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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衡阳茶产业发展研究 

秦燕华
1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摘 要】：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以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将无形的文化资源转化了有形的发展实力,即如何将文

化元素内化为茶叶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是当前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索衡阳茶叶产业的发

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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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茶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就世界范围来说,中国茶文化国际影响力非常大。社会影响力影响力而言,自古中国的文人雅士

钟爱茶艺品茗,而寻常老百姓则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没盐酱醋茶”。衡阳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其茶叶生产业已存在 2000 年,

是一个具有丰富茶文化资源的区域。从文化视角来探索衡阳茶叶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弘扬茶文化,也将促进衡阳茶叶品牌的

发展。 

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调整使整个茶叶产业面临挑战。未来经济低迷的风险依然存在,在新形势下,面临融资困难,茶业加工技

术含量低,附加值不足,茶叶种植基地基地生产和销售体系不成熟,产品品牌效应不明显。衡阳市茶叶产业发展受到了制约。 

1 衡阳茶叶产业发展现状 

1.1总体格局还是多而不强 

衡阳的茶叶企业比较多,但是总体来说是多而不强。全市所辖的茶叶林中,规模化经营的仅占四分之一左右。经过调查,发现

很多的茶叶林属于个体化、家庭化的培植、采摘和经营,并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这种零散化的状态必然不可能形成

规模优势和现代生产体系。全市 95%以上的企业茶叶产品存在品质相对不过硬、产品宣传力度不足、销售体系落后和产品包装不

精细等问题,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1.2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够 

虽然衡阳的茶品还很多,在本省内的知名度较高,但在外省品牌推广不足,知名度不高,茶品并没有打开市场,这不利于未来

的扩展性发展,在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的今天,品牌宣传更应当加大重视力度,需要进行高密度、多维度的品牌宣传,以便打造

品牌知名度。 

1.3营销重点定位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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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很多的茶业生产公司对外营销过程中,注重销售单一的产品,二不输出自己的品牌,对茶品的销售应当广泛而丰富,针对

不同的需求人员应当有不同的营销策略,目前看来这项做的远远不够,现在没有做到以消费者为中心建立起对应的营销机制,导

致营销受阻,这是由于定位不准确造成的。一些茶叶行业专家则认为,衡阳茶叶产业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亟待转型升级。 

2 文化视角下的茶产业发展路径 

2.1开发文化资源,做好全域旅游文章 

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与生活物质相结合的产品,茶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旅游产业的发展。衡阳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产区,其茶

叶生产业已存在 2000 年,茶文化的悠久历史为湖南茶品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扩大了出口市场空间,具有发展茶叶

品牌的潜力。衡阳产品销售市场广阔,生产要素成本低,政府的各种优惠投资政策。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湖南茶叶品牌的建设。深

远的湖湘茶文化和明显的区位优势,为衡阳茶叶产业的发展搭下了深厚的发展基础。因此,政府和茶叶生产企业可以充分挖掘衡

阳的地域文化资源,做好全域旅游的文章,以旅游带动茶叶产业的发展。衡阳位于湘南地区,自古有“寰中佳丽”、“文明奥区”

之美誉,拥有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南岳衡阳有“四绝”:祝融峰之险、水帘洞之奇、方广寺之深、藏经阁之秀。湘江则穿城而

过,承载了千年的文化底蕴。衡阳市内更有“雁峰烟雨实堪夸,石鼓江山锦绣华。花药春溪龙现爪,岳屏雪岭鸟喧哗。朱陵洞内诗

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试看东洲桃浪暖西湖夜放白莲花。”各县域文化景点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文化景点资源是做好旅游文章

的深厚基础,为衡阳茶叶产业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渠道与平台。 

2.2利用文化元素,做好产品特色设计 

将地域文化巧妙融入到茶叶的品牌与包装中。任何产品的品牌都体现在人们的视听感受上。产品的品牌是一种具有代表性

的符号。品牌标志可以充分彰显产品品牌的内涵,让消费者表达品牌。衡阳的茶叶品牌可以充分利用与汲取地域文化中地域环境、

地理环境、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内容。衡阳的地域文化独具魅力,其山岳文化、书院文化、大雁文化、农耕文化这些地域特色

内容丰富多样。而这些地域文化当中的特色元素很多都能够以视觉形式,呈现出来并作为地域文化符号放入茶叶包装的内容。同

时,大雁在传统文化中,对于主流儒家文化来说,大雁象征了礼序与集体主义精神……对于道家文化来说,大雁象征了自然与自

由。大雁这一文化意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完全可以融入到衡阳茶叶包装设计之中。 

2.3挖掘多方资源,做好品牌推广 

着力准备市场拓展,完善营销平台建设是完善市场发展,完善营销平台的重要手段。茶叶产品能否畅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

场发展的力度和营销网络的完善。参加茶博会,交易会,加大营销宣传衡阳茶叶品牌和销售市场的发展,巩固和发展我省和西部地

区,东北中国茶叶市场。为了达到更好的销售效果,一方面要稳定地区购买客流茶节点,并在省内重点景区、宾馆、餐厅、超市、

加油站等方面推广衡阳茶产品;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力度合作,在国内外市场开拓发展,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和营销公司,商务公司

在大中型城市设立销售网点,开设门店、旗舰店、形象店等,促进茶叶流通。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充分利用淘宝、阿里巴巴等

电商平台,加大品牌扩大、拓宽经营渠道。要做好制度创新,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优化发展环境,配合相应的管理制度,激发茶资源

市场活力,这样更有利于茶业产业化发展。 

3 茶叶产业发展相关动力 

3.1茶产业依赖的科教及人才资源优势突出 

衡阳的茶叶产业发展仅仅靠茶叶生产、销售企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衡阳的茶叶产

业发展依然离不开政府、行业、企业、高校的共同发力。首先,在茶叶行业当中,滇红之父、全国机制茶创始人冯绍裘是衡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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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品牌铸造者、“金花之父”、中国茶叶商学院院长、湖南农大教授刘仲华是衡阳人。湖南省茶业协会原会长曹文成、湖南

省茶叶研究所党委书记谭正初、著名茶树育种专家王威廉、茶树栽培专家王秀铿、茶叶加工专家刘先和等茶学专家都是地道的

衡阳人。他们作业茶叶行业全国顶尖级的专家,为衡阳的茶叶产业发展搭下深厚的基础。其次,衡阳地处湘南,湖南省是一个农业

大省,所辖地域拥有比较丰富的高校资源,为茶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和人才支持。比如,湖南农业大学、湖南食品药品职

业学院、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这些高校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开办了成熟的茶叶培植、生产技术的专业,也有着丰

富显著的教学科研成果。可以依托高校开展市场营销知识培训邀请市场营销专家为茶企进行专题培训,并且还将与高校联系,为

茶企和毕业生之间搭起桥梁,吸引市场营销方面、茶学方面的优秀学生为茶产业服务。再次,湖南省农业厅和茶叶企业科研人员

也为湖南有机茶技术的发展、提炼深加工产品的开发、红茶研究的全面推广提供了技术支持。 

3.2重点骨干企业发展迅速,带动作用增强 

衡阳的一些茶业龙头企业发展规模较大,已经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为未来市场的发展、开拓提供了基础,推动了本土茶业品

牌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省茶业的进步和发展。为了优化茶叶生产布局,依托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衡阳可以在辖区内精心打造多个

茶业示范区,扶持一批优质茶叶生产企业,维护茶产品的多样性,加大茶粉、茶饮料、茶食品、茶保健品、茶功能成分等产品的研

发利用。同时,不断地扩大茶产品的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积极争取宣传资金,加大宣传投入,努力提升茶叶品

牌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邀请电子商务专家,为茶企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帮助茶企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开设网店。同时,

鼓励茶企利用微信等软件拓宽销售渠道,开拓茶叶市场。 

3.3着力抓好茶园基地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茶园基地的建设与茶叶产业的发展和扩展有关。为了保障这一产业的基石,政府应该对茶园的土地审批和土地流转给予优惠

政策,降低行政管理水平,简化行政程序。政府需要多注意加强茶园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村和村路”的项目,“农田

水渠改造”,“农业网络更新和转型”等,并做好规划和建设的茶叶生产的电力和水,如机器耕作,高速公路,茶叶生产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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