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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湖南茶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湖南实现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的主导产业。本文以产业组织

理论为指导，基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SCP)，从市场集中度、广告宣传策略、产业规模等方面

对湖南茶产业进行分析，指出虽然茶叶的生产种植结构属于高寡占型，但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并从政府、行业协会、

企业三方面提出了优化湖南茶产业组织结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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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是我国的传统农业产业和特色出口产业,与山区农业经济、茶农收入密切相关。继“中央一号”文件、湘政发[2013]25

号等文件出台以来,茶产业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湖南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的主导产业。优化茶产业组织结构能提高产业绩效,但近

年来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重生产而轻营销,多集中在茶叶生产种植和技术创新方面[1,2]。苏祝成[3]和蔡伦红等[4]将我国与斯里兰

卡、日本等主要茶叶生产国的组织模式进行比较,提出构建多元化组织制度、培育龙头企业、发展茶叶合作社的建议。郑旭媛[5]

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茶叶供应链组织,认为“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是目前茶产业发展进程的最佳选择。包乌兰托亚等[6]

对山东茶产业的生产组织模式进行 SWOT分析,提出延伸产业链、拓宽茶叶渠道、推进茶旅一体化等建议。 

湖南茶产业存在企业品牌弱、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的困境[7]。目前针对湖南茶产业组织结构的研究文献较少。笔者以产业

组织理论为指导,应用 SCP 范式对湖南茶产业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旨在为优化湖南茶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产业绩效提

供参考。 

1 SCP 范式概述 

产业组织理论探讨了产业内企业间的组织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对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SCP

范式起源于西方产业组织理论[8]。20 世纪三十年代,以贝恩、谢勒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以价格理论为基础,提出“市场结构

(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 SCP范式),应用实证分析对产业进行研究,并强调产

业组织政策的重要作用。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的提出促进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完善,推动了 SCP 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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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发展。20 世纪末以来,学者们通过引入企业行为、产品价值网络等概念对 SCP 范式进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至今仍是我国研

究产业组织的主要工具和经典范式[9,10]。 

2 湖南茶产业发展现状 

湖南是我国优势茶叶产区,在安化、古丈、石门等 78个产茶县中,有 30个重点产茶县,长期发展下逐渐形成了以武陵山脉为

主的绿茶带、以雪峰山脉为主的安化黑茶带、以罗霄山脉和南岭山脉为主的 U 型红茶带和环洞庭湖黄茶带。近年来茶叶产量呈

波动增长,总体发展较为平稳(图 1),干毛茶产值在 2017 年增长翻倍后增速放缓(图 2),可能的原因有:无性系良种和有机茶园的

规模扩大、名优茶与大宗茶产品结构的调整、湖南茶叶品牌知名度提高及茶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兴起等。 

为做大做强湖南茶产业,政府推行“3+策略”,即:“基地+合作社”优化产业布局、“低改+技改”提升茶叶品质、“品牌+

龙头”提升竞争力[11]。茶企通过打造“O2O 平台”构建多元化营销渠道,涌现了潇湘茶网、大茶视界控股有限公司、约茶趣 APP

等新媒体茶叶企业。同时,桃源百尼茶庵、张家界茶马古道等以茶主题价值链为指导的旅游业成为湖南茶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思路
[12]。 

 

图 1 2015～2018年湖南干毛茶产量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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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5～2018年湖南干毛茶产值及增长率 

3 湖南茶产业组织 SCP 分析 

市场结构指产业内企业市场关系的形式,是企业活动的外部环境。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采取相应的市场行为,形

成最终经济成果。在产业中,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者相互影响,研究框架如图 3所示。 

 

图 3湖南茶产业组织结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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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市场结构分析 

3.1.1市场集中度(CRn) 

市场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的首要指标,反映了特定产业中相对规模的差异,可通过行业集中度(CRn)和赫希曼指数(HHI)等

指标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应用的普遍性,文章采用行业集中度测算,公式为: 

 

CRn为产业规模最大的前 n个产茶市州的行业集中度,Xi为第 i个产茶市州的产量总和,n为产业内的产茶市州数,N为产业内

的产茶市州总数。以 2017年为例,湖南茶叶总产量为 25.1万 t,产量最大的四个市州益阳、常德、长沙和郴州产量合计为 21.53

万 t,CR4=85.78%,属于高寡占型市场结构,表明湖南茶业的生产种植结构集中度高,四个市州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1.2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能通过工艺、包装等影响顾客感知,对竞争者构成一定程度的进入壁垒,在市场中占据优势。 

起源于岳阳地区的君山银针历史悠久,原料珍贵,以独特的闷黄工艺鹤立于国内黄茶市场,是我国十大名茶中唯一的黄茶。千

两茶在加工中需要用到篾片、蓼叶等材料,制作工艺繁琐,被选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臻溪金毛猴融合创新工

艺,以独特的“花果香、醇爽味”入选美国白宫。湘益专注茯茶研发,针对边销、礼盒、收藏、办公等需求开发了多样化产品。

在产品差异化上,茶企需要结合区域特色茶产品、自身优势和市场找到创新的发力点。 

3.1.3进入和退出壁垒 

进入壁垒是指现有企业相较于潜在竞争者所享有的优势,能使现有企业持久地维持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影响因素有绝对成

本优势、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等。 

对于自营茶叶店铺而言,主要费用为装潢和产品采购,进入壁垒较低。对于自有品牌或厂商而言,需要厂房、物料仓储和推广

等资金投入,进入壁垒较高。对于深加工茶企而言,技术和生产设备的要求高,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小厂商在成本限制下难以进

入市场。湖南茶叶出口位居我国第二,但随着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增强,出口商面临热带雨林和 UTZ等严格国际认证,迫切需要向

标准化和有机化生产转型。 

退出壁垒指企业在退出某行业时遇到的阻碍,受沉没成本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影响。家庭式作坊设备简单,有若干杀青锅和

干燥机即可,规模小且退出门槛低。大型企业通常为自动化、精细化生产线作业,价格高昂且专用性强,还有团队培训、线上平台

维护等开支,退出壁垒高。 

3.2市场行为分析 

3.2.1价格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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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竞争行为指企业为驱逐竞争者,降低产品价格,以低利润甚至短期亏损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湘益为抢占边销市场,推

出品质好且低于产业内同档次茶产品价格的“一品茯茶”,以热销单品打开了边销黑茶市场,收获了大批忠实消费者。茶业电商

兴起,商家之间打起了价格战,部分商家为赚取好评和销量,采用掠夺性定价贱卖茶叶。 

3.2.2广告宣传策略 

广告活动是企业市场份额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采用新媒体和软广告等宣传策略有利于品牌的传播,维持企业的市场地位。

“湘茶杯”名优茶评比通过赛事活动吸引人们的眼球,提高了湖南名优茶的曝光率。白沙溪、中茶牌等领衔茶企冠名高铁列车广

告,极大提升了品牌知名度。跨界合作、博览会参展、电商平台等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成为茶企构建营销网络的主要选择。 

3.2.3合作行为 

合作行为指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进行协作分工,共享产业链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方式。唐羽茶书院为企业进行人才培训,企

业为唐羽提供茶产品及茶山游,双方通过资源共享延伸了价值链。在茶旅融合中,湘丰茶业集团结合园林景观打造飞跃茶园基地,

华莱生物与琴岛演艺共同投资打造国内首个大型茶文化演出项目——《黑茶印象》,借助跨界合作开辟消费市场。 

3.3市场绩效分析 

3.3.1产业资源配置 

安化黑茶品牌价值 27.74亿元,是百强茶叶区域品牌中唯一超过 20亿元的湖南茶叶区域品牌,其他湖南区域品牌以绿茶类居

多,但大部分排名靠后。2015年以来,潇湘绿茶实现了沅陵碣滩茶、黄金茶、古丈毛尖、石门银峰等名优茶整合,成为了跨区域茶

叶公共品牌。在政府推动下,逐渐形成了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四轮驱动下的湖南茶产业格局。与此同时,

桑植白茶异军突起,被纳入张家界精准扶贫第一产业,成为湖南打造千亿茶叶强省的重要组成部分。 

3.3.2产业规模 

产业规模结构与企业的规模经济相关,反映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和效率。湖南茶业是以湘茶集团等企业为领导者,以

湘丰集团、君山银针等企业为主体,以古楼、武陵红等为追随者的茶产业集群。除此之外,黑美人和湖南三十九铺茶业在新三板

挂牌上市,活跃于资本市场。为加快资源要素聚集,创建了安化县、长沙县、沅陵县 3个茶叶现代农业产业聚集区和 15个茶叶现

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 

到目前为止,湖南已申请通过 122件农产品地理标志,其中有 21件茶叶地理标志。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和“湖南省著名

商标”的茶叶品牌分别有 13个和 102个,湖南成为中国获得茶叶驰名商标数量最多的省份。 

3.3.3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能推动产业的标准化发展和规模化经营,打破依靠扩大茶园面积拉动产量和产值增长的局面。臻溪轻轻茶、华莱速

溶茶、冰维斯黑茶饮料等一系列湖南创新茶产品涌现,用 7%～8%茶叶产量打造了茶产业综合产值的三分之一,极大提高了资源利

用率和产品附加值。湖南农业大学等单位完成的《黑茶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推

动了黑茶产业的转型升级。 

4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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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茶产业组织结构的 SCP范式分析表明:湖南茶叶的生产种植结构类型属于高寡占型,茶企间同质化竞争严重,尚未形成茶

产业集群,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基于政府角度思考:一是要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促进茶企的规模化经营,带动中小茶企发展。二是要制定产

业组织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高信息技术利用效率,打造茶产业集群。 

其次,基于行业协会思考:一是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推动交易透明化、规范化,对违规行为严加打击。二是定期开展茶叶技术

培训,加强农技推广,提升从业者的技术水平。 

最后,基于企业角度思考:一是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形成产业链共生。茶产业回报周期长,资金回笼较慢,不是所有

的茶企都适合全产业链经营。二是加强与茶叶合作社、茶农之间的利益联结,提供综合服务。企业在交易中常处于优势地位,应

平衡双方诉求,稳定原料收购价格。三是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力度,创新茶产品。湖南茶产业虽然初具规模,但同质化竞争严重,企

业要重视产品创新,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 

参考文献: 

[1]苏宝财,刘伟平.茶产业发达地区茶农选择茶叶销售渠道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安溪实证[J].林业经济问题,2008, 

28(06):540-543. 

[2]林德荣.国内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7,(26):8383-8385. 

[3]苏祝成.中国茶产业组织:绩效与政策[J].茶叶科学,2011,31(03):264-272. 

[4]蔡伦红,李中林,吴全,等.我国茶产业组织结构模式绩效研究[J].南方农业,2015,9(25):82-85. 

[5]郑旭媛.中国茶叶供应链组织模式优化探讨[J].茶叶,2014,40(01):30-35. 

[6]包乌兰托亚,李中华,马龙波,等.山东省茶产业组织模式与新常态下的经营策略[J].林业经济,2016,38(11):55-59. 

[7]邓岳朝,周跃斌,沈程文.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湘茶产业发展[J].茶叶通讯,2016,43(02):51-54. 

[8]李俊奎.SCP范式与我国农业市场结构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5,(12):58-59,61. 

[9]李海舰,魏恒.新型产业组织分析范式构建研究——从 SCP到 DIM[J].中国工业经济,2007,(07):29-39. 

[10]侯艳良.谈 SCP范式在中国的应用与新发展[J].商业时,2011,(05):127-128. 

[11]黄静,周琳,包小村.湖南茶叶产业发展现状与思考[J].湖南农业科学,2016,(07):97-99. 

[12]覃丽,缪有成,牛丽,等.茶主题价值链指导下的茶旅一体化研究[J].茶叶通讯,2018,45(04):3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