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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茶产业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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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的茶产业进行了调研, 比较了近几十年两地的茶园面积、茶叶产量与茶产业产值, 分析了两

地的茶叶发展历史、茶叶公用品牌建设以及茶叶出口情况, 最后对江西茶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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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茶叶生产大国, 茶园分布在 20个省 (市、区) , 地方特色十分明显, 其中江西省婺源县和浙江省武义县就是非

常有代表性的 2 个产茶县。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 地处赣、浙、皖 3 省交界, 生态环境优越, 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

县, 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81.5%, 一年四季云雾缭绕, 是中国绿茶传统产区, 被誉为“中国茶叶之乡”。

婺源产茶历史悠久, 婺源绿茶“唐载《茶经》, 宋称绝品, 明清入贡, 近代中外驰名”
[1]
, 多次被评为“全国重点产茶县”、“中

国生态产茶县”、“中国茶业发展示范县”等荣誉称号。武义位于浙江省中部, 森林覆盖率达 72%, 境内山峦重叠, 溪涧纵横, 加

上四季分明, 温和湿润的气候, 种茶条件得天独厚, 近 20年茶产业发展迅猛, 是全国第一个“有机茶之乡”, 2016年度的“中

国茶业发展示范县”。茶产业作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 对两地的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起了很大作用。 

婺源是江西传统产茶大县, 武义则为浙江近 20年发展起来的茶叶强县, 两地的茶产业既有共同点, 但又存在差异。笔者对

两地最近几十年的茶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 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 可以了解茶产业发展的趋向, 以便其他产茶县借

鉴。 

1 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茶产业发展情况 

2016 年, 江西婺源的茶产业整体规模大于浙江武义 (表 1) 。婺源的茶园面积和茶叶总产值约为武义的 2 倍, 但两地的茶

叶产量差距不大；武义的名优茶产量和产值均高于婺源。值得一提的是, 同为中国著名的有机茶生产县, 武义的有机茶园面积

和出口创汇均与婺源差距较大。由于“认证难度提高、产品效益难显、国内市场遇冷、监管保护不力、信任危机”等原因
[2]
, 2012

年武义的有机茶园面积出现断崖式下降, 之后逐年递减, 让人扼腕叹息。两地的茶企较多, 但年产值 50万元以上的规模茶企数

量较少, 均不到 40 家 (表 2) , 其中两地的规模茶企数量相当, 但婺源的省级龙头茶企较多, 达到 6 家, 而武义虽然省级龙头

茶企只有 2 家, 但其中有 1 家国家级重点骨干茶企, 两地各有 1 家茶企入围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公布的“2016 年度中国茶叶行

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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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茶叶生产情况 

地区 茶园面积 / hm2 荼叶产量/t 总产值/亿元 名优茶产量/t 名优茶产值/亿元 有机茶面积/hm2 出口创汇/万美元 

婺源 12266．7 16100 32．10 1860 4．42 2166．7 4800 

武义 6953．3 14503 16．35 4010 6．05 833．3 1627 

注: 数据来源于婺源县茶叶局、武义县统计局和武义县农业局等。下同。 

表 2 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规模茶企数量 

地区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一般规模 合计 

婺源 0 6 6 9 16 37 

武义 1 2 8 8 17 35 

1.1 茶园面积 

作为传统产茶县, 茶叶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为婺源的农业支柱产业, 其茶园面积也一直高于新兴产茶县武义。新中国成立后, 

两地的茶产业均发展较快。如图 1所示, 两地的茶园面积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49~1975 年的恢复发展阶

段, 其中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同, 婺源茶产业的恢复速度比武义更快。第二阶段为 1976~1995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 两地的茶园

面积在该阶段均增长较快；第三阶段为 1996~至今的优化发展阶段。第三阶段, 两地的茶园面积发展各有特点, 婺源茶园面积经

过 1998~2001 年期间的短暂断崖式递减后, 一直在增长；而武义茶园面积在经过 2002~2007 年的爆发式增长后, 近几年则进入

相对稳定阶段。 

 

图 1 1949 ～ 2016 年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的茶园面积变化情况 

1.2 茶叶产量 

相比茶园面积, 武义与婺源的茶叶产量差距较小, 且两地的茶叶产量变化趋势比较一致。如图 2 所示, 两地的茶叶产量发

展大致也可以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49~1988 年的恢复发展阶段, 在该阶段两地的茶叶产量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状态；第二

阶段为 1988~2003 年的波动发展阶段, 在该阶段由于受国家经济转型以及外贸政策调整的影响, 两地的茶叶产量波动较大；第

三阶段为 2003~至今的快速增长阶段, 在适应了新的市场环境后, 两地均找到茶业“突围”的方向和方法。2003~2016 年, 婺源

和武义的茶叶产量分别从 3900 t和 5493 t增长至 16100 t和 1450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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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茶作为茶中珍品, 价值较高。图 3 为近 8 年两地名优茶产量变化情况, 从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 武义的名优茶产量明

显高于婺源, 这归因于婺源的茶叶出口量比武义的茶叶出口量多；近 8 年来, 婺源的名优茶产量一直在缓慢增长, 而武义的名

优茶产量在 2012年达到最高值后, 近 4年在逐年小幅递减, 目前已回到 8年前的水平。由于两地都是国内著名的茶叶出口大县, 

因此名优茶产量占总产量的比值均远低于全国值 (2014年全国名优茶产量占总产量之比为 43%) , 名优茶仍具有发展潜力。 

 

图 2 1949 ～ 2016 年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的茶叶总产量变化情况 

1.3 茶产业产值 

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 对产业结构可划分为三次产业, 其中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 初级

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 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作为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 两地的茶

产业产值均较高, 但结构差别较大。如图 4 所示, 2016 年婺源的茶产业总产值为 32.10 亿元, 大大高于武义的 16.35 亿元；婺

源茶叶第二产业产值 (指流通与精加工增值部分) 占比较大, 达到 53.96%, 而武义茶叶第一产业产值 (指生产初产品产值) 占

比较大, 为 49.24%；两地的茶叶第三产业产值占各自茶产业总产值的比例一致, 但婺源的产值比武义高。虽然武义茶产业总产

值大大低于婺源, 但茶叶第一产业产值高于婺源, 这可归因于武义的名优茶产量大大高于婺源。旅游业对茶叶第三产业产值的

贡献较大, 婺源的旅游业比武义更发达, 因此茶叶第三产业的产值更高。 

茶叶第一产业的对象主要为茶鲜叶, 其产值可间接反映茶叶原材料的成本。图 5是近 11年婺源和武义两地茶叶第一产业产

值的变化情况。从图 5 可看出, 从 2006 年~至今, 两地的茶叶第一产业产值一直在增长, 说明茶鲜叶价格随着劳动力等成本的

上涨而逐年递增；2006年两地的茶叶第一产业产值相当, 但 2007年之后出现较大差距, 说明武义茶叶的原料成本整体上比婺源

高。据调查, 武义茶园管理、加工、经营等用工成本平均比婺源高 15%左右, 两地茶叶成本的差距主要是劳动力成本造成的。目

前, 部分武义茶企为降低劳动力成本, 在采茶期等用工旺季采用专车接送、包吃住等措施, 至江西婺源、德兴等地大量招聘临

时工, 收效显著, 既能缓解用工旺季招工难的问题, 又能有效降低用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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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 ～ 2016 年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的名优茶产量变化情况 

 

图 4 2016 年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的茶产业产值结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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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6 ～ 2016 年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的茶产业第一产业产值变化情况 

2 江西婺源和浙江武义茶产业比较分析 

2.1 茶叶发展历史 

婺源种茶始于汉晋, 唐代载入《茶经》, 宋代列入绝品茶, “婺源绿茶”明清被列为贡茶, 近代名扬海外, 获 1915年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但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 婺源茶产业由于受战火和外部竞争的影响而逐渐衰弱。解放后, 茶叶生产得到

恢复和发展, 1987 年茶园面积和产量分别达到 1.07 万 hm2 和 4753 t, 2000 年后更是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成为全国闻名的传统

绿茶生产大县。 

武义自古以来出产高山云雾茶, 但产业规模不大。民国年间武义茶业曾短暂辉煌, 但受连年战火的影响, 至 1949年仅有茶

园面积 378 hm2, 产量 67 t。经过近 35 年的恢复发展, 1986 年跨入浙江省重点产茶县行列, 1987 年茶叶产量达 3199 t, 创历

史新高, 这得益于有机茶、名优茶的快速发展, 2000~2007 年期间全县茶产业发展迅速, 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新兴县, 近年来茶

产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2.2 茶叶公用品牌 

实施品牌战略, 已经成为地方推动农业发展转方式、调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项紧迫任务
[3]
。两地都非常重视培育

茶叶公用品牌, 目前茶叶公用品牌都已成当地的一张“城市名片”。两地的茶叶公用品牌在省内都有较大知名度, 婺源的“婺源

绿茶”作为历史名茶, 虽品牌名称注册较晚 (2005 年启用) , 但发展很快, 已被纳入江西 5 个省级重点整合茶叶品牌之一；武

义的“武阳春雨”诞生于 1994 年, 作为新创名优茶代表, 已入选浙江省“十大名茶”。近年两地的茶叶公用品牌价值都提升较

快, 据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评估
[3,4]

, “婺源绿茶”的品牌价值从 2010 年的 6.12 亿元提升至 2016 年的 14.45

亿元, 而“武阳春雨”的品牌价值从 2010年的 7.05亿元提升至 2016 年的 15.54亿元。 

两地的茶叶公用品牌虽然发展势头良好, 但是加盟企业数量偏少, 且部分加盟企业还没达成发展合意, 主要采用“子母品

牌”模式为主, 导致市场占有率不够, 品牌知名度不高, 竞争力不强。“武阳春雨”和“婺源绿茶”分别在 2016 全国茶叶公用

品牌价值排行榜中排行第 29位和第 36位
[3]
, 品牌价值与“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信阳毛尖”、“普洱茶”等国内著名茶叶

公用品牌的差距较大。在如何进一步壮大“婺源绿茶”和“武阳春雨”品牌上,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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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茶叶出口 

有机茶作为中国第一个颁证出口的有机食品, 一直是茶叶出口的主力军。开发有机茶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竞争力、打破国际

上日趋严峻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增加出口, 也是提高大宗茶效益的重要途径。婺源和武义都是国内著名的有机茶生产大县, 作

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两地的茶叶出口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婺源是国内传统茶叶出口县, 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 大部分婺源茶叶以“屯绿”的名分出口换取外汇
[5]
。婺源是国

内首批有机茶生产县, 早在 1995年底即开始有机茶的出口贸易
[5]
。目前全县有机茶园面积达 4166.7 hm2, 其中通过有机认证的

茶园面积达 2166.7 hm2, 居全国县级第一位。以有机为导向, 婺源有机绿茶出口具有较大优势, 是江西省茶叶主要出口基地, 全

国茶叶出口第一县, 出口市场主要为欧盟和非洲, 其中有机绿茶占欧盟市场 60%以上份额。2016年全县茶企出口创汇 4800万美

元, 其中 60.87%的茶企有出口业务, 平均出口比例较高, 为 89.71%
[6]
, 其中江西婺源大鄣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和江西婺源鄣公

山茶叶实业有限公司是全省绿茶出口的优势企业, 拥有自营出口权, 产品均通过欧盟 ECOCERT 有机食品等质量认证标准, 以自

有品牌将所产茶叶推向欧美、日本、非洲等国际市场
[7]
。 

武义县有机茶开发可追溯到 1995 年, 是浙江省首批生态县, 国家出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
[8]
。2001~2011 年期间, 全县有

机茶发展迅速, 2011年全县有机茶园面积高达 1980 hm2, 但之后逐年递减, 2016年全县有机茶园面积仅剩 833.3 hm2。2016年

全县茶企出口创汇 1627 万美元, 其中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全国有机茶知名企业, 在全国多地有茶园基地 4000 多

hm2 (其中有机茶园 910 hm2) , 有机茶产品 80%以上出口美国和欧盟。作为国内第一个“有机茶之乡”, 武义具有发展有机茶

的生态条件与历史传统, 有机已成为武义茶叶的旗帜、“武阳春雨”的特色, 应通过多方面措施恢复并逐步扩大有机茶园面积, 

以期在国内众多名茶的激烈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3 启示与建议 

3.1 江西茶叶公用品牌需进一步发展壮大 

公用品牌 (母品牌) 强调区域的产业特征, 体现的是共性, 企业品牌 (子品牌) 强调企业的产品特征, 体现的是个性
[9]
。

“母子品牌”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茶企品牌的发展, 但茶叶公用品牌对区域茶产业的提升作用在过去的发展中得到了

各茶产区的实践肯定。与其他江西茶叶一样, “婺源绿茶”也面临着“一叶飘香苦无名”的尴尬
[10]
。江西婺源茶产业虽整体强

于浙江武义, 但“婺源绿茶”作为传统历史名茶, 品牌价值却低于新兴名茶“武阳春雨”。其实, 江西茶叶品牌与浙江省差距较

大, 在“2016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行榜”中, 全省仅有 8个茶叶品牌上榜, 而浙江省则有超过 20个茶叶品牌上榜
[3]
；中国

传统十大名茶、江西茶叶品牌价值排行第 1 的“庐山云雾茶”的品牌价值仅略高于在浙江茶叶品牌价值排行第 8 位的“武阳春

雨”。因此, 江西茶叶需继续坚持和强化茶叶公用品牌建设, 并在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再逐步实现由“母子品牌”

向“子母品牌”的模式转变, 真正形成“母品牌驱动、子品牌支撑”的良性品牌生态
[3]
, 从而提升江西茶产业发展。 

3.2 江西茶叶产品营销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茶叶的销售模式多样, 常见的有批发模式、会员模式、超市模式、加盟连锁模式等, 近年来“互联网+”模式、茶旅模式、

众商模式、大师亲制模式、私人定制模式等新的销售模式也在不断涌现, 并逐渐对传统模式产生冲击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例如, 

据阿里研究院《2015 茶叶电商微报告》显示, 2015 年阿里零售平台的茶叶销售量达 88 亿元, 同比增长 27.5%, 相比 2013 年增

长超过一倍。与武义等浙江茶产区相比, 婺源茶叶的销售渠道整体上比较单调, 除少数龙头茶企外, 大部分中小型茶企还主要

采用批发模式等传统模式销售茶叶, 茶叶产品营销效率不高。江西茶叶应大力推动多元化销售渠道网络建设, 进一步挖掘茶叶

产品营销的潜力, 为茶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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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适度发展名优茶, 大力发展大宗茶 

名优绿茶由于生产效益好, 江西、浙江等绿茶产区目前基本形成了“以名优茶为主, 大宗茶为辅”的格局。但近年来, 随

着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以及高端礼品茶市场萎靡, 导致名优茶的生产效益持续下降, 部分名优茶产区甚至出现卖茶难的困

境。因此, 笔者大胆推测名优茶可能只是个阶段性产物。婺源坚持小规模发展名优茶可能是实现茶叶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

要方式, 武义前期大力发展名优茶是与刚进入新世纪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社会活跃程度高有关, 但不可持续。 

生产让普通老百姓喝得起的“名优大宗茶”, 可能是江西乃至全国茶产业下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目前, 市场上名

优茶价格太高, 普通老百姓很难接受, 而大宗茶虽价格较低但口感或匀整度较差。“名优大宗茶”至少应具备以下特点:价格不

高, 同时口感、匀整度较好。要生产“名优大宗茶”, 需从以下几点入手: (1) 提高茶园管理水平。大力发展适宜机械化采摘

的茶树无性系良种, 提高茶园病虫害防治、树冠培育管理水平, 在保证茶青匀整度的前提下通过机采替代手工采茶以大幅降低

采茶成本。 (2) 提高大宗茶的加工水平。培育加工龙头企业, 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茶叶加工设备, 同时加强对加工人员的技术培

训, 提高茶叶加工效率、茶产品的口感和稳定性。 (3) 树立“名优大宗茶”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带动“名优大宗茶”的生产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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