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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茶叶出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

张 璐，王松涛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52）

【摘 要】：云南省是中国第五大茶叶出口根据地，但近年来，其茶叶出口优势有所下降，在国际市场上不敌其

他同类产品。从云南省茶叶出口现状出发，阐述云茶近三年出口情况，继而分析云南省茶叶出口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对策与措施，从而优化云南茶叶的出口环境，推动云南茶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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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省茶叶出口现状

1.1出口产品结构

云南省茶叶的出口以普洱茶、红茶和绿茶为主。根据昆明海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云南省共出口茶叶约为 9463吨，

同比增长 2 3.89%，出口金额约 4663 万美元，同比下降 7.68%。绿茶（不发酵茶）出口数量与出口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44.8%和

34.38%；红茶（全发酵茶）及半发酵茶出口数量同比增长 14.56%，出口金额同比下降 17.87%；普洱茶出口数量与出口金额分别

同比下降 10.56%和 23.22%。除绿茶（不发酵茶）外，其他几类产品出口总量不断增长，出口金额却增速放缓甚至下降，这说明

国际市场对该类茶叶产品的需求略显低迷，对其出口的价格造成一定压力。

表 1 2014 年-2016年云南省茶叶出口情况统计表（单位：吨；万美元）

年份 2014 2015 2016

产品类型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出口数量 出口金额

绿茶（不发酵茶） 2909 1284 2357 983 3413 1322

红荼（全发酵茶）

及半发酵茶
6139 4820 5280 4067 6049 3341

普洱茶 3047 3919 2627 3423 2937 2628

数据来源：根据 2014年-2016年昆明海关相关统计数据整理得出。

云南茶叶产业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精深加工产品在云茶产品中所占比例只有 3%左右，因此云南茶叶主要以初级产品

进行出口交易。然而日本的茶叶产品相关产业中，其精深加工茶产品占比达 30%；欧美国家更由于有一流的茶叶加工工厂，精深

加工产品达 50%〜60%。由此可见，云南省出口的茶叶产品的附加值还未达到国际茶叶交易市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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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出口企业类型

目前，云南省茶叶的出口企业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云南省茶叶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所占茶叶出口总额比重较大，2014

年高达 43.26%，但近年来出口额与所占比重明显处于下降状态，2016 年已跌落至 39.64%。而民营企业正在迅速发展，出口额不

断上升，比重增长显著，增速保持在 4%左右，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也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原本以国有企业统一云茶

出口市场的局面正在被打破，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云南省茶叶企业出口结构正在向多元化发展。

表 2 2014年-2016 年云南省各类企业的茶叶出口额及所占比重（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年份 2014 2015 2016

企业类型 出口额 所占比重 出口额 所占比重 出口额 所占比重

国有企业 4336 43.26 3386 40.18 2890 39.64

民营企业 2021 20.17 2034 24.00 2162 28.28

外资企业 1547 15.43 1620 19.12 1702 23.34

数据来源：根据 2014年-2016年云南省商务厅相关统计数据整 理得出。

但大多数云南省茶叶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规模较小，有近 1500个茶企的设备较陈旧，平均固定资产价值不高，且几

乎每个出口企业品牌繁杂但质量不高，这使得云南省茶叶出口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3出口市场分布

2014 年-2016 年期间，云南省茶叶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是 0.0039、0.0037、0.0045，总体来说相对稳定。但相对我国其

他省份，如浙江省于 2013 年已达 0.031，云南省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并不理想。欧盟、东盟和日本是云南主要的茶叶输

出市场。2016 年东盟占云茶出口市场的比重最大，云茶出口东盟交易额占出口总额的 55.4%，相较去年增长 4.8%。而出口欧盟

的交易额占总额的 16.3%，同比下降 2.3%，出口日本的交易额占总额的 15.7%，同比下降 0.2%，云茶出口其他地区总和占比

12.6%，同比下降 2.9%。由于近几年云南省茶叶出口较强烈地冲击了欧盟、日本等地的茶农和茶叶贸易商，为保护其利益，这些

地区不断更新各项茶叶检测新标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云南省茶叶在这些地区的出口，拉低了云茶在这些市场的出口比重。

2、云南省茶叶出口存在的问题

2.1初级产品，处于产业链中下游

云南省的茶叶出口产品始终处于茶叶产业链中下游，属于较低端的层次，存在精加工类产品开发进度落伍，精品茶出口力

度不足，综合出口效益较低等情况。单就外贸出口方面来说，这主要是因为云南省茶出口商出口战略定位落后，一味着眼于出

口投资少见效快的初级产品，而利益链条影响下的生产商家难以树立科技创新意识，不重视生产精深加工产品，两者形成恶性

循环。

2.2缺乏龙头企业，品牌影响力不足

云南省茶叶出口始终缺乏可以起领军作用的、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也没有档次高端的知名品牌。缺乏茶叶出口“龙

头”企业的带动，导致辐射面窄，带动力不强，自然地造成了出口市场难以开拓。且云南省茶叶的出口品牌虽多，但大部分属

于小规模出口企业，品牌档次较低，质量不佳。部分云南省出口茶企甚至选择向国外品牌商出售毛茶原材料，冠名国际知名品

牌以获得销售盈利，成为国际茶叶市场的较强区域品牌的垫脚石，造成了资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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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

一直以来，云南省茶叶出口的海外市场过于集中，在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的输出量较少。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会造成云

南省的茶叶出口对特定市场形成不同程度的依赖性，进一步导致出口具有不稳定性，使企业面临一定的风险。

一些新兴出口市场具有广阔的前景，但云南省茶叶生产出口企业没有及时着力对这些市场的进行出口投入，导致这些市场

在短时间内无法拓宽。

2.4出口品质与进口国标准存在差距

云南省茶叶向国际市场输出受阻，主要是因为茶叶的出口品质与进口国标准存在一定差距，据分析，造成差距的原因分别

来自外部与自身。

外因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下，各国各地区对即将流入己方市场的茶叶的质量要求逐渐严苛，冲击了云南省的茶叶出口。尤其

是“绿色壁垒”的兴起与施行，各市场检查检验茶叶中化学物质的标准愈发严格，方法也愈发先进。而云南省的部分茶叶出口

企业由于设备与劳动力限制，或是无力承担不菲的认证、注册、审查费用，尚难达到进口方市场的要求，这使得茶叶的出口难

度增力口。

内因则是目前中国关于茶叶检测标准化体系的建设过于落后，有待完善。传统种植过程中，农民习惯于施用农药，这会使

农药残留在茶叶上，甚至出现重金属污染，因此，完善农残检测体系极为重要。然而，我国虽已制定有关茶叶产业的国家级别

标准、行业级别标准以及省级地方标准约 500个，但仍然缺乏比较统一的、针对性强的标准化体系。

3、促进云南省茶叶产品出口的对策

3.1提高深精加工产品出口比重，加强创新

云南省的茶叶出口企业如何进一步取得在国际市场的出口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提高出口深加工与精加工茶产品的比重。就

目前形势来看，应支持并引导云南省的茶叶出口企业调整出口产品定位，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升茶产品出口带来的综合效益，

一步步扩大精加工、深加工茶产品的出口占比规模，着力于开拓前景广阔、潜力极大的精加工、深加工茶产品国际市场。

此外，鼓励生产商与出口企业产生良性互动，产销新型产品，进一步延伸茶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所形成的相关产业链，提

高出口产品所携带的附加值。

3.2培育龙头企业，做强品牌，绿色营销

针对目前的云茶出口形势，规模大、潜力大、市场竞争力大的茶叶出口龙头企业尤其重要。此时，应致力于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顺应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保持茶叶出口龙头企业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建立其与茶叶生产中小企业、茶叶生产农户的

利益联动机制，推动互惠互利、风险共担、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形成。

此外，绿色营销是 21世纪的主题，也是云南省各茶叶出口企业可以借鉴的手段。发展此类营销特别需要注意采取以下措施：

创造绿色营销的企业理念，保持对产品的绿色开发，凭借绿色植物发展绿色价格，包装方式也要注意绿色环保，以绿色通道进

行促销，以绿色手段管理规划。这可以说是云南企业如何克服绿色壁垒带来的障碍，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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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拓展新兴市场，推进市场多元化

云南省茶叶出口不能集中于几个主要出口市场，应当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分散茶叶外贸的风险，优化茶叶出口市场的结构。

目前，俄罗斯市场、澳新市场、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发展前景较好，十分值得云南省茶叶出口企业进一步开拓。企业可以从这

些新兴市场的政策法规、风俗习惯、市场行情等方面着手，收集茶叶市场需求数据，监测市场运行动态，结合其实际情况，积

极调整茶叶出口战略，对不同的市场实施差别化贸易，加快形成茶叶出口市场多元化。

3.4积极应对贸易壁垒，推进产业标准体系建设

云南省茶叶出口的有关部门应重视行业组织的作用，积极收集并反映云南省茶叶出口中企业存在的需求与问题，总结相关

的经验和教训，使企业对绿色贸易壁垒带来的阻碍树立防范意识，及时做出准备以应对贸易壁垒带来的障碍与局限。云南省企

业应当提高产品质量，使出口的茶叶产品可以适应进口市场的要求，满足国际市场的标准。

目前我国茶产业标准体系远不如发达国家的标准体系成熟完善，这就迫使我们加快建设健全茶叶产品的相关安全卫生标准，

完善茶叶的农药残留余量检测体系。

同时，要提高云南茶农对于农药残留在茶叶上所带来的危害的认识，将茶叶检测的判断标准一一落实到基层农户上，对种

植茶叶、采摘茶叶、加工茶叶乃至包装、质检、运输等方面进行严苛的质量要求，从根本上为绿色出口奠定基础。

4、结 论

云南茶叶近年来出口量出现下滑，有两方面原因。从自身分析，云南省茶叶出口存在产品出口结构不健康、品牌意识薄弱、

出口品质与进口国标准存在差距、农药残留含量超标、茶叶检测标准体系落后不完善等问题。从外部分析，多国设置了过于严

苛的绿色壁垒，导致云南茶叶没有能力与外国优质茶叶的竞争。政府与企业应当通过延长产业链、扶持龙头企业、拓展新兴市

场等一系列措施与手段，积极应对问题与阻碍，推动云南省茶叶产品向国际市场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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