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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茶叶国际竞争力分析及提升对策 

周晨卉 许烜 何志飞
1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茶业一直是湖南省重要的传统经济产业。虽然在国内湖南的茶叶出口量长期领先其他省份，然而茶

叶出口竞争力却迟迟没有进步。如何有效提高湖南省茶叶的出口排名和竞争力,成为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对

目前湖南省茶叶产品出口贸易现状进行概述,通过湖南茶叶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出口市场占有率（EMS）和贸易

竞争力指数（TC）三个显示性指标对当前湖南省茶叶出口国际排名和竞争力发展趋势进行量化数据分析,发现湖南

茶业虽有较强的外贸竞争优势，但仍存在危机和不足。基于钻石模型等方面来综合分析湖南茶叶产品出口的竞争优

势及其影响的因素，根据调查和分析的结果从生产要素、深加工、品牌建设和政府扶持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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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茶的发源地和故乡，对于茶叶的生产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茶产业作为中国出口和贸

易的一部分是传统支柱产品,在中国农业的生产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茶凭借其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已经发展成为中国

闪耀的文化象征，在许多外交场合也凸显其标志作用。其中湖南作为目前中国著名的茶叶主产区,从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到茶文

化的研究、发展和传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湖南的茶叶出口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晚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开启。1977 年，湖南省地方政府取得茶叶自主出口权后，茶叶出口

量迅速增长，出口范围扩大到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茶叶开始成为湖南重要的出口农产品和原料。2018 年,湖南茶叶出口量

为 4.5 万 t,在全国排名中仅次于浙江。近年来,国际上对于茶叶出口国设定了严格的“绿色贸易壁垒”,使得中国多省的茶叶产

业发展压力增大，也影响了湖南茶业的持续发展。 

1 湖南省茶叶出口贸易现状 

1.1湖南茶叶出口规模 

2003-2018年,湖南省的茶叶产量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口量却一直没有明显的增加。2018年,湖南省的茶叶出口 4.5万

t,产量 19.08万 t,出口占全省茶叶产量 23.6%。近十五年来茶叶出口量没有明显的增长,其中 2016年跌幅达 48%。由于现在面临

着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和更高的生产加工技术要求，对目前湖南省的茶叶生产和出口形成了不小的障碍。 

1.2湖南茶叶出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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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湖南省茶叶出口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德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根据 2003-2018 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向

俄罗斯的出口量最多也最为稳定。2004年至 2010年出口出现稳步上升，其后三年有明显下降，近五年相对稳定。对美国的出口

量连年下降，从 2003年出口第二的茶叶大国降至 2018年的第四。对德国的出口在 2013-2017年显著增加，但 2018年出口下跌

20%。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茶叶出口稳步上升，并于 2018年出现大幅上涨，较 2017年相比涨幅高达 80%,首次超越德国。我们同时

也可以清楚地发现传统茶叶出口市场无法维持湖南省茶叶出口的主导地位。因此，在进一步提高湖南省茶叶的质量、稳定“老

客户”的同时,也要更好地吸引“新客户”。 

 

图 1湖南省茶叶 2013-2018年主要出口国（单位：t)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1.3湖南茶叶出口品种 

湖南省茶叶出口品种中绿茶占比近 80%，其次是红茶，但近年来红茶出口量有所下降，其他茶叶种类的出口量与绿茶有明显

差距。由此可见湖南的优势茶种为绿茶，且国际市场接受度最高的茶叶种类也是绿茶，其他茶叶如花茶、普洱茶和乌龙茶都属

小众茶叶，仅在国内有较多的客户群体，国际消费面不广。但这也意味着这些在国际市场上未被深耕的小众茶叶有一定的开发

潜力，若能成功塑造品种文化和优势有望拓宽茶叶出口销量。 

2 湖南省茶叶国际竞争力分析 

本文基于 2003-2018 年的数据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三个方面来分析湖南省茶叶在国

际上的竞争力。 

2.1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某产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产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是衡

量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 

从图 2可以看出，湖南省茶叶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在 2018年前保持较高优势，自 2005年开始四年时间便由 5.59上涨至 8.40，

显示性比较优势情况仅次于安徽省。但从 2010年内开始便逐步下降，2013年跌幅高达 68%，至 2018年已跌至 0.73。 

从测算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 2010年前湖南省茶叶产业的具有强劲的出口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更具比较优势。虽自 2010

年开始便逐步下滑，但 RCA指数仍维持在 1以上。近五年数值已逐渐趋向于 1，湖南省的茶叶产业已逐渐丧失比较优势。这或与

湖南省出口贸易结构调整相关，但也暗示着茶叶出口的危机，需要政府和企业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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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18年五省茶叶 RCA指数变化情况 

2.2出口市场占有率（EMS) 

出口市场占有率是指在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中，某一国家产品的出口额占该产品世界总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常用来衡量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强弱。 

从图 3 可以看出，2003-2018 年湖南省茶叶的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相对平稳，近十年基本稳定在 0.09，没有较大起伏。浙

江虽有下降，但仍占据半壁江山，在中国各省数据中显示出压倒性优势。安徽自 2011年起稳步上升，出口市场占有率指数由 0.1

上升至 0.16，在茶叶出口大省中涨幅最为显著。 

2017 年湖南茶叶出口突破 3 万 t，居浙江、安徽其后，出口额超 90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近五年湖南茶叶出口市场占

有率稳居全国前三，并逐步增强，以此可看出湖南茶叶出口较为稳定并具备一定的增长潜力。但与浙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浙

江名茶如：西湖龙井、大佛龙井、绿剑茶、径山茶等产地秀丽，生态环境优越，蕴涵历史底蕴、农残较少，在国际市场上有较

高的吸引力。湖南茶叶出口的原始基础较为薄弱，未能获得像浙江这种产业外向型省份的先发优势，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图 3 2003-2018年国内茶叶出口大省出口市场占有率 

2.3贸易竞争力指数（TC) 

贸易竞争力指数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它反映一国生产的某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

品的竞争优劣势程度。若 TC 指数接近于 1,则表示该产业的外贸竞争力强属于出口主导型产业；若接近于-1,则表示该产业竞争

力弱属于进口主导型产业。 

近五年来湖南茶叶主要以出口为主，并且出口额逐年攀升。而进口额仅在 10万美元左右，进出口差额较大。TC指数均保持

在 0.9以上，有小幅波动，总体趋于稳定，由此可看出湖南茶叶产业具有较强的外贸竞争优势，属于出口主导型产业。 

3 基于钻石模型对湖南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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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全国来看湖南省茶叶产量高，出口规模较大，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湖南茶业与其他产茶大省、产茶大国相

比在出口方面仍存在明显劣势。本章将根据竞争优势的决定和形成理论，构建湖南茶叶出口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分析湖南茶

叶出口竞争优势的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 

3.1生产要素状况 

湖南茶叶生产的自然资源较好。主要由山地和丘陵地貌组成，占全省总面积的 66.62%，这样的地形适合茶树的生长。湖南

属于温暖、湿热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余量充沛。地理和气候条件优越，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人类定居和经济活动。

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土层、良好的土壤发育、丰富的水热资源，这些适宜茶树栽培生长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

茶产业的发展和栽培历史悠久、种类多样。同时，湖南茶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都有利于湖南茶叶的出口。 

湖南省茶业以家庭作坊生产为主，大型合作企业较少。由于茶叶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对茶叶加工、生产和出口的技术投入

不足。小规模的问题在于投资少，茶叶生产技术水平和设备开发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使得茶叶的质量难以提高，影响出口。

湖南茶叶产业的生产者平均素质还有待提升，目前还是以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为主要生产力。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农村还

存在大量年轻的优质劳动力涌入城市的现象。生产者素质不高是目前湖南茶叶产业前进的障碍之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叶出

口贸易的发展。湖南目前虽然有一些专业化程度高的大型茶园，开始有了专业的茶园技术人员，但数量还不足以让茶叶产业得

到良性发展。若湖南茶叶产业要想有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能够更好地面对国际竞争和海外市场的挑战，就必然需要更多有知

识和文化的专业技术人员投身于茶叶的研发和生产。 

3.2需求状况 

从湖南的城市发展中我们可发现，湖南在茶叶产业上具有一定的需求规模优势。首先，湖南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2018 年

全国城镇化率为 43.37%，湖南省城镇人口 3864.7 万人，城镇化率 56.02%，高于平均水平。其次，随着经济的增长，湖南省城

乡居民的收入均有明显提高，这自然也带动了人均消费的增加。城市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中高端茶产品的市场潜

力更大。此外，作为国家主要茶产区之一，湖南有悠久的饮茶历史，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形成饮茶习惯。可见，湖南省对茶叶

的需求能够保持较大规模，具有相当的增长潜力。有助于本土茶叶品牌的发展，增加本土茶企的国际竞争潜力。 

3.3相关产业及支持产业 

相关产业是指通过共享某些技术、服务以及销售渠道而相互关联的产业。一般来说，一个产业的上游产业是支持产业，其

作用是为下游产业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对湖南茶业来说，要提高竞争优势，需要上游产业如茶种厂、化肥生产商、设备生

产商等及时提供优质原料和服务，与下游产业如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密切配合。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湖南茶叶

产品的价值、质量和市场需求，从而达到增强湖南茶叶产业出口竞争优势的效果。 

3.4机遇与挑战 

从湖南茶业出口竞争优势“钻石模式”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湖南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地貌和气候适合茶树的生长，茶业具

有较长的历史，形成了丰富的经验。然而从高级要素中我们可发现，湖南的茶叶产业生产设备较为落后，且技术投入不足，导

致难以生产高品质的茶叶，同时也会使得产品质量不稳定，在绿色贸易壁垒的技术要求下，出口劣势被进一步放大。生产者素

质整体水平也相对较低，湖南茶叶产业仍然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人员的投入。从茶叶的相关产业及支持产业上来看，虽然这些

产业已有明显发展，但还不够充分。此外，政府为了茶叶产业的健康发展也给予了相关的政策支持。 

4 提升湖南茶叶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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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提升基本生产要素的素质 

湖南具有丰富的茶叶种类，政府和企业首先应关注高品质，有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的茶叶品种，进行深入发展。同时不应

只关注本土市场，而应该在现有的优势茶种上，探索和培育新品种以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消

费习惯，投其所好进行开发设计，重新布局海外战略模式，在深入了解市场的基础上开拓国际市场。 

在贸易壁垒的大环境下，湖南省应引进国际先进的认证制度和质量标准。降低茶园环境污染，禁止使用毒性强且残留多的

农药，保障茶叶的绿色生产。引进先进生产加工设备，强化技术意识，提高科研资金投入，以此保证茶叶的质量要求合乎国际

市场的规定。 

4.2加强茶叶深加工，强化茶叶品牌建设 

茶叶的许多成分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具有抗癌、降胆固醇和除臭作用的茶多酚；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血

栓形成的儿茶素；茶叶中还可提取许多可食用的颜料。我们可以通过联合科研、食品、化工、医药等部门，对茶叶进行提取开

发，探索茶叶发展新前景。 

湖南有数十种名茶，如“古丈毛尖”、“安化黑茶”、“白马毛尖”等，但知名的茶叶品牌却很少，湖南茶业的国际竞争

力尚未充分发展。因此目前应先整合现有的品牌资源，把湖南多个零散的茶叶品牌统一为龙头品牌，整合成在国际上也能具有

影响力的大品牌。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制定新的销售模式，以更好地适应海外市场，提升湖南茶业的国际竞争

力。 

4.3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茶叶产业作为湖南农产品出口的传统产业，具有出口创汇的重要功能。在自身的局限和国际市场贸易壁垒的大环境下，茶

叶出口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此时政府的扶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根据湖南省茶叶出口现状，湖南省各级政府要在出口检验、

成本费用减免等方面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相关政策来促进茶叶品牌的整合和基地建设，并对技术和设备的更新和研发提供

专项资金资助。同时，各监管职能部门可采取直接放行、绿色通道等方式支持茶叶出口，提高茶叶出口流程的便利度。政府要

抓好茶叶种植改造工程建设，完善茶叶培育体系，以茶叶生产加工为重点，加强对茶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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