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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资源面临的挑战及开发思路 

路军慧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11） 

【摘 要】茶叶资源是浙江地区的重要经济来源，茶文化作为浙江地区具备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对于浙江地区的

文化构建具备一定的塑造作用。本文将深度分析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资源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开发

思路，将茶文化资源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在彰显本地区茶文化的同时推动本地区旅游行业的发展，实现文化发

展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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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地区在将茶文化与旅游业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以及茶文化旅

游在实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执行方面的问题，使得浙江地区的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下面，笔者将就浙江

地区茶文化旅游资源面临的挑战展开分析，进而提出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新思路，希望能够为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

的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1 茶文化旅游概述 

所谓茶文化旅游，就是以茶文化为借力点，依附茶文化推出与其相关联的旅游项目，在彰显旅游创新性的同时实现推广茶

文化以及振兴旅游业发展的双赢效应。对于浙江地区来说，茶叶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推动浙江地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只将茶叶作为创收的经济作物，忽略了茶叶本身具备的文化特性，创收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浙江

地区应该明确茶叶的文化特性对于促进浙江地区经济发展所具备的强大的推动力。深入挖掘茶叶具备的文化元素，并且将旅游

产业作为宣传茶文化的载体，这样既迎合了当今“旅游热”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走向，又能够将本地区的茶文化推广到全国地

区，这带来的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双向创收，对于推动浙江地区的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以及增强浙江地区的经济实力具有实

际的促进作用。 

浙江省的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势多丘陵，且土壤为酸性土壤，具备适宜茶树生长的自然环境茶叶资源异常丰富。浙

江的临安、新昌和杭州是著名的茶叶生产基地，且多名茶的培育，因而这些地区的茶叶资源与茶文化在全国都颇具盛名，具备

了良好的品牌宣传基础。浙江地区的佛茶文化更是彰显出了浙江地区茶文化的与众不同，这对于开发浙江地区的茶文化旅游资

源来说是一项具有新奇性与高度文化积淀的文化元素，分析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索绿色、可

持续的开发路径对于浙江旅游业发展意义深远。 

2 浙江茶文化旅游资源发展面临的挑战 

2.1 茶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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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茶文化旅游的兴起大力带动了浙江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浙江地区茶文化资源的开发者受到利益的吸引，盲目对茶文

化资源进行开发，导致一些地区茶文化资源开发过度或者开发不足的现象，造成了浙江地区茶文化资源发掘的不平衡性。对于

一些过度开发的茶文化资源来说，会引发茶文化资源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对于一些开发不足的茶文化资源，则会由于无法

彰显文化本身的独特性而受到忽视，有可能会使得这些茶文化资源最终被埋没，无法彰显其独特的文化特性。 

2.2 茶文化内涵的挖掘不透彻 

茶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其本身具备的文化特征是无比丰富的。其中，茶文化历史、茶的种植文化、喝

茶之道以及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待客之道的载体作用、茶文化在人际交流中起到的润滑作用，都是茶文化所包含的文化

内容。因此，对于茶文化内涵的挖掘应该着眼于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深度体会茶文化的具体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

茶文化资源的文化韵味。但是，如今的浙江地区在对茶文化进行内涵挖掘时，挖掘力度不足，因而无法彰显出本地的茶文化的

精妙绝伦之处，使得本地区的茶文化旅游无法与其他地区的茶文化呈现出差异性，因而难免使得浙江地区的茶文化旅游陷入同

质化的窘境。 

2.3 茶文化旅游宣传力度薄弱 

浙江地区在对茶文化旅游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往往无法体现出茶文化旅游的文化性，而是过多渗入了对茶文化经济效益的

关注，宣传点过多放在茶叶产品之上，注重消费者在茶叶产品方面的消费能力，忽视了茶文化对于消费者产生的更为巨大的号

召力，因而使得茶文化旅游的宣传只是流于表面，无法深入消费者内心，没有为消费者提供选择茶文化旅游的上升到心灵共鸣

境界的理由，这种宣传方式自然无法打动消费者。 

2.4 茶文化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茶文化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也是当今致力于开发茶文化旅游的地区存在的共病。消费者在不同地区的茶文化旅游项目中，经

历的都是有关采茶、品茶或者茶文化解读等方面的茶文化体验，虽然具备一定的文化特性，但是缺乏相应的个性特征，无法满

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使得茶文化旅游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茶文化旅游无非就是用一种更加专业的方式喝茶，

这是对于茶文化很深的误解。浙江地区要想真正体现出茶文化旅游的文化特性与个性，就要澄清这种误解。 

2.5 茶文化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缺失，是影响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呈现出创新性与创意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消费者在进行茶文化旅游的

过程中，是以文化体验者的身份置身其中，希望通过导游或者其他旅游项目服务人员对茶文化的讲述或者亲身教授，领悟茶文

化的真谛。但是，当前的旅游服务人员在旅游方面虽具务一定的专业性，但是在对茶文化的解读方面，却也如“置身事外”的

消费者，只晓得茶文化的其中大概，经不起消费者的深究，无法提供具备深刻文化特性的茶文化旅游服务，进而影响了消费者

的茶文化体验效果。 

3 浙江“茶文化”旅游的开发思路探索 

3.1 旅游开发走持续发展之路 

虽然浙江地区具备丰富的茶文化资源，但是，想要打造具备深刻茶文化特性的茶文化旅游，不仅需要个性，还要具备一定

的共性，能够让消费者在本地区进行消费的过程中不仅能得到茶文化旅游地区普遍具备的茶文化资源体验，也能够体会本地区

的茶文化特色。这样不会使消费者的内心存在缺失感。因此，浙江地区应该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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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吸取其他地区的优秀茶文化资源，对本地区的茶文化资源进行扩充，也要让本地区的茶文化资源走向更广阔的地区，让浙

江的茶文化享誉四方，为本地区的茶文化旅游建立群众基础。 

3.2 培养高素质旅游文化人才 

为了增强消费者的茶文化旅游体验，浙江地区在发展茶文化旅游之时，应该注重对高素质旅游文化人才的培养，使得茶文

化旅游服务人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的旅游专业知识，还要精通茶文化，能够将旅游的专业性与茶文化的专业性相结合，打造真正

的茶文化旅游服务人才。所以，在进行茶文化旅游人才的选拔时，应该注重对选拔人才两方面专业知识的考察，在员工上岗之

后，定期对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不断扩充其茶文化知识储备量，使其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全面、深刻的茶文化体验。 

3.3 采取多渠道推广宣传模式 

浙江地区在进行茶文化旅游宣传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宣传点的文化特性，还应该注重宣传渠道的多样性。随着社会化

媒介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接收信息的渠道也发生的巨大转变，如果仅仅在诸如电视、广播、杂志等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已经无

法适应消费者信息接收的习惯，也无法实现想要的宣传效果。所以，应该对消费者的媒介使用习惯进行调查，依据消费者的媒

介使用习惯、消费习惯选择宣传渠道以及宣传方式，使得茶文化旅游宣传既体现出茶文化高端的文化性，又能够使得宣传方式

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获得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茶文化旅游宣传起到培育消费者喜爱度。激发消费

者消费欲望的宣传效果。 

3.4 开展大型“茶文化”活动 

开展大型茶文化活动，既可以宣传浙江地区的独特茶文化，也可以带动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行业的发展，因此，茶文化活

动的开展是扩大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号召力的重要一环。在充满公益性与公关性的文化活动的推动下，可以有效借力电视媒体

的宣传，扩大茶文化活动的宣传范围。而且浙江地区不同的区域具备自身独特的茶文化特性，通过在浙江不同区域开展茶文化

活动，可以提升消费者对于浙江地区的茶文化辨识度，使消费者想到茶文化旅游时，第一反映便是浙江地区。大型茶文化活动

的开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注重文化开展的定期性，通过长时间的茶文化活动开展，更有利于对消费者形成心理暗示，培

养茶文化旅游的潜在消费者。 

4 结束语 

浙江地区的茶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可以作为其开展茶文化旅游的主要依附。但是若想实现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资源

发展的持续性，就要正视茶文化旅游资源发展中遇到的挑战，积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

经营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在进行茶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时，注重因地制宜性，避免对茶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或者开发不足，影

响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性，促进浙江地区茶文化旅游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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