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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方茶产业的公共区域品牌发展思考 

——以宜宾市为例 

蔡元强
1
 彭聪

21
 

（1.宜宾市农业农村局，四川 宜宾 644000； 

2.宜宾市志城幼儿园，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茶产业已成为丘陵山区贫困农户增收致富的主要收入依靠。宜宾市经十年来的打造，茶产业的公共

区域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阐述了在品牌塑造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分析了在影响力和权威性上的不足，最后针

对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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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源于中国，始于巴蜀。四川省宜宾市地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结合部，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交汇处，世界名酒

五粮液就酿造于此。据东晋史学家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公元前 1022年，宜宾（古称“僰道”）就有人开始种

植茶叶，当时的僰人就曾向周武王贡奉茶叶，也向历代朝廷进贡过“龙芽茶”等。宋朝时期，宜宾五尺道已兼有古南方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重要通道的功能。今天的宜宾既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四川省内四大产茶区之一、川

茶整体布局“三山一早”的特色早茶核心区，还拥有中国早茶之乡、川红工夫故里、世界著名茶乡、世界（中国）早茶之都等

称号。 

1 主要成效 

1.1发展基础逐渐筑牢 

自 2008年宜宾市委、市政府把茶产业列入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作为继五粮液之后的第二张城市名片集中打造以来，

茶产业呈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据业务统计，截止 2018年末，茶园总面积 7.9万 hm2，其中良种茶园面积 7.2万 hm2、投产

茶园面积 6.5万 hm2；毛茶总产量 7.1 万 t；茶业综合产值 165.2 亿元；面积、产量、产值均排四川省前列。近年来通过品牌引

领发展，茶园的良种普及率达到 90.99%，除去农业产值外达到 124.5亿元、占到综合产值的 75.36%。 

1.2市场主体逐渐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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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品牌影响力提升，宜宾市新型经营主体集群不断壮大。现有各类茶叶加工企业 341家，其中，年度加工能力在 500t

以上 17 个、1000t以上 9 个、5000t 以上 2个、10000t以上 1 个。茶叶企业中有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家、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 9 家、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35 家。有茶业专业合作社 173 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4 个、省级示范社 20 个。有种植面积

在 6.7hm2以上的种植大户 142户，其中年产值 100万元以上 34户。有种植面积在 2hm2以上的家庭农场 219个。 

1.3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宜宾市现有茶叶公共区域品牌 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3个、4个地理证明商标，有机食品认证产品 5个、绿色食品认证

产品 47个，有驰名商标 1 件、著名商标 15件、知名商标 14件。2015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宜宾早茶”荣获“百年世博.

中国名茶金奖”称号，“天府龙芽”荣获“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称号；同年，“宜宾早茶”品牌价值达到 111.09 亿

元，宜宾茶叶品牌首次进入中国名茶行列。2018 年，“宜宾早茶”被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确定为四川省农产品优秀区域公用品牌

向社会公开推介。 

1.4品牌宣传不断出彩 

宜宾市连续举办了十二届中国·宜宾早茶节和三届国际（宜宾）茶业年会，成果丰硕。特别是，2017 年首届国际（宜宾）

茶业年会上，国际茶叶委员会授予宜宾市为全球首个“世界著名茶乡”称号。同年，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组委会授予“宜

宾早茶”为“中国茶叶优秀区域公共品牌”。2018 年，第二届国际（宜宾）茶业年会上，“天府龙芽·宜宾早茶”宣传片首次

登上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中国·宜宾早茶节”荣获“中国优秀茶事奖”。2019年，

为充分发挥“三山一早”（宜宾早茶、峨眉山茶、蒙顶山茶、米仓山茶）品牌优势，共创“天府龙芽”川茶大区域公共品牌标

志，牵头推动与乐山、雅安、广元达成“川茶主产区区域合作协议”；第三届国际（宜宾）茶业年会期间，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培华莅临指导，“全球华人热烈祝贺第三届国际茶业年会在宜宾召开”的广告宣传标语登上

纽约时代广场路透屏。 

2 存在不足 

2.1品牌的规范使用尚欠缺 

近年来，塑造公共区域品牌成为了地方产业发展的时尚。宜宾市虽然有两个市级公共区域品牌，部分县（区）有县级公共

区域品牌，企业还注册有企业、产品品牌上百个。但是仍存在产品品牌“多、杂、乱”，公共区域品牌缺乏核心凝聚力，规范

化使用率低，公共区域品牌与企业、产品品牌脱节等问题。 

2.2品牌的效益未尽突显 

由于公共区域品牌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内涵挖掘不深，在拓展宣传渠道和提升知名度、影响力等方面的力度不够，

导致近年来品牌市场效益不明显，要形成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差距还很大。加之品牌市场宣传方式单一，拓展市场速度日渐放缓，

公共区域品牌的效益最大化未能突显。 

3 展望 

虽然面临公共品牌影响力、权威性方面存在短板，不过可以预见随着产业体量不断变大，下一步只要继续加大质量效益提

升方面投入，创新发展方式，规范管理模式，以健康、绿色为价值导向，强基地，搞加工，重融合，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

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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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夯实品牌发展基础 

一是强本固基。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具、新机制的“五新”理念，大力提升茶树良种化水平和茶园综合管

理能力，着力增强基地基础设施配套，不断提高茶园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二是安全溯源。大力推行茶叶良

好农业规范，严管投入品的使用，建立完善生产档案记录、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管控机制。鼓励支持茶叶企业进行“三品一标”

申报、认证；三是科技支撑。重点抓好宜宾主要传统产品，创新研发茶食品、茶生物保健品和功能性衍生品等新茶品，推动产

业向精深加工深度发展。四是六次融合。深入挖掘茶叶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功能，促进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乡风民俗、教育、

康养等领域交叉融合，综合开发茶叶产业园区的生态观赏、休闲体验、康养修心、科普文化等综合功能，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树立以茶叶为核心的品牌形象。 

3.2创新品牌宣传推介 

一是构建茶叶品牌体系。坚持以省级大区域品牌“天府龙芽”为统领，以“宜宾早茶”“川红工夫”“屏山炒青”市级公

共区域品牌为重点，持续推进“区域品牌+产品品牌”的双品牌发展战略，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建设企业拳头品牌，鼓励支持企业

开展商标注册，形成“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明商标）+龙头企业品牌+优势特色产品品牌”茶叶品牌体系。二

是搭好营销促销平台。坚持办好中国·宜宾早茶节、国际（宜宾）茶业年会和川红工夫营销宣传活动。充分利用中国国际茶叶

博览会、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等专业展销会，深化国际、国内交流合作，统筹组织、抱团发展，努力提升宜宾茶的市场知名度。

三是创新品牌营销方式。深入挖掘宜宾茶文化内涵，综合运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借助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唱

好宜宾茶歌，写好宜宾茶书，演好宜宾茶文化节目，拓宽品牌宣传半径。 

3.3强化品牌市场运营 

一是促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三权分置”改革，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

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积极支持五粮液集团以乡村振兴基金为切入点，全程参与茶产业创新发展，带动宜宾

市茶叶企业做大做强；二是强龙头。积极探索“互联网+”模式，支持企业组建或联建品牌营销公司，搭建电子商务和渠道营销

相结合的现代营销平台，同步发展线上线下市场。鼓励有经验、有实力、专业化的营销实体，综合销售各企业的茶叶产品；三

是抓管理。结合宜宾市实情，进一步完善公共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使用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制度，规范企业使用公共区域品

牌。四是重运用。对主动规范使用公共区域品牌的企业，赋予优先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类茶事活动、享受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和得

到项目支持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