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葡萄酒行业品牌营销策略分析 

文/戴昀弟 杨海斌 刘昌凯 

   一 吉林省葡萄酒行业的营销现状 
   吉林省葡萄酒的生产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这与我国葡萄酒发展相吻合。这主要是由于葡
萄酒在我国一直将其当作农副产品加工来对待，在三大酒类品种中，始终是一个小酒种，未作为支
柱产业来对待。 
   吉林省酿酒葡萄主要是采用特有的山葡萄这一资源，最早的葡萄酒厂建于1936年，解放后才
得到较大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后有了更大的发展。随着市场变化，我省葡萄酒经历了三次起伏，葡
萄酒热分别出现在1983年、1989年及1995年，最后一次延续至今市场仍然看好，这也从另一侧面证
明了葡萄酒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种植结构调整、国家产业政策等多方面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吉
林省的葡萄酒主要是以山葡萄为原料生产的甜型葡萄酒，自1995年吉林农大推出了低度半汁型甜葡
萄后，全国快速流行，造成市场混乱。最近国家下发了“中国酿酒葡萄技术规范”，随后废止了半
汁九质量标准，因为葡萄酒市场要与国际接轨就必须生产全汁型的葡萄酒。今年初吉林省对葡萄酒
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食品市场进行了检查，并对葡萄酒等食品进行了抽
查。 
   抽查结果表明，受检商品的质量比以往有明显提升，但仍有部分商品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内在
质量不合格、标签不规范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违反标准规定超量添加糖精钠、甜蜜素、亚硝
酸盐、人工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二是有效成分含量不足；三是标签不规范，标示内容不全，有
的标识不真实。目前吉林省有各类葡萄酒厂家270家左右，整顿后现仍有200家左右，而真正意义上
的葡萄酒厂即有自己的基地，有发酵及贮酒能力的企业不足100家。今后，凡生产山葡萄酒的企业
都将执行国家或行业标准。企业面临的市场压力尚不明朗。2002年吉林省葡萄酒产量2.3万吨，列
全国第４位，我国总产现为40万吨，年人均引用量我国仅0.3L，吉林省1.5L，但距发达国家的50L
相比相差甚远。 
   （一）政府宏观政策引导和规范葡萄酒市场发展 
   进入2005年以来，我国葡萄酒工业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局面。葡萄酒工业总体趋势向好。
生产和销售稳定增长。经济效益继续提高。不论是从产品总量与质量还是原料基地建设以及酿酒工
艺与技术装备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政府宏观政策对葡萄酒发展的对比分析看出，国家在葡
萄酒产业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2004年在所统计的规模在500万元及以上的108家企业中。有70.37%的企业实现了赢利.29.63%
的企业的亏损。全年行业销售收入为74.3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7.06%.资产总计为121.83亿元，
增长7.07%.。利润总额为8.45亿元.增长了12.03% 。 
   （二）发展历程波折 市场前景广阔 
   1994至2003年期间的数据统计为例，吉林省葡萄酒市场近十年来的成长过程中，吉林省葡萄
酒市场近十年来产量成长百分比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升降起伏较大。 
表1-1 吉林省葡萄酒市场近十年来产量成长百分比走向(单位: %) 

（资料来源: www.winechina.com /重新整理制图) 
从图表1-1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03年葡萄酒市场生产量呈稳定增长的势头，我们可以预测未来
的葡萄酒市场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 吉林省葡萄酒行业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消费习惯影响着葡萄酒的销量  



 

   吉林省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生产优质葡萄酒，葡萄酒产量在全国居前列，消费量也比其他
省份高，但是消费量远没有达到吉林葡萄酒的产出数量。在大多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白酒和啤
酒消费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对于葡萄酒本身来说，葡萄酒是代表着富贵，有品位，高消费的富贵家
族的消费品。由于葡萄酒受到吉林省的文化消费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的限制，制约其发展。  
   （二）企业生产不规范 影响葡萄酒品质 
   吉林省内葡萄酒企业商标不规范，缺少注册标识、葡萄汁含量和葡萄酒成分说明；一些知名
葡萄酒品牌附近的小规模生产企业生产低质伪劣葡萄酒；一些葡萄酒生产企业生产技术老化，没有
严格的质量控制和专业管理方法，从而导致其葡萄酒产品不合格；一些葡萄酒生产企业在生产时降
低了葡萄汁的含量。以吉林农业大学的周边为例，据调查,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周边发现了许多生产
不规范的葡萄酒厂,有的葡萄酒厂配料有白砂糖，而有的小葡萄酒厂为了追求利润，竟然把白砂糖
改为甜蜜素，影响了葡萄酒声誉。 
   （三）个人可支配收入不高 葡萄酒缺乏稳定的消费群体 
   吉林省人均消费水平不高，2006年上半年全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29.26元，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1367.74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7.2％。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使消费者在消费酒类
产品时，会比较倾向于价位较低的其他酒类消费品。 
   （四）面对世界葡萄酒市场的冲击 省内品牌缺乏竞争力 
   随着中国入世和进口关税的进一步降低，进口葡萄酒会更具有竞争力，这样就会更深地影响
吉林省乃至中国国内的葡萄酒品牌。吉林省葡萄酒行业尚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己的
在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品牌，知名度不高，竞争力不强。通化葡萄酒、农大红葡萄酒虽然在省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其影响范围很有限，市场空间正在逐步缩小。 
   三 吉林省葡萄酒行业市场发展营销策略 
   （一）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 整顿葡萄酒市场价格混乱秩序 
   目前，中国的葡萄酒市场价格比较混乱，在吉林省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作为一种高档消费
品，葡萄酒在不同的阶层的价格差异。 
   高档葡萄酒的价格定位一般在200元以上，中高档葡萄酒的价格定位一般在100---200元之
间，中档葡萄酒一般在50---100元，中低档葡萄酒一般在30---50元，而低档葡萄酒则在30元以
下。根据市场上的价格状况，品牌可以以价格来区隔不同目标市场。所以，这种葡萄酒档次不同的
价格定位是适应市场发展趋势的。不同阶层的消费者消费不同档次的消费品，而企业品牌也可以根
据不同的消费群体确定企业发展的目标方向，二者互相影响、互利互惠。 
   （二）引导和培育市场 构建符合本企业的营销模式 
   1、情感营销是通过一系列人性化的行动，在厂商之间通过长期持续的合作而建立起的相互间
的信任，把两个不同利益的集团粘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荣衰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吉林人自古以来以
豪爽、真诚、热情而著称，容易接受企业带给他们的情感互动。企业应不断增加与客商和顾客的交
流与沟通，将企业的最新发展状况、销售情况、新产品开发、新政策出台等信息及时通告给经销商
及消费者，使他们在无形之中接受企业的文化；企业还应不断的推出奖励政策以及节假日的促销活
动等，增加葡萄酒的销售量。 
   2、文化营销是企业营销人员及相关人员在企业核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营销理念，
以及所塑造出的营销形象。文化营销是与企业文化挂钩的。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  
   （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刺激葡萄酒消费量提升 
   2006年上半年吉林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629.26元，增长了7.8％[7]，在全国的
地位逐步上升。分析其原因可有如下几点：1.工薪收入快速增长(工薪收入是目前吉林省城镇居民
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可支配收入的68.9%)；2.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迅猛增长；3.财产性收入大幅增
长（居民的利息、股息与红利和财产性收入大幅增长）。 
   吉林省消费品零售额总量小，人均高，从05年的吉林省与相邻省份的零售额总量可以看出吉
林省零售总额虽较辽宁、黑龙江低，但是其人均零售额还高于全国人均水平。这说明吉林省居民消
费水平已经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而逐步提高。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消费者对品牌商品及高档商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葡萄酒属于较中高档的消费形态，我们可以预测随着消费者收入增加，将增强葡萄酒的消费能力，
对葡萄酒市场呈利多的势头，吉林省葡萄酒的市场机会和潜力是巨大的。 
   （四）明确目标市场 大力宣传新品牌知名度 
   葡萄酒使用者可分为三种类型，过去使用者（过去饮用过，但现在已不再饮用葡萄酒的消费
者）；现在使用者（目前有饮用葡萄酒的消费者）；新使用者（过去未饮用过葡萄酒的消费者）。
企业要真正的打入市场，必须了解哪些消费者群是自己最需要的顾客。要想让顾客相信自己，相信
自己的品牌，必须首先明确目标市场的选择是否正确。只有这样，在进入新市场时才不会盲目，才
不会出现品牌做了大量宣传却没有起到相应促销作用的尴尬局面。在新的竞争中,品牌的作用越来
越关键。 

 



   吉林省葡萄酒作为一个地区性的产业，由于没有知名品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所以在
进入新市场时，必须让消费者能很快感受到其价值所在。通常最先接受新产品的大多为年轻、高收
入、高教育水平的消费者，他们的比例不高，但影响力去是惊人的，他们直接影响了13.5%的早期
接受者。这些消费者不愿承担风险，但是一旦有人尝试便会立刻跟进。通常最先接受的是尝新者，
比例约占2.5%。另外，占据64%的早期和后期多数者消费时更加的谨慎保守。吉林葡萄酒进入新市
场时的目标市场，最好选择促使现在饮用葡萄酒的消费者转变品牌。 
   （五）实施品牌战略 培育自己的葡萄酒品牌 
   培育自己的葡萄酒品牌，吉林省葡萄酒行业应该做到： 
   １.制订品牌发展规划 
   葡萄酒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相结合的产物，其原料比起啤酒的大麦和白酒的玉米等具有生
长周期长的特点，且地域性明显，做葡萄酒也是做葡萄原料，在国外，葡萄酒名称就是葡萄名称，
因此品牌规划对其来讲更重要。 
   ２.注重提高葡萄酒质量 
   质量是品牌的灵魂，要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葡萄酒的质量不同于其他酒类，从葡萄的质量
上就应开始控制，不像玉米、大麦那样可以选择。酿酒葡萄栽植了就要酿酒，而且要酿出好酒，因
此葡萄酒质量对葡萄酒品牌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３.加强葡萄酒文化的培育 
   葡萄酒文化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葡萄酒的酿造、饮用的文化，一是葡萄酒品牌的文化，对
于后者，许多企业都可以花重金进行宣传、推广，而对于前者，许多企业却都忽视了，都不想在这
方面投入，而前者对葡萄酒品牌的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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