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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场茶叶消费行为研究 

吴 全1 蔡伦红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永川 402160) 

【摘 要】:通过采用问卷调查及访谈等调研方式获取重庆茶叶消费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借鉴霍金斯模型对重庆市

场茶叶消费行为进行研究，从消费需求特点、消费偏好和茶叶消费影响因素等方面加以分析，为重庆茶叶企业营销

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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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理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是目前我国优质绿茶主产区之一。重庆市现有茶园 3.82万公顷，茶叶产量 2.3万吨，

茶叶总产值 6.8 亿元。重庆不仅是传统的产茶区，也是重要的茶叶销售区，据统计，重庆市茶叶年消费金额约 5 亿元。同时，

重庆市场的巨大辐射作用，吸引了市内外众多茶叶企业的人场竞争。 

菲利普科特勒指出，全面营销导向意味着完全了解顾客一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一生中发生的变化要有 360 度的观察。彻

底理解顾客才可确保以适当的方法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顾客
[1]
。茶叶的消费特性受传统文化、经济环境以及风俗习惯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
[2]
，因此，研究当地茶叶消费者行为，系统分析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了解和把握消费者行为及其变化规律，为茶

产业管理部门制订产业政策、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和茶叶企业制订营销策略均具有重要意义
[3]
。 

1 研究方法设计 

1.1调研方法 

课题组于 2011年 6月在重庆市茶叶批发市场、各大茶叶专卖店及商超茶叶专柜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研。本次对消费者的调

查采取的是随机问卷调查。课题组与重庆不同区域的消费者进行面对面访谈交流以后，根据重庆市场消费情况设计问卷，试调

研，修改问卷，最后在茶叶批发市场、专卖店、茶楼、酒店及商超茶叶专柜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分为 4个部分:被调查者

基本信息，茶叶消费需求特点，茶叶消费偏好，茶叶消费影响因素。调研人员并未采取直接让消费者对问卷进行填写的方式，

而是通过与消费者进行交谈，由调研人员在交谈结束后进行填写，因为这种方式能得到更加准确的信息，防止调查出现消费者

“故意撒谎”现象。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86份，其中有效问卷 244份，问卷有效率为 85.31%。其中男性 186人，占 76%，女性 58人，占 24%。

年龄 20-25岁的有 26人，26-35岁的有 49人，36-45岁的有 103人，45岁以上的有 66 人，分别占 11.4%、20.1%、42%、26.6%。

收人在 1000-2000元的有 49人，2000-3000元的有 86人，3000-5000 元的有 55人，5000元以上的有 54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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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模型 

本文引人霍金斯的消费者心理与行为模式作为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式认为，消费者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形成自我概

念(形象)和生活方式，然后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导致一致的需要与欲望产生，这些需要与欲望大部分要求以消费行为

(获得产品)的满足与体验
[4]
。该模型很好地再现了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当今时代，茶叶的消费已经上升为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

的象征。不同的消费个体或家庭，由于受到自身知觉、情感、个性、态度等内部因素以及文化、环境、参照群体等外部因素的

影响形成不同的自我概念与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茶叶需求和欲望，进而影响茶叶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 

 

2 重庆居民茶叶消费行为分析 

根据重庆居民茶叶消费者的实际调查，借鉴霍金斯模型，对茶叶消费者的自我概念与生活方式进行探寻，分析茶叶消费的

需求特点，对茶叶消费者在其购买决策过程中的消费偏好进行探讨，找到影响其茶叶消费的主要因素，进而为茶叶企业提供营

销方面的参考依据。以下从茶叶消费需求特点、消费偏好及茶叶消费影响因素 3个方面进行分析。 

2.1重庆居民茶叶消费需求特点分析 

国内目前茶叶消费呈多元化趋势。在茶文化热、名优茶兴起等多重因素下，打破了传统的茶类区域性消费格局，取而代之

的是更为现代的、多元化的茶叶消费趋势。茶楼、茶馆等现代商务和休闲场所的兴起，康师傅、统一、三得利等知名品牌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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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饮料市场，为茶叶多元化消费注人了新的活力
[5]
。通过对重庆茶叶市场的考察，发现重庆茶叶市场的消费格局是: 

(1)高端市场，主要是各级市政府，事业单位会议用以及大型企业单位商务用的礼品茶。(2)中端市场，主要是茶楼专用茶、

中层阶级人群自购茶、宾馆用茶，部分单位集体用茶。(3)低端市场，低收人人群购买以及宾馆用茶、部分单位集体用茶;购买

茶叶的顾客主要是用于自己喝以及招待客人。被调查者在购买茶叶的用途方面，自己喝和招待客人占了总量的 85%，剩下 15%为

送礼使用。前者主要以收人及对茶叶品质要求的高低，作为选择的依据。其中以选择中档居多。而后者则多选择高档茶类，且

多为地产绿名茶。 

调查中关于茶叶的保健功能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提神醒脑、降三高、清肝明目、清热消炎、帮助消化、其他，分别占 39%、

14%、14%、13%、12%、8%。在提及上述功能时，会选择购买的占 76%，不一定购买的占 13%，不会购买的占 11%。近几年，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之道。“绿色”、“生态”等概念无疑给茶叶市场开辟了一条新的方向，给茶叶企业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路。茶产品结构正在朝优质、有机、特色、质优价廉方向发展。 

2.2重庆居民茶叶消费偏好分析 

通过对消费者的调研，发现了重庆居民茶叶消费者在茶叶品种、茶叶购买渠道、茶叶包装、品牌等方面的消费偏好。调查

者中有 82%的人喜欢绿茶，包括永川秀芽、竹叶青、碧螺春、及其他品种，其中又以永川秀芽最受欢迎。另外 8%的人喜欢花茶，

7%的人喜欢乌龙茶，3%的人喜欢红茶(图 2)。尤其是在茶楼、酒店、宾馆等休闲场所中，绿茶消费占主导。此外，铁观音和普洱

茶也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调查显示消费者购买茶叶的途径主要是在实体店面和超市。消费者选择在实体店面比例为 67%，超市为 30%，批发市场为 3%。

实体店面的选择面更广，价格也会有相应的浮动。超市茶叶价格相对死板。而批发市场以数量的多少进行批零销售，少量茶叶

多以零售方式。在调查的店面形式中，有实体店面、卖场中的店中店和超市卖场，总体而言消费者在茶叶购买时更为偏好在超

市卖场和实体店面的渠道。 

消费者购买茶叶时在选择包装方面以散装和袋装为主，购买袋装、散装、精包装的分别占 58%、27%、15%。散装可近距离观

察茶叶的品质，使消费者对购买的茶叶有直观的感受，从而做出判断。袋装方便携带，易于保存，有质量保证。而精包装则主

要作礼品使用，购买茶叶者不能较好地得到茶叶质量信息反馈，因此其包装外观和茶叶价格是决定消费者购买的重要因素。重

庆茶叶消费者在品牌偏好方面表现比较明显。通过对消费者品牌认知的调研，发现重庆茶叶消费者首先能反应出的茶叶品牌有

云岭、又一春和新胜，这 3 个品牌的第一提及率分别占 42%、24%、14%，其他品牌的提及率为 20%(图 3)。可见重庆居民在茶叶

消费上比较注重地产品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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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重庆茶叶消费者在消费偏好方面的深人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消费者偏好绿茶(永川秀芽、竹叶青、碧螺春)消费，

这其中又以永川秀芽消费最多，绿茶消费居多的场所是茶楼、酒店、宾馆等休闲场所。消费者主要是在超市和实体店面购买茶

叶，包装选择以散装和袋装为主，地产品牌偏好愈来愈明显。这些信息是茶叶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中的重要选择因素，茶叶企

业可以据此来更好地制订营销战略。 

2.3重庆居民茶叶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内外部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其购买需求。茶叶消费者亦如此，在内外部各种

因素中，又以外部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根据调研结果，价格和品质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茶叶的主要因素。在影响茶叶购买的

因素中，品质占 43%，价格占 30%，品牌占 21%，产品包装占 4%，其他占 2%。由此可以看出，茶叶的品质、口感依然是影响消费

者购买的第一要素。 

地理环境是茶叶消费习惯与消费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茶叶消费者需求的差异性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地

理环境的具体因素有:地理、气候、人口密度、城市或乡村、城镇大小、地理位置、交通环境等。地理环境的背后实质上体现了

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传统的茶叶消费习惯，进而影响茶叶消费水平
[5]
。作为西部茶叶主产区之一，重庆茶叶消费种类多、数量

大、档次高;历代的饮茶文化及地理气候(夏季高温伏旱)成为拉动茶叶消费的重要因素。 

收人水平是茶叶消费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收人是影响消费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收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居民的茶叶

消费数量和愿意支付的价格水平。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人的增长，茶叶需求量也逐渐增加
[6]
。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近年

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经济发展迅速，由此带来的消费水平也在逐渐走高。在多种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因素与茶叶消费能力

的关系最为密切。一般体现在中等收人水平以上的消费群体对茶叶的消费需求比较旺盛。尽管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在茶

叶消费时力图符合自我的社会形象，追求不同，但收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生活方式，决定了茶叶消费数量和价格水平
[5]
。 

饮茶场所是茶叶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重庆主城区有四星级及以上等级酒店 40多家，这些酒店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咖啡厅。

由于人住的人群主要以商务往来为主，其消费能力强，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注重生活品质，所以对茶叶的品质要求比较高。而

一般的茶楼主要消费主要以中低档茶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商务礼品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会。作为带有深厚地方文

化底蕴的茶叶产品，在重庆的各类商务活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商机。此类消费行为，茶叶质量和品牌是决定购买者行

为的主要因素。 

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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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调研结果的量化分析，结合霍金斯模型，发现重庆茶叶消费者行为主要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即地理环境、文化、

茶叶品质、茶叶价格等是影响茶叶消费需求的主要原因。 

在茶叶购买用途的调查上，表明现阶段买茶用作礼品的人数正处于不断上升之中，除了整个茶文化的发展推动这一因素影

响外，“送茶也是送健康”这一理念开始进人消费者脑海。 

根据对重庆茶叶消费者的调查分析，茶叶的消费以中端市场增幅最大，高端市场走好，低档市场(饥饱型消费圈层)萎缩。

茶叶企业需走品牌化发展道路，树立行业新标。 

基于重庆茶叶消费行为的分析，笔者认为重庆茶叶企业应走产业集群品牌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中高档绿茶为主，提高茶叶产

品品质;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打造重庆茶叶企业品牌群;强化品牌意识，打造“品类+地域”品牌;逐步形成“品类+地域”品牌、

企业品牌群的良性互动格局
[7]
。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名茶种类众多，加深对茶叶消费行为的研究是茶叶企业经营制胜的保障，

也是整个茶产业能否长远、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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