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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报道

记者手记

8月份，中国葡萄酒巨头张裕可
谓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就连整个中
国葡萄酒行业也是一时间风声鹤唳。
8月 9日，某财经类媒体的官方微博
爆出一条重磅消息：记者将三家国内
上市企业共 10款葡萄酒送往国家食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均检测出
多菌灵或甲霜灵农药残留，张裕高于
其它两家。而多菌灵为美国禁用的农
药，有导致肝癌的风险。一夜之间，张
裕似乎卷入了“致癌门”。

张裕或陷“农药门”
葡萄酒行业危机四伏

农药残留消息一出，张裕股价在
8月 10日大跌 9.83%，股价创两年来
新低，市值仅在 A股市场就蒸发 27
亿元。除了 A股大跌，B股跌 10%，张
裕的整个销售系统在一天内出现了
紊乱状况，张裕的一位负责人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一些地区有
商家要求产品下架，质检部门要求出
具合格报告，投资人纷纷打电话咨
询。”

除了意外中枪的张裕，另外两家
国内葡萄酒上市公司也“榜上有名”。
虽然，中国酒业协会及时在北京召开
媒体沟通会，本次检测部门国家食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也在会上公布了
检查结果以正视听，但是中国葡萄酒
行业所遭受的打击却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中国 A股有四家葡萄酒上市公司，张
裕 A（000869）2012年半年报显示，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0.13亿元，
同比下降 2.51%。这也是张裕自 2002
年中期营收同比下滑 1.95%后，10年
来首度出现业绩下滑。ST中葡中期营
业收入同比大降 45%，ST中葡一季报
显示净利润同比下降为 416%。莫高
股份业绩也有其不确定性。长城酒
业、王朝酒业上半年的业绩也在下
滑。与红红火火的中国白酒、啤酒行
业不同，2012年，中国的葡萄酒行业
本来就是步履维艰。张裕的这次事件
或许会令葡萄酒行业雪上加霜。国内
外宏观经济持续的下滑，导致葡萄酒
消费乏力。同时，由于进口葡萄酒关
税的下调，国产品牌的生存空间也被
进一步压缩。

张裕回应：
有幕后黑手操纵

记者了解到，在农残事件被曝光
后的当天下午，张裕方面就紧急召开
了投资者电话会议，接受机构、个人
投资者问询。张裕董秘曲为民表示，
“张裕方面认为此事件或有幕后黑手
别有目的在操纵；公司正在调查当
中。对投资者带来的损失表示非常抱
歉，截至目前，张裕公司仍无法确定
这些送检的葡萄酒中有张裕产品。”8
月 11日的发布会上，张裕公司总经
理周洪江说，“张裕在第一时间和有
关媒体进行沟通，但电话沟通和登门
拜访分别被拒。”
记者在 8月 11日的媒体沟通会

上了解到，在本次检测抽取的部分葡
萄酒样本中，检出多菌灵含量为
0.00157—0.01942mg/kg，仅为欧盟限
量标准（臆0.5mg/kg）的 1/318—1/26，

国内《食品中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标准（臆3 mg/kg）的 1/1911—1/154。甲
霜灵含量为 0.00211—0.01414mg/kg，
仅为欧盟限量标准与国内标准（均
为臆1mg/kg）的 1/474—1/71。也就是
说媒体送检的 10款国产葡萄酒多菌
灵和甲霜灵含量都符合国家标准范
围,属质量合格产品。
“由于目前检测技术的灵敏度要

比限量值高近千倍，所以检测出有一
定农药残留，但都是微克级的。”负责
本次检测的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主任宋厚全表示，检出的数据不
管是依据国外标准还是国内葡萄酒
的标准，它都是显著低于这些标准要
求的，都是微量的检出，“公众对残留
量有误读是因为对‘量’的理解不正
确，任何一种包括农药等在内的有害
物质，都是与‘含量’有关，并不是说
检出了就有害，有问题。”

专家说法：
中国葡萄酒是安全的

对于这一问题，记者也采访了有
关专家。国家葡萄与葡萄酒检测中心
主任朱济义表示，该中心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执行质监部门的检测，
共有 30余次大检查，没有一例超标
事件。“张裕一直主动申请检验，每个
独特商品和品类的产品都有检测报
告，每年不低于 2 次，每年检测报告
近 300份。不仅仅是张裕，对全国的
其他葡萄酒企业都做过检测标准，做
过不下于 100个，但没有 1例超标。
“中国葡萄酒是安全的。”

张裕是安全的，中国葡萄酒是安
全的。按说，事情发展到这里，就应该
结束了。可就在 8月 14日，这次事件
却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最早爆出该

新闻的媒体又宣称：“我们并没有说
他（张裕）超标啊。”这家媒体的编辑
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张裕“反应
过激”。

张裕是不是“反应过激”我们说
不好，但是股市和民众对这一消息绝
对是“反应过激”了，中国的葡萄酒行
业也“反应过激”了。近日，周洪江再
次指出，张裕公司怀疑这场风波有幕
后黑手，“张裕将一如既往欢迎社会
各界和媒体的监督批评，对恶意中
伤、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将追究法
律责任。”周洪江说，今年是张裕公司
创立 120周年，在中国上百年的企业
不多，上百年还走得比较好的企业更
是屈指可数，“想到一篇不负责任的
新闻报道，就可能让张裕的百年品牌
毁于一旦，真是椎心之痛。”对于此次
事件的发展，《中国企业报·中国食品
报道》记者将继续予以关注。

本报记者 闻笛

祸从天降：张裕被“乌龙”

争论了四月之久的“牛初乳禁令”
范围终于确定。

8月 13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在
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牛初
乳禁令”是指婴幼儿配方食品不得添加
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
制品，其他食品可以添加使用牛初乳。

那么，这一新政将对行业产生怎样
的影响？相关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调
查。

牛初乳禁令明确范围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牛初
乳禁令”还要追溯到今年 4月。彼时，卫
生部就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进口牛初
乳类产品适用标准问题的函》作出答
复，明确“婴幼儿配方食品中不得添加
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
制品。”同时强调，这一要求将自 2012
年 9月 1日起执行，不过此前按照相关
规定生产或进口的产品仍可在保质期
内继续销售。

卫生部有关专家表示，牛初乳是乳
牛产崽后 7天之内的乳汁，属于生理异
常乳，其物理性质、成分与常乳差别很
大，产量低，工业化收集较困难，质量不
稳定，不适合用于加工婴幼儿配方食品。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
员严卫星说，卫生部文件对质检总局的
答复，是指婴幼儿配方食品，也就是说
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这三类
食品。卫生部基于审慎的原则，通过综
合考虑，在这三类配方食品中不得添加
牛初乳。他表示，9月 1日起执行的规
定，也是指这三类配方食品，而不是说
9月 1日起不能继续销售牛初乳。

据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主任刘鹏表示，牛初乳固体含量大大高
于常乳。其中球蛋白、白蛋白、维生素和
无机盐类含量高，而乳糖较之常乳低且
热稳定性差（加热至 60摄氏度即开始
出现凝固）等，所以它和末乳才被列入
“异常乳”。

不过，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
系副主任、广东省营养学会理事长苏宜
香教授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牛初乳
会引起早熟，所有的奶都含有或多或少
的激素，这种激素是内源的，非外源添
加的，包括妈妈的母乳也含有内源激
素。
另据记者了解，国内做牛初乳加工

的企业不多，且产品绝大部分是原装进
口或者半成品进口，牛初乳主要品牌有
培芝、亨氏、生命阳光、妈喃、蕊盛蕊等，
牛初乳品牌几乎均标榜来自于新西兰
或澳大利亚等乳业发达国家。

60亿元市场或遭重挫
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之前，国内

只有少数几家牛初乳配方奶粉代理商，
全国市场规模也就一两亿元。2003年
“非典”对牛初乳行业是一个“历史性机
遇”，公众提高免疫能力的愿望强烈，此
后市场迅速膨胀，呈现爆发式增长。近

几年来更是每年以超过 30%的速度在
增长，市场规模高达 60亿元。10余年
间，增长了数十倍。

专家预测，未来 3—5年，牛初乳市
场容量将超过 100亿元。

此外，牛初乳一直都是盈利相当高
的产品，部分品牌毛利甚至超过 10倍。

然而，随着卫生部牛初乳禁令的横
空出世，牛初乳这个被奉为增强婴幼儿
免疫能力的乳制品终于被揭开神秘的
面纱，牛初乳行业快速发展的节奏也被
打乱。
湖南省某乳制品企业北方区域销

售负责人杨礼平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 60亿元的牛初
乳市场将遭受重挫。
就在卫生部公告牛初乳禁令的第

二天，受公告影响，牛奶概念股遭遇重
挫，光明乳业、皇氏乳业、蒙牛乳业普遍
下跌。
“自从今年 4月份卫生部表示婴幼

儿配方食品中禁止添加牛初乳后，来购
买牛初乳配方奶粉的消费者明显减少，
询问牛初乳配方奶粉安全性的消费者
日渐增多。”北京真可爱孕婴店的张老
板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我估算了一下，这 4个多月下来，

我店里牛初乳产品销售至少下滑了一
半以上。”张老板向记者介绍说，“那些
来买牛初乳的，主要都是一些老顾客。”

杨礼平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牛初乳行业遭遇此次禁令风波后，要恢
复到目前的规模，至少还需要 2至 3年
时间。“关键是要恢复消费者的信心”。

牛初乳行业面临转型

乳业专家王丁棉认为，牛初乳将慢
慢退出婴幼儿产品的市场，一些企业将
面临停产、下架等命运，想要继续发展，
不得不谋求转型。

杨礼平表示，在整个乳制品行业，
除了鲜奶、酸奶、发酵乳以及各种调味
乳外，牛初乳规模相对较小。而在国内
生产乳制品的企业中，针对婴幼儿的牛
初乳产品在销售中占比都较小，一旦退
出牛初乳行业，对公司本身整体影响应
该不会太大。

不过杨礼平坦言，由于亨氏、培芝
等外资品牌的主要市场在中国，此次牛
初乳禁令对这些企业影响应该很大。
“其实早在今年 4月份，国家卫生

部就对牛初乳禁令进行了相关解释，国
家已经给相关企业和经销商近半年的
缓冲期。在这段时间，相关生产企业已
经就如何调整产品结构和应对市场做
好了规划和安排。”杨礼平分析说，据他
多年在乳制品行业从业经验和与相关
业内人士接触，有的企业上半年就已经
开始进行产品结构转型，比如虽然国家
禁止婴幼儿配方食品添加牛初乳，但仍
可以做给成人吃的牛初乳食品。而一些
以牛初乳为主产品的小型厂家，则做好
了退出这个行业的打算。

龙品锡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文
雅也表示，如果禁用这一系列的产品，毫
无疑问对我国相关企业来说一定会是
一个不小的打击。但从长远角度来看，
能够进一步规范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陈青松

牛初乳禁令明确 60亿元市场或遭重挫

广州药业和加多宝又掐架了，且再次上演诉讼之战。
近三个月来，广州药业与加多宝因王老吉商标之争引

发的诉讼、口水战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有打一场
持久战的趋势。

有业内专家和快消品行业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分
析，纵观自 5 月份以来广州药业与加多宝之间一系列的纷
争，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一波未平或刚平，另
一波马上又起。而在这纷争的背后，总有加多宝在借机炒
作、借势营销的背影。

广药加多宝纷争再起

就在公众以为“王老吉”商标之争尘埃落定、广药和加
多宝会将各自的精力放在市场发展的时候，日前，加多宝再
次状告广药包装、装潢侵权。

8月 15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广州药业在上交所和
港交所同时发布的公告获悉，广州药业全资子公司王老吉
大健康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应诉通知
书。

加多宝诉讼请求主要是，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原告
知名商品红罐王老吉凉茶特有的包装装潢；判令被告立即
停止使用原告“红罐”、“红罐凉茶”和“红罐王老吉”等知名
商品特有名称；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生产红罐王老吉凉茶；要
求赔偿经济损失 50万元。

记者同时了解到，加多宝在北京起诉广州药业，广州药
业也不甘示弱。日前，广州药业在广州也将加多宝告上法
庭，诉讼内容如出一辙。根据受理通知书，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受理广药集团起诉鸿道(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加多宝
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一案。

广药方面的诉讼请求主要是，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
原告“王老吉”品牌的虚假宣传，刊登向原告道歉的声明；判
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与“王老吉”凉茶饮料包装装潢相近似
的罐装、瓶装“加多宝”凉茶饮料的包装装潢，并销毁全部库
存侵权的装潢和停止生产、销售带有侵权包装装潢的凉茶
产品；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合计 600万元。
三月三起官司

《中国企业报》记者回顾广州药业和加多宝的一系列纠
纷后发现，仅仅三个月，双方就三次走到诉讼台前。其间，双
方还频繁地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在为自己鸣冤叫屈的同
时，都无一例外地将矛头指向对方。

2012年 5月 9日，“王老吉”商标被裁定归属广药集团，
随后加多宝邀请 200 多家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表明自己的
立场。5月 17日加多宝母公司鸿道集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该裁决的申请。

然而，在诉讼的过程中，广药与加多宝又在谁是正宗凉
茶、抢占渠道等问题上隔岸对骂，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就在业内以为双方将在市场上拼杀之时，在 7 月 13 日
举行的发布会上，加多宝出具了一份从未公布过的《商标许
可协议》，声明据合同约定，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生效日期
2003年 1月 20 日，终止日期 2013 年 1月 19日。

对此，8 月 2日，广药集团召开媒体说明会，对加多宝集
团在 7 月 13日出具的《商标许可协议》作出了多处质疑，并
怀疑该协议涉嫌伪造或篡改，并就此事报案。

7月 16 日，北京一中院驳回了鸿道集团提出的撤销申
请，“王老吉”商标争夺案画上句号。双方的第一场官司仍以
加多宝落败告终。

然而，“不甘失败”的加多宝再将广药诉至法院，理由是
王老吉大健康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
潢。广药和加多宝之间的第二起官司开锣。

除了以“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名义将广药
告上法院外，8 月 13 日，加多宝又对外宣称，其单独举证的
《商标许可协议》（即 7 月 13 日发布会上，加多宝出具的《商
标许可协议》）已获得北京方圆公证处公证，加多宝已向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要求广药停止侵权，
并继续履行协议。仲裁委已于今年 7月 31日正式受理。同
时加多宝对广药集团“侵权”的赔偿叫价创纪录地达到 100
亿元。双方第三起官司烽烟再起。

对此，广药在重申怀疑其协议涉嫌伪造的同时，表示将
积极参与仲裁，并希望通过仲裁审理来证明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有效性。

官司不断旨在炒作？

从不服“王老吉”商标仲裁到召开新闻发布会“还击”，
再到提起《商标许可协议》仲裁，最后在广药已在广州提起
包装、装潢侵权之诉的情况下，再在北京以同一事由起诉广
药，加多宝的一系列动作引起业内的广泛猜测。

多位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和快消品
行业人士称，加多宝其实比任何人都知道向法院申请撤销
的结果，它只不过是借诉讼这种手段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最
主要的是借助媒体免费宣传，从而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最
后达到由“王老吉”商标成功置换到“加多宝”商标的目的，
也给自己的品牌转换、营销上设置一个缓冲期。
“表面上看，处于‘守势’的加多宝却屡次提起仲裁或诉

讼，显然有些蹊跷，但仔细分析，我认为这只是表象，更深层
次的原因，还是加多宝想借助媒体制造一系列的新闻事件，
达到品牌宣传和营销策划的目的。”业内人士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因为加多宝明白，无论官司结果如何，对其只能有利

无害。从这个角度思考，就不难理解加多宝为何频频发起仲
裁或诉讼。”这位分析人士说，“而从广药的角度讲，在原则
问题上它不肯让步，也会进行反击，不过显然比较被动，其
实媒体热议对广药进行品牌宣传和推出新产品也不无坏
处。”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专家洪涛表示，不论官司怎么打，对于
两家在销售层面都不会有什么直接影响，仲裁更像是加多宝
拖延时间的战术和炒作的手段，旨在增加“加多宝”这个新品
牌的曝光率，同时让广药集团铺货和大规模宣传有所顾忌。

不过，在营销专家李志起看来，对于加多宝与广药双方就
王老吉商标反反复复的争执不休，公众已经审美疲劳。这段双
方持续的口水战、新闻战中，加多宝也在这一纠纷过程中向外
界完成了“现在的加多宝即原来的红罐王老吉”的营销。接下
来最重要的，是双方放下包袱，在市场、渠道上发力。
“炒作只是一种手段，不能过度使用。从企业的角度讲，

应该真正将心思放在管理、营销和产品质量上来。”上述分
析人士说。

加多宝再提诉讼
官司不断被指炒作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希望乌龙事件不再上演

联想到近期一系列类似的“乌龙”
食品事件，炒作手法都差不多，简单而
有效，那就是对标准的不同解读。这类
消息的“标准套路”是这样的：某某产
品中检出有某种可能危害健康的物
质，带来这种物质的农药或者是添加
剂是在某某国不准用的，所以在中国
肯定是违规使用了农药或添加剂，因
此中国的产品就是不安全的。

面对这样的“标准套路”，我国相
关主管部门的对策也渐渐“标准化”：
晒出一堆资料证明，这个东西是欧盟
允许的、是某某国允许的……事件发
展到最后大家都拿外国的标准来打口
水仗，结果也无外乎符合国际标准或
者是我国标准落后于国际。但各自用

的并不是同一个体系，于是总让观者
感觉犹如“关公战秦琼”，任何一方都
没有十足的说服力。我们必须接受各
国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是个客观事
实，我们必须正确看待这种差异，遵循
求同存异的科学原则。对于类似的事
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每一种有害
物质都有一个致病量，积累达到一定
量才会致病，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包
括欧美等国，没人规定所有存在风险
物质的农药一概都禁止使用，而是在
列出允许使用的名录同时也规定好每
种已知有害物质的安全限量，只要不
超标，就认同为安全。

目前，针对此次张裕“农残留”的
事件，在一些专业财经网站已出现机
构恶意做空的声音。除了金融大鳄恶
意做空 A 股上市公司牟利外，此次事

件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本就风雨飘摇
的中国葡萄酒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也
给了进口酒更多“红酒还是进口的好”
的口实，如果任由类似事件扩展下去，
中国葡萄酒市场面对进口葡萄酒的侵
略，别说无还手之力了，恐怕连招架之
功都没了。这一次，张裕的反应还是比
较快的，依据比较充分。卫生部、中国
食品协会和中国酒业协会也从正面发
出了声音，平息了媒体进一步的负面
报道。

对于新闻报道，我们要看清报道
者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在信息爆
炸的今天，我们更呼吁着理性和正面
的声音。我们支持民族的葡萄酒，更希
望民族食品产业能够健康有序的发
展！对此，媒体人应该多一些理性、多
一些关心、多一份爱护。

闻笛

张裕方面认为此事件或有幕后黑手别有目的在操纵，公司正在调查当中。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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