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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茶产业品牌化发展 SWOT 分析 

周明阳 

（贵州大学 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随着茶叶产量及茶园面积的增加，贵州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大省，但由于对茶叶品牌意识与管理落后，

使得贵州茶叶品牌市场知名度低，竞争力不足。通过运用SWOT 分析方法对贵州茶叶品牌内部资源的优势及劣势、

外部条件的机会及威胁进行系统分析，最后，从加强纵向一体化完善与市场渗透的发展型战略，人才培养与引进的

扭转型战略，营销创新、产品研发、服务提升等多元化战略，以及构建地区品牌特色稳步发展的防御型战略等方面，

对贵州茶叶品牌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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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物品与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品牌化成

为企业间产品差异化的方式之一。在贵州茶园面积的逐渐扩大，茶叶产量不断增加，茶叶产业逐步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对于贵

州茶叶该如何增加其市场竞争力成为贵州省茶叶产业发展的研究方向。在茶叶产业品牌化建设方面，多位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

分析，在国际化路径方面，学者王劲松，段佳认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化黔茶品牌是增强贵州茶叶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茶叶龙头企业带动上，安亚军通过贵州茶园面积、产量与产值、出口情况、产业研发和产业示范园区等方

面数据分析得出，贵州省茶叶产业在缺乏大品牌支撑的背景下，通过组建一批茶业集团的方式培育贵州茶叶品牌有利于贵州省

茶叶产业的发展。在茶叶产业品牌建设过程中，学者孙志国从品牌保护方面强调，对贵州的茶类进行地理标志的保护能够培养

贵州的茶叶品牌，从而提升贵州茶叶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贵州省茶叶产业的带来的收益。在产业带动上，胥思省则认为通过整

合贵州旅游资源，创建贵州的茶文化旅游品牌，不仅仅带动贵州生态旅游业发展同时对茶叶产业品牌化发展也起到积极推动作

用[4]。可以看出，学者们认识贵州茶叶品牌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较全面的展开品牌建设的讨论，因此有必要从内部资源与

外部环境对贵州茶产业品牌化建设分析。 

SWOT 分析法（也叫态势分析法），由韦里克在20 世纪80年代初提出，经常被用于战略制定、竞争对手分析等场合[5]。通过

运用SWOT 分析法对贵州现有的茶叶品牌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考虑品牌发展的优势、劣势、外部机遇与挑战，进而对贵州茶叶品

牌化建设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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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茶叶品牌的优势分析 

2.1.1 品牌数量多，品类全。贵州拥有悠久的茶树种植历史，早在唐代贵州所属的思州、播州、夷州、费州便是中国主要

的茶产区，所产的茶叶随着丝绸之路远销欧洲等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贵州的茶叶品牌也得以大量的出现与发展，当前地

区内的茶叶品牌中，有以“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绿宝石”为首的绿茶品牌；以“遵义红”为主的红茶品牌；“正安

白茶”为首的白茶品牌；“凤冈锌硒茶”为主要品牌的有机茶；还有“余庆苦丁茶”等品牌。多样的茶叶品牌的出现为贵州茶

叶品牌发展提供了选择与协调发展的条件，为茶叶品牌发展奠定了基础。 

2.1.2 品牌发展空间大。在经济发展方面，贵州地处我国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茶叶产业建设较晚，虽然所产的茶叶内

质优质，但是由于错过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品牌建立黄金时期，使得贵州茶叶品牌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市场价值。随着政

府对贵州茶叶品牌的重视，贵州的茶叶品牌正在稳步发展。地区内茶叶品牌价值连年增长（见表 1）的同时，梵净山翠峰茶，余

庆苦丁茶，凤冈富锌、富硒茶，石阡苔茶，都匀毛尖茶，正安白茶等先后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2.1.3 现有品牌带动力强。都匀毛尖，贵州茶叶品牌中的佼佼者，在2016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行中以23.54 亿

元位列第12 位，荣获过多项茶叶相关荣誉，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绿宝石，隶属贵州贵茶公司旗下，贵州重点建设品牌之一，2013 

年绿宝石通过了欧盟400 多项严格检测，在德国两大高端连锁百货超市成功上架。如今绿宝石已经远销德国、美国、新加坡等

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凤冈锌硒茶，凭借其有机品质和富含锌硒特色，不仅获得了国家级金奖五十多项，同绿宝石一样通过欧盟

的严格检测远销国外。这些品牌为贵州茶叶走出贵州走向世界奠定了一定的市场基础。 

2.1.4 品牌营销渠道正在完善。当前贵州茶叶品牌正通过多种方式走出贵州。在品牌宣传方面，相关的茶事活动、电视广

告、户外广告、网络媒体、高铁广告等形式的宣传早已展开，通过宣传让消费者了解贵州的茶叶品牌。与此同时，贵州还在全

国32 个省份开设了贵州茶叶品牌旗舰店、品牌形象店、茶叶品牌专卖店等实体销售店，并且与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联手进入超市

销售系统。在网上销售方面，当前不仅在淘宝、京东等商场开设了特色品牌馆，同时建立了贵州茶叶专卖的“黔茶商城”。 

2.2 茶叶品牌的劣势分析 

2.2.1 品牌意识较晚，管理不足。对现有的茶叶品牌建设相关文件为2014 年的《贵州省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规划（2014 ～ 

2016）》，而此时一系列的其他省份茶叶品牌早已在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在贵州对茶叶品类进行宣传与建设时，消费者早已

能够对相关的茶叶品类进行品牌联想。在品牌管理方面，地区内经济发展较缓慢也导致了贵州茶叶行业的从业人员专业知识、

技能及思维方式相对落后，进一步阻碍了贵州茶叶品牌的管理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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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区内品牌特色不够突出。贵州作为绿茶的黄金胜地，地区内有众多绿茶品牌。但是从市场整体看，市场中的绿茶

品牌却早已是“红海”。与省外其他茶叶产区也在积极培育地区内的茶叶品牌相比，贵州在品牌知名度较低，且品牌建设的经

验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绿茶打造地区品牌特色比较难。其次，在茶叶的品类方面，贵州拥有绿茶、红茶、花茶、锌硒茶及苦丁

茶等系列的茶叶品牌，丰富的品牌加剧了地区内茶叶品牌及品类特色不够突出的现状。 

2.2.3 现有的茶叶品牌价值低。随着贵州对茶叶产业的发展建设，当前贵州茶叶在产量及茶园规模上均为全国之首，但是

相比之下贵州茶叶品牌的市场价值却并不理想，从表 2 可以看出，虽然贵州茶叶产量大，但在全国茶叶品牌价值排名的前 20 位

中贵州茶叶品牌价值仅占4% 不到。在2016 年位于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行中的贵州茶叶七个品牌总价值为 87.58 亿元（见

表 2），相比于位于榜首的福建安溪铁观音品牌 60.04 亿元的价值，贵州的茶叶品牌价值上仍逊色很多。 

 

 

2.3 茶叶品牌的机会分析 

2.3.1 茶叶品牌市场需求较高。在茶叶的需求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追求

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食用纯天然的食品。贵州天然的喀斯特地形地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发展进程，使得贵州自然独特

的生态环境受到保护，使得贵州成为我国唯一高海拔、低纬度、无污染兼具的茶区，所产的“干净”茶不用清洗便可直接冲泡，

能够符合我国大众消费者的需求。 

2.3.2 品牌发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扶持。茶叶作为贵州省第三大经济作物，也是贵州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早在20 

世纪50 年代贵州的茶叶生产就列入了全省农业生产总体规划。 2014 年，贵州省委、省政府针对贵州的特色优势茶叶产业再次

做出了战略部署，出台了《贵州省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规划（2014-2016）》全面的制定了贵州茶叶的发展方向，强调通过打造品

牌系列、支持品牌建设、加大品牌宣传及营造品牌环境等方面，对贵州茶叶品牌发展进行重点品牌引领、公共品牌跟进方式，

进而促进企业集聚进而构建黔茶品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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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已经开展品牌联合与创新。素有中国名茶之乡、中国十大重点产茶县的贵州凤冈县。在2015 年7 月28 与浙江省杭

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达成了“东有龙井·西有凤岗”合作共识，并签订了框架协议，同年10 月在西子湖畔举办了“东有龙井·西

有凤岗”品牌文化交流论坛。至此，贵州凤岗的茶叶与西湖的龙井茶联合，进行茶叶相关的交流与联系，共同打造两地茶产业

品牌。而在品牌创新方面，贵州的黔西南州的普安县和福建的正山堂茶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了“正山堂·普安红”贵州红茶品

牌，该公司以为世界制作最好的红茶为宗旨，旗下有金骏眉、银骏眉、正山小种等八大红茶品牌。通过与正安堂公司的合作，

从资金、技术、人才及加工等方面为普安茶叶品牌化发展奠定基础。 

2.4 茶叶品牌的威胁分析 

2.4.1 市场中茶叶品牌竞争激烈。首先，通过对浙江大学 CA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对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研究报

告的整理，得到 2014 年至 2016 年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前 20 位各省拥有的品牌数量（见表 3），可以看出福建和浙

江两个省份所拥有的茶叶品牌在数量上遥遥领先，安徽、河南、四川、陕西和湖北等省份也在市场中维持本省茶叶品牌市场地

位。其次，随着国际化进程与网络销售的兴盛，国外的茶叶品牌也顺利的进入到国内市场中，进一步加剧了行业中茶叶品牌间

的竞争。 

 

2.4.2 茶叶品牌购买意愿不强烈。贵州茶叶品牌已通过宣传及实体店建设，而为了解当前市场中消费者对贵州茶叶的关注、

了解及购买意愿的情况。以淘宝行业相关搜索词中，通过表现消费者的关注度和搜索度的“全网搜索热度”和一定程度上反应

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了解及购买程度的“全网搜索人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贵州省内茶叶重点建设的四大品牌无论

是搜索热度还是搜索人气上，均比行业内其他地区的品牌低很多。其次，在现有茶叶品牌市场已经较成熟，且更多的人愿意去

选择国外的相关的产品品牌的情况下，贵州茶叶品牌想要获得消费者青睐比较难。 

 

3 贵州茶叶品牌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贵州现有茶叶品牌的发展的 swot 分析进而得出以下四种品牌发展的战略。进而根据贵州茶叶品牌的特点，为贵州茶

叶品牌发展的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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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纵向一体化，完善与市场渗透的发展型战略 

在拥有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背景下，贵州茶产业品牌发展已经实施了一定的发展战略。在市场开发方面，贵州茶叶品牌

的实体销售点店与网络销售店已经开展。在产品开发方面，能够与较知名的茶叶企业合作开创新的茶叶品牌。一体化发展方面，

与其它地区的知名茶叶品牌联合的行业间横向一体化品牌发展。为了提高贵州茶叶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及竞争力，在现有发展战

略培育与维护的基础上，可以对重点建设品牌进行产业链一体化建设与发展。使得茶叶品牌生产过程相互衔接，进而加强产品

生产中的质量控制与销售中的服务保障。同时在品牌拥有一定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市场进行渗透发展战略，可以针对消费者偏

好的包装类型进行产品包装设计，从而增加消费者及对产品需求的数量，提高现有市场销售量。 

3.2 人才培养与引进的扭转型战略 

当前贵州茶叶品牌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通过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及相关人才的引进能够为地区内品牌发展带来新的

发展想法与意见，全面提高地区内茶叶产业工作人员的整体意识。通过人才的集聚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与方法对贵州茶叶品

牌建设，进而增强现有品牌的市场价值。与此同时，贵州拥有天然的茶树种植优势，及大面积的有机茶叶园区，在打造地区茶

叶品牌特色方面可以通过结合自然生态的环境，打造与众不同的天然茶类弥补现有茶叶品牌的地区特色不足。 

3.3 营销创新、产品研发、服务提升等多元化战略 

贵州茶叶产量以位居全国之首，但是消费者对贵州的茶叶品牌认可度仍较低，为了打破这种现状。首先，可以借助品牌渠

道的建设与品牌宣传，增强消费者认可度并以消费者体验品牌营销形式为主，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去尝试贵州茶叶品牌。其次，

在现有茶叶品牌的企业中进行以茶叶为原料的饮品、化妆品、工艺品等产品研发，如湄潭县红茶酒的开发，不仅能够增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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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消费者数量，同时能够提高贵州茶叶的知名度。最后，通过对现有茶叶品牌的营销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产品销售中服务

质量，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贵州茶叶品牌的好感度。 

3.4 构建地区品牌特色稳步发展的防御型战略 

贵州茶叶产业已经成功的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茶叶品牌发展建设方面，稳步的发展及建设现有茶叶品牌为首要。其

次，充分把握及发挥贵州自然环境的优势，增强地区内产品生产环节的质量监管，以不用洗的“干净茶”作为贵州的特色，满

足市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让贵州的茶叶以品质打动消费者，以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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