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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国内葡萄酒产业旅游带的建设和规划, 分析了其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相关问

题, 说明葡萄酒产业旅游带要取得预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就必须注重合理科学的市场分析与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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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lanning of domestic grape wine industry zone, the relative

noticeable problems were analyzed. Scientific market analysis and market orientation was the b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ape wine industry zone to achieve expecte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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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葡萄酒行业专家在谈到决定葡萄酒产品的品

质好坏时, 就说到“先天在于葡萄, 后天在于工艺”。那么

酿酒葡萄由于其对于环境的“苛刻”要求, 也导致了其只

能生长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 而类似的适合于酿酒葡萄

生长的地方往往集中在中国的乡村城镇土地上。现代工

业社会的发展, 也使得人们对于乡村城镇的田园自然风

光及其生活方式产生出了新的向往和需求。中国葡萄酒

行业近年来所倡导的葡萄酒产业旅游带的建设和开发,

也可以说将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以及葡萄酒文化

培育与现今人们新的休闲旅游需求紧紧结合起来。文章

正是基于这一发展趋势, 来谈谈国内葡萄酒产业旅游带

的发展问题, 以同相关专家学者交流。

1 国内葡萄酒产业旅游带的建设与规划情况

根 据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的 统 计 数 据 , 截 止 到

2006 年 12 月 , 中国葡萄酒行业共累计完成葡萄酒产量

494996 kL, 行业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但是 , 葡萄酒文

化的普及面较窄依然是横亘在所有企业面前的一大障

碍。而如何进一步普及和推广葡萄酒文化, 引发行业向

着一个更加长远和健康的道路发展, 也一直是行业内的

有心人关注的话题。近年来, 国内葡萄酒产业旅游带的

形成与兴起, 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另外一条走向彼岸的

“捷径”。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国内葡萄酒产业旅游带的

建设和规划情况。

1.1 北京延庆县“酒庄葡萄酒产业带”

2006 年 7 月 15 日 , 由中国农业大学葡萄酒科技发

展中心等单位主持编制的《北京延庆酒庄葡萄酒产业带

规划》通过了北京市科委组织的专家论证。由农业部、中

国酿酒工业协会、天津王朝葡萄酒有限公司、中粮集团

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中法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龙徽葡萄酒有限公司、北京农林科学院等单位农业、葡

萄与葡萄酒和市场营销专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 听取了

项目规划汇报 , 审查了相关资料 , 鉴评了延庆及相关区

域产的葡萄酒[1]。

延庆县将依托北京的市场优势和延庆极佳的休闲

旅游环境 , 从品种引选、品种搭配、苗木繁育、配套栽培

技术及酒庄建设、酿造工艺路线、生态环保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合理的设计和相应的进度安排。以松山南麓沿线

为核心的延庆县是北京乃至全国发展酒庄葡萄酒产业

最有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规划的实施 , 将使延庆初步

形成以酒庄葡萄酒为主的高档葡萄酒生产和葡萄酒文

化休闲相结合的酒庄葡萄酒产业带。建议在《规划》实施

过程中, 完善环境评价, 适时调整实施进度、规模和产品

结构, 发挥龙头作用, 带动农民增收, 以保障和促进北京

市葡萄酒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快速协调发展。

1.2 烟台蓬莱市“葡萄观光旅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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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1 月 16 日 , 蓬莱市召开了蓬莱东部葡萄

酒产业带城市设计评审会, 来自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山

东建筑大学及山东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

参加了研讨论证。蓬莱市从本地优势出发, 利用已经积

累的丰富葡萄种植及葡萄酒生产、管理经验 , 以及造就

的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把葡萄及葡萄酒生产作为百年

立市产业来发展, 把种植葡萄和发展葡萄酒产业作为解

决蓬莱“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 壮大相

关生态观光旅游业[2]。

蓬莱市为了保证“葡萄观光旅游带”的顺利落实, 还

提出了四大措施 : 一是强化产业研究与科学规划 , 聘请

山东农业大学和深圳规划设计院分别制订出了 《蓬莱

35 万亩葡萄及葡萄酒产业规划》和《18 公里“葡萄观光

长廊”规划》; 二是强化品牌管理和行业自律 , 为跻身世

界顶级葡萄酒“俱乐部”, 提升蓬莱产区的知名度 , 专门

成立了葡萄酒局和行业协会 ; 三是规范产业发展 , 先后

制订了《蓬莱葡萄酒质量宣言》和《葡萄及葡萄酒行业生

产管理办法》; 四是加强产学结合, 到目前为止蓬莱市已

引进 6 名世界葡萄酒界的技术人才, 与 5 所院校建立了

合作关系, 使全国第一家葡萄酒研发机构在这里落户;

还与国内著名的食品工业学校———江南大学联合办起

蓬莱学院, 专门开设葡萄及葡萄酒专业[3]。

另外 , 根据蓬莱市旅游局的“十一五”规划 , 蓬莱市

将借助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资源, 积极发展葡萄酒文化

展、葡萄酒品尝、葡萄园观光、葡萄采摘等旅游项目 , 着

力构建以 18 km 烟蓬观光大道为核心、以 25 万亩的“两

横三纵葡萄长廊”为骨干的葡萄观光旅游带 , 建成以中

粮南王山谷为龙头、以 10 座以上风格独特的葡萄酒堡

建筑群为主体、国内最大的葡萄酒文化传播和旅游基

地。蓬莱东部葡萄酒产业带东起平畅河, 西至龙王河, 北

到海岸线及广州路, 南至烟黄铁路, 总面积约 40 平方公

里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区域。规划依据该区域的自

然景观和人文风情 , 将葡萄酒产业与滨海旅游业相融

合, 突出葡萄种植及葡萄酒酿造的风情、景观特色。

1.3 其他葡萄酒产区的产业旅游建设

除以上提及的两个比较重要的葡萄酒产业旅游带

之外, 其他的葡萄酒产区也在对于本产区的葡萄酒旅游

带的规划方面做了准备。张裕从 2005 年开始在北京密

云县筹建规格高于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的北京国际酒

庄 , 并将葡萄酒旅游纳入整体规划之中 , 进而也将带动

周围地区的产业旅游发展。据密云县发改委介绍, 密云

将沿 101 国道, 以穆家峪镇、太师屯镇两镇为主建设“葡

萄庄园、红酒文化”休闲农业产业带, 届时来密云的游客

不但可以近距离参观酿酒工艺, 还可以亲自上阵酿制红

酒。新规划的 101 国道建设“葡萄庄园、红酒文化”休闲

农业产业带。另外, 作为 “中国干红葡萄酒城”的河北省

秦皇岛市昌黎县 , 随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 位于昌黎

县西郊凤凰山西山场村的“十里葡萄长廊”在近年来逐

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消夏避暑、品味农家风情的自然生态

景区。

当然, 还有很多企业将葡萄酒旅游作为品牌宣传和

葡萄酒文化培育的一个有效途径( 例如烟台张裕酒文化

博物馆、昌黎朗格斯酒庄、昌黎华夏长城、云南红、山西

怡园酒庄、龙口南山庄园、青岛华东百利酒庄、烟台瑞事

临酒庄、北京龙徽、天津王朝和新天国际酒业) , 但是由

于更多体现的是单个企业的行为 , 严格来讲 , 不属于葡

萄酒产业旅游带所讨论的范畴 , 因此我们在此不再赘

述。

2 国内葡萄酒产业旅游带建设的思考

在整个行业兴起葡萄酒产业旅游带之际, 它将朝着

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及怎样能够使其有一个好的发

展方向, 是行业管理者、产区政府管理部门、葡萄园主和

葡萄酒企业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此笔者从旅游带形象定

位和旅游产品开发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2.1 旅游带形象定位

葡萄酒产业旅游带由于其主要以葡萄园区和葡萄

酒企业群为主体, 而又由于葡萄园和葡萄酒企业往往地

处相对偏远的乡村城镇, 因此它是基于农业经济和农村

资源背景, 属于农业旅游的范畴。实际上农业旅游的吸

引力正在于农业与农村资源中那种不同于城市特点和

人工雕琢特征的自然特色, 其文化内涵应定位于真正充

满自然生机的田园风光和有着浓厚传统、地方特色的民

俗文化, 应充分利用和突出农业自然特色及其原始、纯

朴的自然美。农业旅游开发又可以分为田园休闲、观光

旅游、农业体验、教育旅游和自助购物旅游等类型[4]。

因此, 葡萄酒产业旅游带首先应该明确自身的市场

定位 , 从以上对于农业旅游的分析可以看出 , 农业旅游

作为后工业时代消费者要求回归自然的旅游诉求, 那么

应该定位于休闲旅游和观光旅游。当然我们可以将其他

的附属功能融合到旅游项目中来, 但是在整个产业带向

市场推广时 , 还是要求其具有明确的旅游诉求 , 即吸引

城市人到葡萄园区去休闲和吸引旅游者到产业带去观

光。例如, 蓬莱就将“葡萄观光旅游带”纳入了蓬莱市先

天的旅游资源当中来 , 并极力宣传“世界七大葡萄海岸

之一”的产区旅游形象 , 它将自己定位于吸引到烟台蓬

莱来旅游的相关人士 , 并且在其产业带内龙头“中粮南

王山谷”建设规划中还进一步突出了旅游休闲的功能特

色。类似的定位还可以应用于那些具有先天旅游资源的

其他地区如秦皇岛昌黎。而像北京延庆由于其不具备先

天的旅游资源, 但是拥有紧靠北京的地理优势, 那么“酒

庄葡萄酒产业带”可以定位于吸引北京城内的消费者到

产业带来休闲观光 , 比如周末短途驱车 , 到“酒庄葡萄

酒产业带”进行旅游放松。相信密云的张裕国际酒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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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利用溶剂萃取法对黄金梨干酒中的香气成分进行

提取 , 并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 GC- MS) 联用技术对其分

析, 得出黄金梨干酒总离子流色谱图中共 44 个峰, 经过

NIST98 谱库联机检索 , 鉴定出 31 种化合物 , 约占色谱

流出峰总面积的 98.05 %。

3.2 香气成分中醇类化合物相对百分含量为 78.03 %,

是黄金梨干酒中含量最多的一类化合物。黄金梨干酒中

的主要香气化合物为 β- 苯乙醇, 相对含量为 2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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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战略布局的作用之外 , 也将会是与延庆“酒庄葡

萄酒产业带”相同的旅游市场定位。另外, 离北京不远的

怀柔 , 今后如果要大力发展葡萄酒产业旅游带时 , 也可

以有相似的战略构想。

只要明确了本产业带的市场定位, 才不至于在市场

开发过程中走过多的弯路 , 才能带动整个产业带、整个

产区及其区内企业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2.2 旅游产品开发

葡萄酒产业旅游带可以说将农业旅游与企业经济

效益紧密结合起来, 那么要在旅游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带

之内相关企业的经济效益也需要我们来进一步讨论旅

游产品的开发问题。当然, 休闲者或者旅游者在经过旅

游之后, 通过“口碑营销”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

益 , 但是这些效益是以隐性的方式来体现的 , 在此不做

讨论 , 我们将目光锁定在旅游过程中的相关产品开发

上。我们知道, 产品是用来满足消费的, 根据产业带的目

标消费群体( 休闲者和旅游者) 要求放松和观光的消费

行为, 产业带内可以开设一系列的旅游产品。比如音乐

舞蹈产品、葡萄酒美容产品、个性化产品、DIY 产品和餐

饮住宿产品等, 但应该注意的是所有产品需要与葡萄酒

本身具有关联性, 而且要与产业带形象定位相吻合, 否

则会变成“另类”的集贸市场, 而无法突出葡萄酒旅游的

特色和个性。另外, 产业带之内由于具有多个企业和品

牌, 作为管理者和组织者还应该在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上

加以引导和规范, 避免同质化等低层次的竞争。

在这方面, 国外的葡萄酒旅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

借鉴。比如在捷克摩拉维亚乡村建设“摩拉维亚葡萄酒

之 乡 ” 遗 产 廊 道 , 将 当 地 丰 富 的 文 化 遗 产 和 历 史 遗

迹———诸如乡村博物馆、城堡、葡萄酒、酿酒作坊、手工

艺作坊、有音乐和舞蹈的酒吧等连接起来 , 还在途经之

地建设了酒店、客栈、宿营地、自助餐厅和餐馆 , 重要的

是从经营管理上将分散的旅游吸引物集合成一项可在

市场上推广的旅游产品, 进行联合营销, 实现了多赢。摩

拉维亚遗产廊道的“当地人所有, 共同决策”的经验告诉

我们, 遗产廊道所连接的每一个旅游企业都独立经营,

同时又可以在建设基础设施、标志系统与旅游代理商谈

判和定价等方面协商合作, 从而保证了不同利益主体的

协调[5]。

简而言之, 葡萄酒产业旅游带要根据自身的旅游形

象定位来开发出具有差异化的葡萄酒文化产品, 产品或

者服务既要体现社会效益, 还要实现经济效益。这时候

的葡萄园业主和葡萄酒企业, 并不仅仅是生产性企业,

同时也是服务性企业。因此, 在葡萄酒产业旅游带之内

所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 不光是实实在在的游行物品或

者无形服务, 而更多体现的是整个旅游带的文化内涵的

渗透和扩张, 这样才能将葡萄酒产业旅游带长远的整体

效益最大化。

3 结束语

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都将催生消费者对

于葡萄酒产品的消费 , 而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增

大, 也将导致人们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而葡萄酒产业

旅游带的规划和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将两者有效结合起

来。通过葡萄酒旅游大产业带的形成和兴起, 整合产区

和企业资源 , 明确自身定位并开发其产品 , 国内葡萄酒

产业旅游带将会为行业、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共同进步繁

荣的推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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