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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区茶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郭远行
1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安徽 宣城 242000） 

【摘 要】：宣州区是全国绿茶生产一类适宜区、是全国茶叶重要产区、是绿茶出口的主要生产基地、是安徽省

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项目重点建设区。近些年，宣州区茶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诸多发展瓶颈。

结合宣州区茶产业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调研分析宣州区茶产业发展制约因素，力图从基地建设、品牌建设、技术

支撑、联合体建设四个方面，探讨宣州茶产业发展对策，以实现宣州茶产业振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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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州区茶产业情况简介 

宣州区是全国绿茶生产一类适宜区、是全国茶叶重要产区、是绿茶出口的主要生产基地、是安徽省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

和有机茶项目重点建设区。现有茶园面积 0.559 万 hm2,19 个产茶乡镇办事处，其中万亩以上产茶乡镇 3 个，“三品认证”茶园

面积 0.36万 hm2；全区茶叶加工企业 110家，其中市级龙头企业 6家、茶叶合作社 16家，其中市级 2家、茶叶家庭农场 37家，

其中省级 6家，市级 2家、区级茶叶产业化联合体 2家、另还有家庭式茶叶加工式作坊近 3000家，全区涉茶人口达 10万余人。

2017年全年茶叶总产量为 2.28 万 t，产值 3.14 亿元，其中，名优茶产量 545t，产值 10669万元，2018 年名优茶生产（截止 4

月 5日）产量 210t，产值 6301万元。2018年春季新发展无性系良种茶园 136.67hm2，主要分布在 12乡镇办事处。 

2 宣州区茶产业主要特点 

2.1区域分布明显 

宣州区茶叶已形成杨柳、洪林为中心的丘陵茶区和以溪口周边为核心的高山茶区。其中丘陵茶区，以“眉茶”、“珠茶”

等大宗系列出口绿茶为主，高山茶区以“塔泉云雾”、“溪口绿茶”、“溪口兰香”、“狮峰云雾”等为代表的内销茶为主。 

2.2技术优势初显 

通过大力推广无性系茶树良种培育推广和名优茶生产加工技术，区内现有无性系良种茶园 0.127 万 hm2，占种茶总面积的

22.65%，近 3 年新增无性系良种茶园约 369.87hm
2
、溪口高山茶绿色防控示范茶园 66.67hm

2
、申报有机茶产品基地转换认证

33.34hm2、白茶（黄茶）母穗园 0.67hm2。现阶段，宣州区丘陵茶区的茶叶单产、机械化采摘率、服务队建设、茶叶机械制作加

工均位列全省前列。 

3 宣州区茶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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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茶园基础建设不够完善 

宣州区茶园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大部分茶园严重缺乏抗旱所需的基础设施，造成茶园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特别是新建良

种茶园，基础设施和水土保持不够完善造成新建茶园年年种、年年干，存活率不高，极大的影响茶农的积极性；全区近 0.33万

hm2衰老茶园急需更新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新建茶园品种单一，容易造成鲜叶集中上市，不仅造成采工紧张，也影响了茶

叶销售及企业发展。 

3.2标准化茶园生态建设有待加强 

当今社会愈发重视食品安全，宣州区大部分茶园长期管理粗放，化学农药与化学肥料使用减量缓慢，推行土壤改良进展也

缓慢，影响了茶叶质量的提高，不利于宣州区出口茶价值的提升。新建茶园合理规划少，只注重栽，不注重生态建设规划，茶

林间作较少，不利于茶树的抗逆性及生态茶园、茶旅融合的发展。 

3.3茶产业政策引导仍需明朗 

宣州区迄今没有出台茶产业发展详细规划，不利于提升现有产业层次和促进茶叶生产规范化、优质化、高效化发展，与产

茶大区地位不相符。2016年支持茶业项目资金 30 万元，占项目资金总额的 0.8%;2017 年项目资金 50 万元，占项目资金总额的

1.1%,2018年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500万元急需出台，指导宣州区茶叶快速发展。 

3.4缺乏茶产业龙头企业带动 

宣州区迄今没有 1 家省级茶叶龙头企业，仅有市级龙头企业 6 家。省级以上茶叶合作社也为空白，仅有 2 家市级茶叶专业

合作社。省级家庭农场有 6 家，自营出口茶叶企业仅 1 家。大多数企业生产模式传统，设备简单、工艺落后，名优茶加工远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初制加工厂和精制厂大多数生产低档低价的出口绿茶为主。 

3.5茶产业延伸不够 

茶叶加工企业多为初级产品加工，茶产品单一，竞争力低，产品加工精度、深度开发不足，特别是茶食品、茶饮料等项目

生产开发上，一直处于空白。本土良种保护滞后，急需对自有茶树优良品种进行繁育保护。茶旅结合等新型业态发展缓慢，缺

乏整体有效的宣传打造，带动作用不甚明显。 

3.6茶产业品牌优势不强 

全区茶叶注册商标多，但知名商标少、驰名商标仍是空白。公共品牌建设上，宣传推介力度不够，品牌知名度不高，至今

为止仍未有全区公用的公共品牌，导致产品附加值难以有较大提升。 

4 振兴宣州区茶产业的对策 

4.1加强基地建设 

利用溪口、周王等乡镇荒山、荒坡发展茶园经济，用活用好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等政策，集中开发连片，以规模种植

促建设，加快建成一批无公害、绿色、有机茶园建设基地。大力发展无性系茶树良种茶园和繁育基地，以品种保育促建设，推

广和繁育适栽性强的品种，保护和开发当地优质品种资源；加强老茶园更新改造，引导工商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投入，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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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促建设，实施“企业+基地+农户”的捆绑式带动战略。 

4.2推动品牌建设 

可以采取“协会主导、企业承办、部门参与、财政补贴”的办法，统一制定公共品牌和企业品牌建设方案。可适时主办茶

业博览会、茶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品牌进行宣传，提高消费者对品牌认可程度，充分挖掘潜在客户

群体。整合茶叶品牌资源，坚持品牌地理标识和原产地商品保护，增强品牌个性和文化内涵，鼓励宣州茶叶企业开展产销合作，

设立共同营销基金，共同打造“宣州白茶”、“宣州绿茶”、“溪口高山茶”区域公共品牌，逐步提高宣州茶叶品牌整体形象，

提高综合效益。 

4.3强化技术支撑 

采用“外引、内联”方式，整合区内外科技人才，组建技术服务团队，邀请省专家指导组和首席专家指导帮助，开展技术

指导、咨询和服务，建立宣州区茶叶质量体系。充分利用科研院校先进科技成果和高端科技人才资源优势，重点围绕名优茶和

出口茶生产，开展茶树良种新品种推广和繁育，清洁化加工流水线，夏秋茶综合开发利用、病虫害绿色防控，生态茶园建设等

方面的推广和研究，开发具有市场前景的茶产品。 

4.4引导联合体建设 

引导业内龙头企业联合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组建宣州区茶产业产业化联合体。加强产业联接，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农

民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为基础，明确各成员功能定位，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通过资金、技术、品牌、信息等要素融

合，形成比较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一个产业联合体、一群龙头组织、一批生产基

地”，从而更好地促进全区茶产业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业供给侧改革路线图，乡村振兴战略对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具有重大牵引作用。宣州

区要抢抓发展机遇，在茶产业发展问题上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科学谋划、一体推动，努力做大做强这一优势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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