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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悠久的茶叶发展历史有利于发展优质茶叶。在贵州省茶

叶发展政策的指导下，目前贵州茶园面积居全国第一。但是贵州省发展茶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缺乏系统的规划，造成茶品种单一；缺乏系统的科技知识储备和科技团队建设及茶园管理人

才的培育；茶园管理缺乏系统的科技服务体系，部分茶园缺乏标准管理规范；茶叶资源深度利

用不够，造成浪费。因此，在今后的茶叶发展中，政府应该加大科技支持力度，促进贵州茶业

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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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发展茶业的优势 

1.1 环境的优势 

贵州是我国唯一一个具有纬度低、海拔高、日照少、多云雾、无污染，全省为高原茶区的

省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这种独特高山云雾环境为贵州黔茶发展打造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茶树喜阴、喜湿，使得贵州具有大面积区域能够发展茶，自然条件好，为优质茶创造了独特的

环境，是优质茶的品质保障[1]。近年来，贵州省重拳打造“茶名片”，茶产业已成为贵州省

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在政府大力发展茶叶的规划下，到 2014 年底，全省发展种植茶园达

662 万亩，茶园面积在全国排名第一。2014 年的总产量达 18.1 万吨，涉及的加工企业和合作

社为 2518 家，茶叶总产值达 165 亿元，综合产值为 271 亿元。形成了“贵州绿茶•秀甲天下”

、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石阡苔茶等一批区域品牌。 

1.2 贵州茶历史悠久 

贵州高原是茶树的起源中心之一。据考古研究表明，我省茶树史距今有 100 万年，茶树栽

培历史有 3000 余年，古代思州、播州封地的贡茶充分说明在历史上我省茶品质的优异，加大

此类品种的保护和研发，对贵州及我国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我省众多的茶树种

植资源也能反映出我省茶业发展史。我省拥有大量的野生半野生茶树类型，在全省发现拥有 1

⑻年以上的古茶树、野生茶树资源的县(市)达 25 个[4]。我省处于茶树原产地的重要核心区域

中[2]，收入国家茶圃保存的贵州茶树种质资源有 65 份气现代，贵州省老一辈茶叶研究者搜集

的茶树种质材料 6⑻余份，这些极大地推动了我省茶业的发展[3]。 

1.3 贵州茶品质优 

 



历史上我省茶叶曾作为贡茶，充分说明古时茶叶品质的优异。现代茶叶品质分析表明，贵

州茶叶的平均水浸出物含量 35〜45%，远远高出国家标准[1];而且贵州茶叶中含有丰富的氨基

酸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丰富的物质使贵州茶品质具有香气浓郁持久，滋味醇厚鲜爽、回味甘

甜等特点。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我省引种的安吉白茶在正安种植后，正安白茶的氨基酸含量

达 9%以上，其中含有人体不能合成的氨基酸达 11 种[6]。目前，正安白茶己获得国家工商总

局地理标志商标、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安也获得“中国白茶之乡”称号。虽然

我省发展茶产业具有如此多的优势，但是茶产业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 

 

2 贵州茶叶发展中的问题 

2.1 品种结构单一 

我省茶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但是茶园种植品种单一，这严重制约着我省茶产业的发展。据

调查表明，福鼎大白是我省茶园主栽培品种，该品种的栽培面积占全省茶园面积的 63.4%(图

1)[3]，这严重影响着我省茶业转型发展。因此，政府开始调整茶产业的发展，实施新品种、

新基地和高端茶的策略。 

2.2 缺乏系统的规划管理 

2.2.1 种植规划缺乏市场定位 

有学者根据我省不同茶产区的气候条件将茶产业划分为:黔东北产业带、黔西北产业带、

黔东南产业带、黔中产业带和黔西南产业带气由于我省是山区，这样的产业带缺乏细致的海拔

梯度和土壤条件适宜性的划分。因此，这不利于发展高品质茶的精准市场定位。 

贵州茶产业发展多数是在政府政策推动下进行的，缺乏茶产业发展中选择品种科学的分析

和前瞻性的产业规划[7]。对未来茶叶的加工生产、产品的去向，以及不同茶产品对茶品种等

要求缺乏考虑。这使我省茶产品的市场竞争等面临严峻的考验。如越南虽然茶园面积与我省相

当，但是有明确的市场规划，他们生产的黄茶主要用于出口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乌龙茶主

要销售市场为台湾，通过与台湾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市场对接;越南的绿茶主要用于本国自身

消费;生产红茶主要是出口，绿茶与红茶的比例为 4:6。越南的茶叶主要销售到巴基斯坦、俄

罗斯和我国的台湾等地，出口到世界近 110 个国家和地区气 2014 年越南茶叶产量居世界第五

位；越南茶叶出口在 2007〜2010 年在 11〜13 万吨间波动，出口茶产量占我国茶叶出口量的

33〜43%。 

2.2.2 我国茶叶消费市场存在的问题 

2014 年世界茶产量为 502.6 万吨，其中我国茶产量为 198 万吨，虽然我国是茶叶生产大

国，但是在国际市场处境相当尴尬。如 2014 年世界茶叶出口总量达 182.5 万吨，我国茶叶出

口仅为 30.1 万吨（出口产量为我国茶总产量的 5.99%)，仅占国际市场的 16.5%，同比出口下

降 7.5%。我国茶叶类型中主要以绿茶为主，2014 年绿茶出口 24.9 万吨，同比下降 5.8%，绿

茶出口在茶叶贸易中发挥着支撑作用，占出口总量的 80%以上；红茶出口 2.8 万吨，同比下降

15.6%;乌龙茶出口 1.5 万吨，同比下降 9.7%;花茶出口 5782 吨，同比下降 15.7%;普洱茶出口

3385 吨，同比下降 25%。国际茶叶消费市场以红茶为主，2014 年世界红茶贸易出口为 150 万

吨，我国出口为 2.8 万吨，同比下降 15.6%。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红茶品质不如世界主要

红茶出口国的红茶品质，如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等国，国际竞争力差。 

我国茶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人均茶叶年消费量仅为 0.6kg，与人均茶叶消费 2.4kg

的土耳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茶叶消费特征为：高收入阶层的茶叶消费量比较稳定，而中

低收入阶层的茶叶消费很容易受到茶叶价格波动的影响[10]。而且，经济收入低的消费群体茶

叶消费量高于高经济消费群体的茶叶消费量[11]。我国茶叶生产和国内消费以绿茶为主，绿茶

品牌格局(高端茶叶市场）比较稳定。对于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茶产区，自己缺乏有影响的

品牌，拓展茶叶消费市场面临很大的挑战。2.2.3 茶园管理缺乏系统的科技服务体系最近几年

我省茶产业发展迅猛。由于茶园的种植和管护专业技术要求很严，而我省许多茶叶种植基地缺

乏专门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而造成了部分茶园荒芜的现象。原因有政府缺乏对高品质茶的界定

和各种茶树品种的市场调研分析，盲目依靠部分机构作为技术支撑，忽视茶苗的品种和质量。

甚至某些区域出现以次充好，以及部分茶区引种不恰当导致成活率低，品质低下，造成当地茶



区经济效益受到严重影响，影响茶叶的正常发展。 

2.3 缺乏深入研究 

2.3.1 缺乏深入的规范标准 

虽然我省茶品质优异，但是缺乏规范标准。由于我省地处高原，局地地貌差异很大，“五

里不同天”的现象很普遍，春天和夏天常有冰雹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缺乏不同海拔高度适

宜种植哪些茶树品种以及适合加工哪一类茶的规范。在茶产品方面，由于茶香气成分复杂，在

茶产品评判中如何量化茶产品的香气和色泽等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标准。2.3.2 缺乏茶叶资

源利用研究茶园利用率存在严重浪费。我省在追求高端茶产品的发展过程中，过分重视芽茶的

加工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一些茶园缺乏加工工厂，与茶叶加工企业合作深度不够，茶青收

购率低。采摘过程中过分注重精品芽茶，忽视甚至放弃夏秋茶的采收，造成很大的浪费。相关

的科研机构，需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茶资源以増加茶农收益。 

我省拥有丰富的茶树种植资源气这些为深入开展茶树品种选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

研发出新的名优品种和耐机械化采摘的茶树品种[3]，如何开发筛选出适合丘陵机械化采收的

茶树品种，解决采茶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针对我省多样的地形差异，如何筛选出适宜我省不

同茶业带及其不同海拔高度的优质特色茶品种[3]，这些都是我省茶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相

关部门应充分利用茶树种植资源研发适合加工不同茶产品的茶树品种，筛选出全发酵茶、非发

酵茶、轻发酵茶、前发酵茶和半发酵茶的茶树品种，为茶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保

障。 

随着茶叶消费市场的变化，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如随着茶叶功能性物质茶多糖、咖啡

因、茶多酚、茶氨酸等的药理保健作用研究的深入，这很可能是未来功能性茶和保健茶产品的

新方向。政府应该鼓励和提高科研院所的科研积极性，如筛选出适合高/低含量咖啡因、茶多

酚、茶氨酸的茶树品种，同时研制不同功能型茶产品，为我省茶资源的深度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 

2.3.3 缺乏示范企业的带动引领作用 

由于茶叶国际消费市场巨大，很值得近年来发展的茶产区开拓。我省茶产品中的‘绿宝石

’远销欧洲，这些产品通过了严格的 463 项欧盟农残检测指标。但是这样的示范带动企业总量

相对较少，政府相关部门应研究如何培育一批这样的企业通过其示范作用，引领我省茶产品整

体水平的提升。这样不但能促进我省茶叶占据国际消费市场，同时有利于把我省茶产业做大、

做强，做成全国的茶示范区，提升我省茶产品品质在国内的地位。 

2.4 管理成本高 

茶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无论是茶叶的种植栽培管理，茶叶的采摘、晾晒和烘制等

工序需要投入大量人力[12]。由于缺乏劳动力，造成茶青的采摘率低，而且人工劳动力价格居

高不下造成茶产品生产成本高。同时，由于我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生产经营中

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因此，与其他省相比我省茶产品价格竞争处于劣势。 

 

3 建议与对策 

3.1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我省的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如通过资金倾斜扶持茶资源开发方面的

基础研究，如茶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85%〜97%，远远高于橄榄油的 75%〜90%。另外

，茶油中的山茶甙和茶多酚对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治理作用。同时，茶油可以降低胆固醇、

血糖和甘油三酯，并对癌细胞有抑制作用。因此应开发产茶籽量高、出油率高的茶品种，针对

不饱和脂肪酸或者山茶甙和茶多酚等生物活性成分进行市场精细化品种筛选。由于我省有丰富

的茶树种植资源，通过政府的引导作用可以考虑茶多糖类型、茶多酚类等不同品种选育工作，

为我省茶业多元化发展做好知识储备。同时，为促进我省茶产业结构调整奠定坚实的基础。 

3.2 培育相关的研究团队 



政府引导培育研究团队，如茶树资源筛选与种植资源开发团队、茶加工团队、茶功能成分

研究团队，为茶产品的加工开发提供技术支撑。如发酵型茶通常采用自然发酵法，但是该发酵

工程无法控制。而发酵工序是红茶品质形成的关键[13-14]，这是影响我国红茶出口市场占有

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加快培育红茶核心技术团队，引领我国红茶迈向更高层次，同

时推动我省茶叶加工水平，加快国际市场占有率。 

政府可以培育茶多酚、茶多糖、茶生物活性成分等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团队，把这些

团队不但打造成省重点实验室，更重要的是培育成为教育部和农业部的重点实验室甚至国家重

点实验培育基地。通过基地的交流合作推动省内外的合作交流沟通，推动我省的茶产业研发水

平。 

目前，省科技厅培育了一些技术中心，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如何通过这种模式，深

入推动这些中心促进其更快的转型，真正达到服务企业市场研发仍然有一些距离。这些需要政

府与相关企业之间进行沟通，促进这些中心为企业开发出更好的产品。 

3.3 加大茶产业方面的科研投入 

近年来，我省新建茶园以年均 70 万亩的面积増力口，今年茶业综合产值可达 85 亿元，在

助力农民依托茶产业致富脱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茶产业是山区的特色产业，因此我省在重

点发展茶区省、市、县相关科技部门时应在资金资助、扶持力度和政策上要给予一定倾斜。同

时，相关研究部门要扭成一股绳，在一定时期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展出特色。 

在资金投入方面，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发展。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重点优势领域，促进

我省茶产业又好又快发展，把我省茶产业打造成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茶产区。然后通过茶产业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湄潭打造的“以茶促旅，以旅兴茶，茶香引客”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

。因此，每年的科技资金投入，相关政府部门应在茶产业方面给予一定的保证和倾斜，促进我

省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前瞻性，引领国内茶产业发展。 

3.4 政策引导企业适应茶产业新形式 

随着国内“红茶热”的兴起以及国际茶市场主要以红茶为主的需求，这为我省茶发展成为

后起之秀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由于我国国内茶市场中高端市场区域稳定，占有这部分市

场有很大的难度。因此我们的机遇是抓住国内“红茶热”的势头抢占争夺红茶消费市场。随着

国际茶贸易中绿色壁垒出现以及国内茶消费者健康意识提高，充分利用我省受到工业污染小的

优势，为我省发展高端有机茶、红茶出口提供了独特的机遇。政府应重拳打造发展贵州红茶系

列，实施“两手抓，两手硬”策略。国内国外茶叶消费市场两手抓，抢占国内国外红茶消费市

场;在有机茶种植栽培管理和红茶加工中抓品质。与此同时茶种植和品质两手都要硬，为延伸

茶产品做铺垫。随着茶功能物质和生物活性成分研究的深入，如何开发功能性茶饮品，如山茶

甙、茶多酚、茶多糖含片等茶衍生产业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因此，我省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要认识到我省茶产业在我国茶市场中的位置、未来我省茶

产业的出路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和国际茶产业的格局，政策上给予引进茶出口国的茶生产设备和

茶加工技术为其订单式加工茶产品的企业优惠，行动上引导扶持相关茶产品加工出口企业和茶

产品拓展企业（茶饮料、茶多糖、茶多酚等)，这样才能延伸我省茶产业链。通过部分企业的

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省茶产业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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