在几个葡萄酒种植地的反复比较论证，最终把试
验地点定在昌黎。除了因为原昌黎葡萄酒厂拥有一定的
技术优势，专家组更看好昌黎的产区优势。

昌黎有 400 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与法国波尔多等
多个国际知名葡萄酒产区同处北纬 39°这一酿酒葡萄黄
金种植带。而且，昌黎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属于东部季
风区，日照充足，秋季延续时间长，丘陵地土质疏松且含
钾丰富，有利于葡萄生长。

常喝葡萄酒的人都熟悉一句话：好葡萄酒是酿出来
的，更是种出来的。尽管拥有产区优势，但当时昌黎县一
些酿酒葡萄品种已经老化，原昌黎葡萄酒厂在使用当地
酿酒葡萄进行干红酿制试验的同时，还从山东葡萄试验
站和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引进了赤霞珠、梅鹿辄、黑品
诺等酿酒葡萄品种。经过一次又一次试验，1983 年 5 月
20 日，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北戴河”牌干红在原昌黎
葡萄酒厂正式诞生。1984 年，“北戴河”牌干红葡萄酒分
别在“全国开发新产品经验交流表彰会议”和“轻工业部
酒类评比大赛”上获得新产品奖和金杯奖。

作为曾参与国内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生产试验的亲历
者，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波对此记
忆犹新。30 多年来，他已从青年业务骨干成长为华夏长
城总经理。他带领下的华夏长城葡萄酒产量占昌黎县产
量的 80%，也成为我国葡萄酒行业的领军企业。

陈小波告诉记者，国产干红的出现，打破了此前多年
干白葡萄酒一统市场的局面，特别是随着国内消费者越
来越认同干红葡萄酒的口感，1996 年以后国内干红葡萄
酒产业发展迅速，开启了国内葡萄酒产业的新时代。

好葡萄才能酿出好酒

早期，昌黎引进国际名品嫁接葡萄苗，
建成了国内最早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如
今，除了企业自建基地，昌黎县葡萄酒企业
还发展起订单模式

刚走进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的酒庄种植基
地，就看见道路右侧的一大片“白玫瑰”酿酒葡萄种植园，
葡萄树上的一串串小颗粒葡萄翠绿如玉。

陈小波告诉记者，这是华夏长城在 2006年引进并试

验种植的新品种。除了“白玫瑰”，同一批还引进了“马瑟
兰”“小味尔多”等 8 个品种。“当前，国产葡萄酒大多是用
赤霞珠葡萄生产的，品类有点单一，难以满足消费者不断
发展变化的口感需求。”陈小波说，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
有一个适应本地环境的过程，11年的种植、酿造试验坚持
下来，华夏长城已经用新品种酿造出高品质干红葡萄酒。

优质的葡萄酒需要用优质的葡萄才能酿出来。昌黎
县本就有积极引进国外新品种的先例。1986 年，为满足
对优质原料的需求，原昌黎葡萄酒厂以 1 美元 1 株的价
格，从法国波尔多地区引进了赤霞珠、品丽珠、霞多丽、黑
比诺等 5 万株国际名品嫁接葡萄苗，建成了国内最早的
酿酒葡萄种植基地。

“原料基地化、基地良种化”，现已成为昌黎县主要葡萄
酒生产企业的自觉实践。除了企业自建基地，昌黎县葡萄酒
企业还发展起订单模式。对于订单模式发展的种植基地，葡
萄酒企业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植保、统一收购。

截至目前，昌黎县各类葡萄种植基地达 5 万多亩，葡
萄酒企业有了优质葡萄的坚实保障。不过，无论是当地
政府还是葡萄酒企业，都认为昌黎葡萄酒产业需要迈向
中高端，要发挥好“小产区”酒庄酒的高端引领优势。

所谓“小产区”葡萄酒，是指即便同一品种在同一地
区种植，但具体地块不同，管理标准不同，所产的葡萄酿
造出的葡萄酒就不一样。小产区葡萄酒产量有限，口感
特别，其价格常常是其他葡萄酒的几倍。这种小产区葡
萄酒往往是企业用自建种植基地（往往是酒庄所在地）出
产的葡萄酿造的，所以小产区葡萄酒也常被称为酒庄
酒。为更好发掘“小产区”葡萄酒的增值空间，昌黎县葡
萄酒企业正在自家种植基地上大力建设自己的酒庄。

沿着曲折的石拱通道，记者走进了中粮华夏长城依
山而建的、建筑面积达 1.9 万平方米的亚洲第一大地下
花岗岩酒窖。在柔和的灯光下，17000 多只橡木桶静静
地躺在地窖里，各种年份的葡萄酒正在沉思。

“地下酒窖恒温，空气湿度适中，这种条件下在橡木
桶中存放葡萄酒，有利于高端葡萄酒特别是酒庄酒的成
熟。”陈小波告诉记者，华夏酒庄年份系列产品酿酒原料
用的是酒庄葡萄园坡地 15 至 20 年树龄优质赤霞珠葡
萄，经过三级人工精选，在百年树龄的橡木桶里发酵、陈
酿 12 个月、瓶储 9 个月以上才算酿好。这种酒庄酒极具
地域特色，付出的成本也多，价格自然要高。

葡萄酒工业游正兴起

多年来，昌黎县先后获得“中国酿酒葡
萄之乡”“中国干红葡萄酒城”等称号，在国
内外葡萄酒业具有很高知名度。当地正努
力建设葡萄酒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区

目前，昌黎县已经形成集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酒
瓶制造、软木塞生产、葡萄深加工技术科研与检测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条。

走进秦皇岛瑞王包装有限公司的软木塞生产车间，
几组功能不同的机器正在运转，消磨、漂洗杀菌、硅蜡处
理、印烫标识、真空包装⋯⋯各环节有条不紊。

瑞王公司总经理杨志剑告诉记者，瑞王公司在七八
年前就和意大利最大瓶塞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引
进设备、进口优质橡木树皮，公司可年生产橡木塞 4000
万只，年产值上千万元。目前，瑞王公司和华夏长城、王
朝、茅台、丰收等国内主要葡萄酒公司都有业务往来，公
司在国内已处于行业领先位置。

数据显示，昌黎葡萄酒产业年营业收入已超过 25 亿
元。尽管如此，昌黎县并没有满足，而是依托产业优势，
促进葡萄酒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葡萄酒工业游。

在华夏长城采访时，记者遇到一个旅游团。游客李长
青来自辽宁，她到昌黎旅游一是为了看看昌黎黄金海岸，
再就是要在国内第一瓶干红产地看一看葡萄酒是怎么酿
成的。他们一行每人买了 35 元的酒庄游门票，参观了种
植基地、分拣车间及亚洲第一大酒窖，感觉收获满满。

华夏长城下属旅游公司经理陈宇告诉记者，几年前
华夏长城成立旅游公司，就是为抓住葡萄酒工业游的发
展机遇。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旅游公司年接待酒庄游游
客 30万人次，旅游收入近千万元。

不仅是华夏长城，碣石山东麓还有朗格斯酒庄等 10
余家葡萄酒公司都在发展酒庄游。为增强竞争优势，让
游客深层次感受酒庄文化，华夏长城投资 1.4 亿元集展
销、品鉴、餐饮、住宿为一体的展销中心正在建设。在碣
石山西麓，茅台葡萄酒公司的精品庄园项目已处于建设
收尾阶段，整个庄园分为优质原料种植区、葡萄酒酿造
区、商务休闲区、观光旅游区，建成后每天可接待游客
300多人，并可提供 34间标准客房。

根据昌黎县的规划，当地将努力建设成为国内知名
的葡萄酒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区。为此，当地正以建设“碣
石酒乡”和“凤凰酒谷”为两大抓手积极向目标挺进。“碣
石酒乡”位于碣石山东麓，目前，中粮华夏酒庄、朗格斯酒

庄等 11 座酒庄已经建成，另有 4 座酒庄正在建设之中，
未来碣石山东麓将建成集葡萄种植、酿造罐装、观光旅游
为一体的葡萄酒庄 30 余座，成为名副其实的“酒乡”。在
碣石山西麓的缓坡山地，昌黎县规划了面积 25.6 平方公
里的“凤凰酒谷”，谋划建设风格各异的酒庄、酒堡 99个。

此外，昌黎正全面推进以干红小镇、葡萄小镇、诗词
小镇等特色小镇为重点起步项目的碣石国家公园建设，
努力打造 102平方公里的特色生态休闲度假功能区。

应对进口葡萄酒的冲击

面对进口产品的竞争，昌黎葡萄酒企业
努力降低管理成本、研发生产高品质葡萄
酒，积极引进和培育新的葡萄品种，打造“小
产区”酒庄酒品牌

近日，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公布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份的 2016—2017 财政年度，澳大利亚葡萄
酒对华出口总额猛增 44%，达到 6.07 亿澳元，中国大陆
已成为澳最具价值的葡萄酒出口市场。

不仅是澳大利亚，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国
外品牌葡萄酒近年来也大量涌入中国，国产葡萄酒感受
到不小的竞争压力。

茅台葡萄酒公司副总工程师刘志刚告诉记者，除了成
品瓶装进口，国内有不少葡萄酒企业主要靠进口葡萄酒原
酒进行生产，这种经过发酵但还没有深层过滤、除菌、罐装
等程序的原酒，企业进口后加工生产要比自己建种植基
地、采摘酿造的成本低，进一步拉低了葡萄酒成品价格。

面对竞争压力，华夏长城、朗格斯、茅台等昌黎葡萄
酒企业奋起直追，除了努力降低管理成本、研发生产高品
质葡萄酒之外，他们还积极引进和培育新的葡萄品种，并
十分在意经营好公司的种植基地，打造好“小产区”酒庄
酒的品牌。目前，华夏长城 700 亩种植基地所产的葡萄
全部用来生产酒庄酒，这种年产量不到 50 吨的小产区酒
正在助力华夏长城葡萄酒走向更高端。

尽管如此，进口葡萄酒带来的价格竞争还是影响到
了酿酒葡萄种植这一环节。据了解，1996 年至 1999 年，
昌黎县一斤酿酒葡萄分别卖到 2.3 元、3.7 元、4.2 元、4.8
元。但 2000 年以来，随着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酿
酒葡萄价格却一再走低。2016 年，昌黎的酿酒葡萄一斤
才卖 1 元多，而鲜食葡萄则能卖到 2 元至 6 元（早熟葡
萄）。现实收益对比之下，一些种植散户便砍掉自家酿酒
葡萄树，改种鲜食葡萄。

对于有消费者偏爱进口葡萄酒，陈小波认为，这反映出
部分消费者对国产葡萄酒还不够自信，习惯性地认为国产
的没有国外的好。在他看来，国产葡萄酒与进口葡萄酒没有
本质区别，仅仅是国产葡萄酒在种植、酿造的时间上晚于其
他国家，还没有形成国外那么深厚的葡萄酒品牌文化。

“我国葡萄酒企业已经学习到国外的酿造技术，引进
了国外优秀葡萄品种和先进酿酒设备，并在实践中酿造
出优质葡萄酒，已经赶上了世界优秀葡萄酒的水平，甚至
比外国葡萄酒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陈小波说。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还指出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
国酿酒葡萄品种还不够丰富，种植结构亟待调整。“我国
幅员辽阔，不能千篇一律地只种赤霞珠这一种或某几种
酿酒葡萄，特别是要根据当地气候、土壤等具体条件，有
选择地种植适应本地生态环境的葡萄苗，好的葡萄原料
才能生产出来高品质的葡萄酒。”邵黎明说。

面对进口葡萄酒的竞争压力，昌黎县葡萄酒行业管理
部门和葡萄酒企业，都向记者提到了一个问题——我国葡
萄酒酿造被划分在工业门类来征税，而很多葡萄酒生产大
国却将其归为农业门类，不征税，并给予农业补贴。

“一些国家对葡萄酒酿造实行农业补贴，国内葡萄酒
企业自然背负更大的竞争压力。”刘志刚说，“不过，从根本
上来讲，企业要想发展好，必须建设好自己的种植基地，更
多地从酒庄酒等高端酒品和葡萄酒文化上做文章”。

驱车行驶在河北省昌黎县，沿着碣石山山脚一路西
行，山道两边的葡萄树逐渐增多，逐渐覆盖了整个山谷。
这里就是让昌黎人引以为傲的葡萄沟。400 年多来，碣
石山脚下的昌黎人民世代种植葡萄，发展葡萄品种，形成
了一个比新疆葡萄沟毫不逊色的昌黎葡萄沟。西山场村
就在昌黎葡萄沟的最深处。

走进西山场村村民马百合家的庭院，只见一棵巨大的
马奶葡萄树遮满了200多平方米的院子，一串串鲜食葡萄
挂在树上。马百合告诉记者，这棵老葡萄树是他祖辈亲手
种下的，已有 134 年历史，是家里的传家宝。这棵树每年
能产 2000 斤左右的葡萄，一斤鲜葡萄可以卖到 39 元，每
年能给他家带来数万元收入，足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在马百合家院子的后门处，还挺立着一棵 151 年的
玫瑰香老葡萄树。由于这两颗葡萄树的树龄长，很有纪
念意义，很多游客前来这里参观留念。

马百合告诉记者，前些天，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当地的分公司跟他家签了一份合作协议。华夏幸福
每年给马百合一家 20 万元租金（每 5 年上浮 10%），这棵
马奶葡萄树的开发权、每年产的葡萄以及这个小院的开
发经营权归华夏幸福所有，华夏幸福每年再给马百合一
家 2万元的人工管理费。

不仅是马百合家有老葡萄树，西山场村几十年树龄的
葡萄树比比皆是，树种也十分丰富。虽说这个村只有124
户村民、100多亩山地，年产葡萄却达100万斤，品种已有
近 100 种，从 7 月到 11 月都可以品尝到不同种类的葡
萄。目前，昌黎葡萄沟已经建成一条高标准的乡村公路，
农家乐饭店更是一家挨着一家。根据昌黎县的规划，未来
这里将建设成一个以葡萄产业为中心，集生态游、名胜游、
探险游和农家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观光胜地。

400多年的原料种植历史，与世界

主要产区同处酿酒葡萄黄金种植带，国

内第一瓶干红产地，拥有葡萄酒全链条

产业⋯⋯可以说，昌黎葡萄酒产业的发

展壮大具备“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

当然，“人和”的因素更是不可或缺，主

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昌黎县葡萄酒企业的共同

努力。葡萄酒成为一个产业，必然需

要企业遵循市场规律。昌黎县现有的

27 家葡萄酒企业，大多发源于产业起

步时的原昌黎葡萄酒厂，这些企业继

承了研制第一瓶国产干红的争光意识

和创新精神，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

大。他们在竞争中讲求合作，还成立

了昌黎葡萄酒业联盟，齐心呵护当地

葡萄酒品牌形象。经历过风雨彩虹，

如今他们更加重视产品质量，更加注

重塑造企业品牌，更加进取地研发高

端酒品。有了这样一群拼搏向上的企

业，产业怎么可能发展得不好？

第二是消费者的逐渐认可。企业

的努力仅是一个方面，消费者的广泛

认可才是促进产业发展壮大的力量源

泉。在干红葡萄酒被国内消费者普遍

接受之前，国内市场上流行的是干白

和半汁甜葡萄酒。即便是国产干红诞

生后的十年，干红的涩味仍难以为国

内消费者广泛接受。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人走出国门，看到干红葡萄酒在国

外各种场合当仁不让的地位，大家逐

渐接受了干红，爱上了干红。如今，干红葡萄酒在美容、

养生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多地被认可，人们在选购葡萄

酒的时候也更加讲究，这既给广大葡萄酒企业提出了新

要求，也意味着葡萄酒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再就是当地政府的有力引导。尽管与世界主要产区

同处酿酒葡萄黄金种植带，但国内处于同样纬度的地方并

不止昌黎。葡萄酒产业在昌黎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当地政府对葡萄酒产业持之以恒的关注和引导。无

论是第一瓶国产干红在昌黎诞生之时，还是如今为迎接消

费者更多样的消费需求，引导当地企业发展葡萄酒工业

游，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昌黎县委、县政府一直将葡

萄酒产业作为百年立县的特色产业，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可贵坚持，成就了今天的昌黎

葡萄酒，也必将支撑这一产业取得更大成绩。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展好葡萄酒产业，对企

业好、对百姓好、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好，已经成为昌黎

县企业、百姓和政府部门的共识和实践。尽管前进的道

路上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有了这样的共识和实

践，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也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昌

黎葡萄酒，请继续加油！

从“ 第 一 瓶 ”到 全 产 业 链
——河北省昌黎县葡萄酒产业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洪超 雷汉发

一个总人口56万的小县城，却拥有27家

葡萄酒企业，葡萄酒总加工能力14万吨，罐

装能力 14万吨，涌现出“华夏长城”“朗格

斯”“地王”“越千年”等多个国内外知名品

牌，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的葡萄酒产业令

人赞叹，而且产业链越做越长。

为什么昌黎县能够在葡萄酒产业上取

得如此亮丽的成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

哪些经验？当地葡萄酒产业是否也面临某

些压力和挑战？当地又是如何认识和应对

这些挑战的⋯⋯带着相关问题，《经济日报》

记者近日前往河北昌黎一探究竟。

核 心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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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酿好酒

马洪超

葡萄沟成为观光地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游客在参观游览华夏长城酒庄。

华夏长城的亚洲第一大酒窖。

昌黎葡萄沟一带的家庭酒堡一家挨着一家。

茅台葡萄酒公司在碣石山西麓建设中的精品酒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