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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省湄潭县享有“西南茶乡”的美誉，茶业已经发展成该县的主导产

业，本文通过对贵州省湄潭县茶农、茶叶经销商、茶叶消费者以及茶叶科技工作者的

实地调研和政府人员的座谈，将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并结合对湄潭茶产业发展的自然

环境、社会条件和政策的分析，得出湄潭茶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和优势。并针对以上

的优势与制约因素提出湄潭县茶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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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湄潭县茶产业发展基本状况 

1、茶产业在全县产业体系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享有“西南茶乡”美誉的湄潭县先后获

得了“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国名茶之乡”、“全国特色产茶县”等称号；茶产业已经称为

该县的主导产业。2009 年湄潭县的生产总值 21.09 亿元，农业增加值 7.12 亿元，其中茶叶产

值达 4 亿元，茶业综合收入达 7 亿元，占农业增加值的 98.31％，占全县生产总值的 33.19％

。到了 2010 年，该县的生产总值 30.9 亿元，茶叶产值 9.13 亿元，茶业综合收入近 14 亿，占

全县总产值的 45.31％，茶业综合收入比 2009 年增长了近 50％。湄潭县共有人口 41 万，其中

茶农有 20 多万，超过了湄潭县总人口的 50％。通过我们对农户的调查分析得出 2007 年湄潭

县的家庭年均收入在 58021 元／户，而 2008 年则增长到 60055 元／户，增长了 3.51 个百分点

。农户的收入中，茶叶收入户均达 18342 元，占总收入的 31.1％。茶叶收入如核桃坝村已达

到人均 3000 元以上占 80％，其余村的茶叶收入也占总收入的 50％以上。 

2、茶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目前，湄潭县茶园总面积超过 30 万亩，其中绿色食品茶园

0.9 万亩，有机茶 2.86 万亩(含转换)，无公害茶园达到 100％。2010 年新增茶园 22.5 万亩，

其中无性系良种占 94％，茶叶产量达 150660 吨。该县的茶叶加工企业以及茶叶加工大户达 300

家，其中达到规模以上的企业有 7 家，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各 1 家，市级、县级龙头企业分

别有 5 家、11 家。有 39 家企业通过 QS 认证，9 家企业通过 HACCP 认证，4 家企业通过有机茶

认证，1 家企业通过绿色食品认证，1 家企业通过有机茶专柜认证。加工机器设备有 1800 台(

套)，主要生产扁形的湄潭翠芽、卷曲形毛尖茶、条形毛峰茶、大宗炒青绿茶及针形的贵州针

茶，同时有少量的高档的功夫红茶和低档的红碎茶生产及砖茶、茶多酚、茶叶籽油等生产。湄

潭县的茶叶集散地—西南茶城日交易量达 6500 公斤，交易额达 70 万元；其最高日交易量多达

2 万公斤，交易额 200 万元；全年交易量 2600 吨，交易额 1.47 亿元。茶农与公司的纽带一茶

青交易市场有 19 个，全都分布在茶区，其中由政府出资建设的规范的茶青交易市场有 9 个，

年交易茶青量达 18000 吨，交易额 1.62 亿元。在茶叶销售方面，县内茶叶经营户有 78 家，销

售收入 2.13 亿元。 



 

二、选点依据和调查方法 

湄潭县西部一带山梁为大娄山余脉，境地的土质、气候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在湄潭清代

的文献中，将茶列入土特产之首，并“质细味佳，所产最甚”。而且湄潭的茶叶现今发展速度

很快，取得的成就斐然，所以具有研究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根据湄潭县茶桑事业局提供的资料以及湄潭县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在湄潭县选取了生产

水平分别为高、中、低的湄江镇、永兴镇、兴隆镇这三个镇，在每个镇中选取三个自然村。自

然村的选取也是按照生产水平高、中、低的原则来确定的。在每个自然村中选取十户农户，其

中必须有八户是茶农，两户是非茶农。在调查的过程中采用抽样调查、重点调查、和随机调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农户、茶叶消费者和茶叶经销商主要进行的是抽样调查，对茶叶科技工

作者和种茶大户主要采取重点调查的方法进行。以此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三、茶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AHP 分析和模糊数学评价) 

茶叶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共分为环境意识、发展水平与速度、政策支撑

、科技支撑、资源与环境支撑、社会保障六大二级指标，各个二级指标下又分为 3-5 个三级指

标，共 24 个三级指标。本文按照 AHP 模型计算出的权重结果。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法之一：AHP 层次分析加综合评分方法。具体的权重是根据 AHP 层

次分析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出的，评分是根据我们在调研时的所见所闻和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得

出的，得出的总分可以看出屏山县茶叶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分数越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越高；反之，则相反(见表 1)。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方法之二：AHP 层次分析加模糊数学评价，评价步骤如下。 

第一，确定评价因素集和各因素的权值。 

评价因素集：U=发展水平与速度(U1)，政策支撑(U2)，科技支撑(U3)，资源与环境支撑(U4)

，环境意识(U5)，社会保障(U6) 

其 6 个评价因素的权重已经由层次分析法确定，即： 

U(1.0000)=U1(0.0525)U2(0.2233)U3(0.1575)U4(0.1769)U5(0.1404)U6(0.2494) 

第二，对于确定的评价因素的评价(语)集：V=很好(V1)，比较好(V2)，一般(v3)，不太好

(V4)，不好(V5) 

第三，利用模糊数学进行计算，得出综合评判结果：用各评价因素权重向量和评价模糊矩

阵，采用主因素决定法进行评价，得出下列模糊数学评价向量(见表 2)。 



 

从评价结果来看，认为湄潭县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好的占 47.35％，比较好的占 37.70％，

一般占 25.57％，其他为零，这说明：湄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优秀的。 

 

四、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湄潭县的茶叶产业发展水平处于中上。茶青交易市场的建立、农药

残余的抽样检测以及专门为茶叶加工企业建立的绿色食品工业园区为茶产业的规范化和科学

化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县具有相对完善的营销网络，茶叶的销售多是在“西南茶城”或

是在本省或外省开的“湄潭翠芽”的专卖店。整个产业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茶叶初加工和

精加工的水平高于中国西南其他地区。但茶农的生产方式还处于一种小农生产方式状态，虽然

有些地方创建了合作社或协会，但是合作社或协会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整个茶产业链中

，从产业链的起点——茶农，到产业链的终点——消费者，都是受益的。但是在这条产业链中

，茶农依然是处于最底层的，其利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加强茶产品的品牌建设。湄潭县虽然建立了以“湄潭翠芽”为首的品牌，但是该品牌

甚至还没有走出省，品牌建设势在必行。品牌已经成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核心竞争

力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还包括了企业文化、企业的理念、技术、服务、管理水平、营

销能力等等。对于企业而言，就要找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所面

对的机遇与挑战，找出自身发展的亮点，并以此亮点为基础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充分发挥品

牌效应。建立自己的品牌的同时还应注重品牌的营运。 

2、加大科技与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增加茶产品的科技与知识的含量。湄潭县的名优茶产

量较小，绝大部分属于中低档茶，技术含量低，其利润也偏低。要加大技术投入的力度，实现

技术创新，从而在理念、工艺、设备以及品种等方面创新，把科技创新贯穿到生产、加工、销

售的各个环节。目前，湄潭县的茶叶农药残余超标，化学肥料的过量使用以及病虫害等问题依

然没有得到解决。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使茶叶从普通茶叶向有机茶叶的转变。茶园老化、培

肥管理、茶园劳动力不足导致的茶青下属率低、茶叶的精深加工欠缺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湄潭县

的茶叶质量和产量，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另外，湄潭县作为一个县级地区，

其对人才的吸引有限。没有人才、没有知识，茶叶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政府一方面要

采取措施鼓励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积极培养当地的人才。 



3、改变茶农的传统观念，引导茶农转换茶园的经营管理方式。湄潭县的茶农大都是处于

分散的小农经营状态。茶农只是负责种茶，然后到茶青交易市场上出售茶青。然而茶农是处于

茶叶产业链的最低层，其利润非常微薄，并且劳动负担重，这一来就会大大降低茶农种茶的积

极性。政府要引导种茶大户和种茶能手形成个体经营户，通过承包经营的方式，使其融入到市

场中，参与产供销的各个环节，接受市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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