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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宋克玉

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

酒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目前，贺

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占中

国的四分之一，在世界上是仅次

于法国波尔多、美国纳帕谷的第

三大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该

产区葡萄酒多次斩获国际重要赛

事大奖，葡萄酒品质得到了世界

认可。因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

良好的综合效益，宁夏党委、政

府将其列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九大重点

产业之一，国务院批准设立宁夏

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

综合试验区，这为产业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但该

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多种

制约因素。破解发展困境以实现

高质量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现

实问题。

一、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产业综合效益突显

（一）生态效益

贺兰山东麓干旱少雨，曾是

一望 无际的戈壁荒滩，每年春

秋风沙肆虐，严重破坏了区域生

摘  要 ：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葡萄酒产业综

合效益明显。但随着葡萄酒产业进一步发展，产业链条较短、科技含量不高、产业融合发展滞后等问

题突显，打造产业集群、提升科研水平、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成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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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

在贺兰山东麓通过引来黄河水种

植葡萄，防风固沙绿化环境，逐

步实现了荒漠生态保护与修复。

如今，集中连片的葡萄园把曾经

的戈壁荒滩变成了一片绿海，构

筑了良好的生态屏障，再现了唐

朝诗人韦蟾所描写的“贺兰山下

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古

代盛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

实现了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

赢，生态效益突显。

（二）经济效益

贺兰山东麓现有酿酒葡萄

种植面积 55 万亩，种植 27 个品

种品系，酒庄 211 家，年产葡萄

酒 1.3 亿瓶，酿酒葡萄种植面积

及葡萄酒产量稳居全国第一，葡

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达 261 亿元，

2020 年疫情影响之下出口逆势

增长 46.4%，产业集聚效应逐步

显现，经济效益逐步提升，国际

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在国内消费市场占比

约 4%，随着国人生活水平日益

提升，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逐步

认可，国内市场空间巨大。从国

际角度而言，《中欧地理标志保

护与合作协定》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入选首批受欧盟保护的 100 种地

理标志产品，这为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走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基

础，同时也助力其走入更广阔的

国际市场，未来国际市场空间巨

大。随着国内外消费市场不断扩

大，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经济效益

也会快速增长。

（三）社会效益

葡萄酒产业是一个劳动力

密集型产业。从每年春天葡萄展

藤抹芽，到夏季剪枝修条，到秋

季采摘埋土，一年三季都需要大

量的人工。目前，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业已解决了12 万人就业，

所用人工大部分是宁夏南部山区

移民搬迁农民。这些农民将土地

流转给酒庄获得一份土地流转

收入，再到酒庄务工获得一份务

工收入，两份收入使移民普遍实

现了增收致富。葡萄酒产业帮助

宁夏生态移民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保证移民“搬的出、稳的

住、能致富”，社会效益显著。

（四）文化效益

葡萄酒既是一种果酒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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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文化产品。贺兰山东麓

的酒庄既用心做 好具有本地风

土特色的葡萄酒，也着力发展文

化旅游产业。酒庄逐步将葡萄

种植、葡萄酒酿造、酒庄观赏、

品酒购物、休闲度假等多种功能

融为一体，产业呈现融合发展态

势。同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区也与宁夏主要旅游景点分布高

度契合，如宁夏沙湖、贺兰山岩

画、西部影视城、苏峪口国家森

林公园、西夏王陵、青铜峡水利

枢纽、鸽子山遗址等主要景点均

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与文

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充分

彰显贺兰山东麓的史前文明、农

耕文明、西夏文明、黄河文化、

边 塞文化、移民文化等多种文

化，文化效益明显。

二、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制约因素

（一）产业尚未实现高效专

业分工

从 1984 年开始种植酿酒葡

萄至今，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

发展走过了近 40 年历程，但与

国际葡萄酒主产区上百年的历史

相比仍属于起步阶段。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时间较短，虽

然已初步形成种植、酿造、营销

产业链，但相关配套企业缺乏，

产业分工不细，生产效率不高，

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产业链整体

竞争实力不强。例如，这一产区

还没有专门的葡萄酒灌装企业，

许多酒庄自己进口葡萄酒灌装设

备自行灌装。笔者实地走访调研

了一家酒庄，其年产 40 万瓶葡

萄酒，全年酒品灌装大概一个月

即可完成，剩余时间灌装设备

处于闲置状态，既占用资金又占

用场地，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

再如，这一产区缺少葡萄酒衍生

产品开发企业。在国际上，葡萄

籽可以作为抗衰老原料用于化妆

品，如法国欧莱雅集团的许多产

品均加入了葡萄籽精华。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产区葡萄酒相关衍生

产品开发滞后，一些酒庄甚至将

葡萄籽（皮）当作饲料。此外，

产区内与葡萄酒生产配套的酒

瓶、瓶盖、瓶塞、酒标等生产企

业也较少，葡萄酒产业配套生产

企业匮乏。葡萄酒营销研发设计

企业不足，相关从业人员少，导

致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好酒也怕

巷子深”。

（二）产业发展科技支撑力

度较弱

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

区从葡萄苗培育、葡萄园种植管

理到葡萄酒酿造、葡萄酒衍生

产品开发均需大量科技攻关，而

科技研发速度落后于产业发展需

求，成为制约该产区葡萄酒产业

发展的短板。例如，贺兰山东麓

产区尚未解决葡萄藤越冬免埋土

技术难题。该产区现在种植的葡

萄苗主要从法国、意大利等国进

口，因该产区与欧洲产区相比冬

季温度较低，葡萄藤无法露天越

冬，秋季需要埋土保温防冻，埋

土过程需要大量人工且易造成葡

萄藤损伤。随着酿酒葡萄种植面

积不断扩大，人工需求量也日益

增加，人工供求矛盾显现。据一

位酒庄庄主坦言：“现在该产区

劳动用工主要是五六十岁的农民

工。如今，80 后不愿摸锄头，90

后没见过锄头，如果没有关键技

术研发解决葡萄藤越冬问题，将

来人工成本会大幅攀升，导致该

产区葡萄酒价格上涨，竞争优势

下降。”随着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进

一步扩大，“招工难、招工贵”将

发展为“无工可招”。科技研发滞

后制约了葡萄酒产业进一步发展。

（三）葡萄酒产业尚未与文

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宁夏是 继海南之后 第二个

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近年来

旅游业快速发展。目前，贺兰山

东麓葡萄酒产业已逐步与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如一些酒庄已获批

为 4A、3A 级旅游景区，一些旅

行社也尝试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庄与贺兰山东麓自然、历史旅游

景点设计成一体化旅游线路，逐

步开发相关旅游产品，但因旅游

基础设施滞后，大部分酒庄尚无

旅游接待能力，游客多是走马观

花，难以深度游。游客无法充分

感受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与多

种自然文化、历史文化、社会文

化的融合气息，旅游体 验感不

强，地域特色观光 氛围不浓，

旅游产品的同质化难以满足旅客

需求的多样化。葡萄酒产业与文

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滞后，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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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产业（酿酒葡萄种植 )、

第二产业（葡萄酒酿造）和第三

产业（葡萄酒庄的采摘、品酒、

观光、休闲等服务）深度融合为

“第六产业”，“1+1>2”的产业叠

加效应尚不明显。

三、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举措

（一）深化产业分工，提升

产业集群整体合力

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业资

源禀赋突出，政府应着力打造葡

萄酒产业集群，依托宁夏内陆开

放型经济试验区及中阿博览会平

台优势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在

该产区集中葡萄酒生产企业、配

套产品供 应商、服务 供 应商、

金融机构等，细化产业分工，推

动企业耦 合发展，以此形成规

模经济、范围经济，降低企业经

营成本，提升产业 集群竞争实

力。 首先， 政 府应制定良 好的

产业政策，引导葡萄酒产业 发

展。 不断完善 道 路、 供 水、 供

电等基础公共设施，适时提供

财政、税收、融资等优惠扶持政

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

集群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

环境与制度环境。其次，葡 萄

酒龙头企业应引领产业集群发

展。目前，该产区已集聚了一批

国内外葡萄酒龙头企业，如张裕

集团、中粮长城、保乐力加、酩

悦轩尼诗等，葡萄酒龙头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可以形成良好的产

区产品宣传、集群品牌培育、销

售网络拓展等示范作用，有利于

产区内其他葡萄酒中小企业共同

发展。同时，龙头企业不断发展

壮 大，还可以将葡萄酒产业链

上配套生产的中小企业有力地集

聚起 来，将葡萄酒生产企业同

包装、物流、品牌设计与营销、

衍生品研发等企业联合起 来，

围绕龙头企业打造一批“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形成专业化生产

企业与专业化服务企业利益 共

同体，通过补链强链延链实现

企业共赢。再 次，金融机构应

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葡萄酒产

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周期

长，经营成本高，自然风险与市

场风险大。国外葡萄酒主产区产

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多种金融

机构的金融支持。我国商业银行

应不断创新金融产品，通过林权

抵押、葡萄酒产业链融资等模式

为相关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农业保险机构应适时推出葡萄酒

产业相关保险产品，如酿酒葡萄

种植保险、葡萄酒品质保证类保

险、酒企增信保险等，通过规避

风险促进产业发展。

（二）开展科技研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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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技术水平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经

过数十年的发展，发展模式逐步

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对科技

的需求越来越强。依托现代科

技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与附加值进

而提高亩均产值，是葡萄酒产业

未来发展的方向。首先，加大自

主研发力度。宁夏应利用宁夏国

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

合 试验区建设契机，争取在产

区内建立葡萄酒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提升葡萄酒产业科技研发

与成果转化能力。深化产学研协

同创新，鼓励葡萄酒相关企业与

科研机构深入合作，结合产区地

域特点，加强抗寒、抗旱、耐盐

碱、免埋土葡萄苗培育，加强精

细化、智能化机械设备研制，加

强具有产区独特风土气息的葡萄

酒品种开发。不断提升智慧监测

水平，实施产品质量全程溯源管

理，提高质量检验检测水平，提

升产品品质公信力。保险公司可

通过提供保证保险为新品种、新

机械、新技术设备性能、质量提

供保险服务，以鼓励科技创新成

果推广运用。其次，引进关键生

产技术。加强与国际葡萄酒主产

区、一流科研院校技术交流与合

作，搭建国际技术转移平台，引

进国际人才与技术，实现引进技

术与自主研发协同推进，不断提

升葡萄种植技术、葡萄酒酿造水

平。再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目前，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葡

萄酒职业技术学院和葡萄酒教育

学院等高校开展了葡萄酒专业人才

培养，应鼓励高校顺应产业发展趋

势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葡萄酒

研究中心，提高基础研究水平。积

极与国内外高校、葡萄酒主产区、

著名酒庄互动交流、联合办学，

为产业发展持续提供人才支撑。

（三）推动产业融合，提升

产区综合竞争实力

纵 观国内外主要葡萄酒产

区，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业融

合发展已成趋势。二者融合发展

充分发挥“1×2×3=6”的“第六

产业”乘数效应，通过产业间横

向一体化融合发展形成价值裂

变，提高产业综合产值，提升产

区综合竞争实力。宁夏应借鉴国

内外成功经验，推动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促进二者美美与共、相得

益彰。首先，设计独特的旅游路

线与产品。宁夏文化旅游厅可与

龙头旅行社合作，借鉴法国波尔

多地区葡萄酒文化旅游业发展经

验开发设计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之路”，以葡萄酒为主题将贺兰

山东麓分散的代表性酒庄串成一

线，或是将代表性酒庄与周边历

史古迹、自然景点、文化景区等

串成一线，将连绵起伏的贺兰山

与风景如画的葡萄园融为一体，

设 计出独具 特色的“ 葡 萄酒之

路”，完善基础设施，统一旅游

标识，发布旅游指南，共创旅游

品牌。其次，塑造葡萄酒文化。

文化旅游工作人员与酒庄应深入

挖掘中外深厚的葡萄酒文化，有

实力的酒庄可建设葡萄酒博物馆

展示悠久的葡萄酒文化，中小酒

庄可将本酒庄历史与当地自然风

光、风土人情融为一体介绍给游

客，使葡萄酒文化与葡萄园参观、

酿酒过程体验、酒窖欣赏、美酒品

鉴深度融合，增加“葡萄酒之旅”

的知识性与趣味性。再次，提升

旅游服务品质。不断开发与产区

风土气息葡萄酒相匹配的宁夏特

色或西北特色美食，由侍酒师或

名厨给游客讲解美酒如何配佳

肴。酒庄也可以适时举办葡萄酒

主题晚会，游客可以边品美酒美

食边享受贺兰山夜景。逐步提升

酒庄住宿品质及周边民宿品质，

将酒庄游与乡村游融合，使游客

便捷享受酒乡住宿。通过高品质

的服务，让游客可以慢节奏感受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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