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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柠檬效应”的茶叶品牌建设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舒城小兰花茶叶为例 

朱金林 熊健
1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摘 要】：茶产业作为传统型特色优势产业，是三产融合发展的综合型产业，对推进区域优势茶叶品牌的建设，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的舒城小兰花为例，分析茶叶市场中出现

“柠檬效应”的原因以及在茶叶品牌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创新生产方式、加强市场监督以

及提高宣传效率等策略，打造区域农业特色品牌，提升舒城小兰花的竞争力。 

【关键词】：柠檬效应 市场竞争 品牌 

【中图分类号】F326.12【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质量兴农之路，突出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全面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茶产业

作为传统优势产业，不仅体现了农业、文化与旅游结合的综合功能，具有地域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等特色，还推动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相应的茶叶企业应当继续对自身的企业文化及具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从而对

自身的品牌进行进一步的建设。当然，茶叶品牌的建设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这就使得品牌塑造的任务变得艰巨，舒城小兰

花作为国家地标性农产品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近年来，由于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舒城小兰花迎来了巨大的发

展红利，但是茶企的参差不齐、茶叶的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以及市场的过度竞争等因素导致了茶叶市场产生了“柠檬效应”，

这对农业品牌的建设具有较强的限制性。如何将茶叶市场上的过度竞争转化为有效竞争，推进舒城小兰花品牌建设?首先，政府

在政策上要给予支持，扩大茶园规划面积，鼓励发展茶谷经济；推进茶产业集聚，竭力打造区域优势茶叶品牌；市场监管部门

要提升监管力度，严格规范茶叶市场的各项标准。第二，茶叶生产经营者要对茶叶的生产模式进行创新，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

树立品牌意识，积极注册茶叶商标以及认定绿色产品，保证茶叶的质量；设计真实的产品包装，赋予更多的产品信息；依托现

代互联网技术，拓宽产品宣传渠道。第三，消费者要坚持产品质量导向，多了解茶叶信息，购买质量可靠的舒城小兰花。有效

地避免茶叶市场中的“柠檬效应”，有利于促进舒城小兰花的品牌建设、增强舒城小兰花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加快农业现代化的

建设和乡村振兴。 

2 柠檬效应相关理论分析 

1970 年阿克洛夫发表的《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作为信息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研究，其中对“柠檬市场效

应”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柠檬效应”主要指在分析信息不对称时，卖方掌握了比买方更加有利的信息，就会出现信息非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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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导致卖方可以掩盖产品的真相，以次充好，买方在选择购买商品时，通常会选择价格较低的商品，这样就导致一些好的商

品被市场所掩盖，而次等品就会逐渐占领市场，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过度竞争市场中对产品信息不

对称性所导致的逆向选择的结果。 

3 舒城县茶产业发展现状 

舒城县位于安徽省中部、大别山东麓，地处江淮之间。地形西高东低，山、丘、平原兼备。舒城县属于北亚热带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季风显著。适宜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有利于茶叶的生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舒城小兰花就是产

自于此。 

表 1 2015-2019年舒城县茶叶生产情况 

年份 茶园面积(hm2) 可采面积(hm2) 茶叶产量(t) 

2015 5000 4667 2436 

2016 5067 4800 2487 

2017 5333 5133 2606 

2018 5233 5200 2678 

2019 6533 5333 2953 

 

茶产业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不仅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可以解决农村就业问题，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

现代化建设。据表 1，2015年至 2019年舒城县茶园面积由 5000hm2增加到 6533hm2，茶叶可采面积由 4667hm2增加到 5333hm2，相

应的茶叶产量由 2346t增加到 2953t，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不断的增加，不仅是政府茶园规划等相关政策的支持，更是茶叶的区

域价值和经济优势日益凸显以及能够为地方茶农增加收入的重要体现。 

表 2 2015-2019年舒城县年产干茶和名优茶年产量 

年份 年产干茶(t) 名优茶产量(t) 

2015 2320 800 

2016 2300 850 

2017 2600 1000 

2018 3200 1300 

2019 3200 1200 

 

表 3 2017-2019年茶叶产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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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茶叶一产产值(亿元) 名优茶产值(亿元) 

2017 3.8 2.8 

2018 4 3 

2019 4.3 3 

 

据表 2，2015 年至 2019 年舒城县年产干茶由 2320 吨增加到 3200t，其中名优茶产量更是有 800t 增加到 1200t，年产干茶

的逐年增加对茶叶市场的有效供应具有较大的支撑作用，另外名优茶产量的增加对于建设舒城小兰花的优势品牌提供了隐形动

力。 

据表 3，2017年到 2019年舒城县茶叶一产产值和名优茶产值逐年增加，表明舒城县茶叶生产的规模和水平不断上升。2019

年茶叶一产产值 4.3亿元(名优茶产值 3亿元)，舒城小兰花的茶叶品牌价值达 7.17亿元，在国内茶叶市场的竞争优势不断扩大。 

表 4舒城县茶叶生产组织 

年份 龙头企业 茶叶合作社 家庭农场 

2018 25家 94家 47家 

2019 29家 145家 67家 

 

据表 4，舒城县茶叶生产的龙头企业由 2018 年的 25家增加到 2019年的 29 家，茶叶合作社由 94 家增加到 125 家，家庭农

场由 47 家增加到 67 家。推动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紧紧依托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带动茶叶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高效运作，有利于推动舒城县现代农产品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构建。 

4 舒城小兰花市场形成“柠檬效应”的原因 

舒城县的茶产业虽然对县域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经济作用，但消费市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据了解，舒城小兰花

最大的市场属舒城县本身。近年来，舒城小兰花以“形如兰花，香似兰花”的独特品质得到众多消费者的认可，以及政府为“大

力发展茶谷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的支持，使舒城县茶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发展的红利却带来了恶

性效应，茶企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也参差不齐，茶叶市场逐渐出现过度竞争的现象。部分茶叶生产经营者，坚持利益导向，

冒充“舒城小兰花”的品牌，卖出劣等品和陈货。而消费者经常会由于逆向选择而产生价格导向，购买便宜的茶叶，放弃选择

价格较高的茶叶，造成茶叶市场存在大量劣等低价的茶叶。这就导致在茶叶市场中，由于茶叶质量存在不确定性而形成了买卖

双方对茶叶的质量和品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了茶叶市场的“柠檬效应”。 

5“柠檬效应”下舒城小兰花品牌建设所面临的困境 

5.1区域内竞争压力较大 

近几年，整个六安市的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占全省比重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各县的茶叶产值都在不断上涨，其中霍山县

和金寨县的茶叶产值比重较为突出。随着六安市茶产业的迅速发展，茶企的数量和规模都在扩大，茶叶种植面积和加工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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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已经逐渐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这对于各地茶叶品牌的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表 5六安市 2015-2019年各县茶叶产量占比情况 

年份 市辖区 霍山县 金寨县 舒城县 

2015 29% 29% 32% 10% 

2016 31% 29% 30% 10% 

2017 30% 29% 31% 10% 

2018 31% 28% 30% 11% 

2019 29% 29% 31% 11% 

 

据表 5，舒城县的茶叶产量相较于其他县区的差距较为明显，2015-2019 年茶叶产量仅为全县的 10%左右，在产量上缺乏绝

对的优势。而霍山县和金寨县的茶叶产量占全县一半以上，同时在茶叶品牌建设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这对舒城县

的茶产业在区域内的竞争产生巨大的压力。 

5.2标准化生产滞后 

舒城县相继获得“中国名茶之乡”“中国茶产业发展示范县”“全国重点产茶县”“全国魅力茶乡”等称号。舒城小兰花

逐渐被外界熟知，使舒城县茶产业迎来了发展红利期，一大批茶企如雨后春笋纷纷涌起，导致在大小茶企泛滥的市场中，形成

规模性的大型茶企较少，大部分茶叶都是当地茶农在家庭作坊中生产出来的，以较低的价格兑给商家，导致茶叶消费者对茶叶

的生产过程和质量信息并不了解，经常产生逆向选择效应。 

表 6茶叶生产模式 

传统制茶模式 现代制茶模式 

手工采摘 手工采摘 

通风摊青 通风摊青 

铁锅烘炒 机械杀青 

炭火烘干 手工做型 

 
炭火初烘 

 
机械足干 

 

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缺乏标准化的程序，易导致茶叶在外观和口感上产生差异。大多舒城茶农在采摘、杀青和烘干过程中

方式较为传统，工效低，很难达到生产规模化和标准化。据表 6，标准化的茶企通常采用机械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工序，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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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手工采摘、通风摊青、机械杀青、手工做型、炭火初烘、机械足干等程序，层层把关，保证质量，这样生产出来的舒城小兰

花不仅外形和口感优质，而且市场效益尚好。 

5.3品牌建设意识差 

随着茶叶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政府和茶企对茶叶的品牌建设也越来越重视。据表 7，2019 年区域优势品牌

的六安瓜片、祁门红茶以及太平猴魁分别以 33.25 亿元、31.01 亿元以及 29 亿元的品牌价值占据安徽茶叶市场前列，虽然舒城

小兰花以 7.17亿元的品牌价值跻身区域内前列，但是与六安瓜片、祁门红茶等优质名茶相比其在茶叶市场的竞争中仍处于劣势。 

表 7 2019年安徽省茶叶品牌价值评估(单位：亿元) 

地区 品牌 价值 

黄山 

祁门红茶 31.01 

太平猴魁 29 

安庆 岳西翠兰 19.19 

池州 霄坑绿茶 4.71 

六安 

六安瓜片 33.25 

霍山黄牙 22.33 

霍山黄大茶 7.87 

舒城小兰花 7.17 

 

茶产业的品牌具有区域性和共有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茶叶生产模式的独特性。以区域性为例，区域内众多茶企大多使用

同一个品牌，难免出现一些茶企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惜损害品牌的整体利益，就很容易导致茶叶市场中的“柠檬效应”。舒

城小兰花同样存在区域性和共有性，主要是因为品牌建设的力度不够，缺失从源头和售后确立品牌意识。同时，生产的分散性

决定了生产经营模式的滞后，先进的制茶技术很难被个体茶农所采用，大多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制茶模式和经营模式，导致茶叶

的质量存在不稳定性，影响茶叶品牌的建设。 

5.4市场监管缺失 

面对茶叶发展的潜力，舒城小兰花在市场上的份额逐渐增加，茶叶的生产经营者也越来越多，这对茶叶市场的监管力度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申请和注册茶叶商标是茶叶品牌建设的重要支撑。目前，舒城县已注册的茶叶商标较少，但是市场上的茶叶

经营商却很多，导致茶叶市场缺乏规范性，茶叶品牌的标准逐渐模糊。现有的茶叶商标包括：舒城小兰花，皖香源，万佛山等。

另外，对茶叶的包装和产品质量信息没有统一的市场评定标准，申请通过绿色产品认定的茶叶组织也很少。目前通过绿色产品

认定的茶叶组织有九一六茶场、启明家庭茶场、兰花茶叶等。在茶叶市场上，很多茶商依据包装上简单的产品信息和口头介绍

卖出茶叶，缺乏产品质量保证的意识。包括电商平台上经常出现标有“舒城小兰花”字样的茶叶，消费者根本无法辨别真伪。

这些市场问题都导致了消费者在购买茶叶时，对茶叶质量信息不清晰而产生价格驱动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舒城小兰花

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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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宣传理念不足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不同，导致消费者在产品体验上存在差异性。迎合消费者在口味、视觉和心理上的期望，做好准确的市

场定位和广告宣传，不仅可以巩固产品的品牌形象，同时还可以带来乐观的经济收益。茶叶包装是产品信息最直观的视觉展示，

其设计的如何直接作用于茶叶消费者的购买心理。近年来，单一的茶叶包装在茶叶市场上千篇一律，没有通过宣传将品牌形象

植根于产品本身，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导致茶叶受众存在视觉和心理的模糊感，影响购买欲望。现代市场竞争中，缺乏广告

宣传的意识，就会缺乏优势竞争力。任何产品市场中，广告宣传都极为重要，而广告的定位不仅是在产品的本身，更是要依托

本土文化和特色旅游进行宣传，增加茶叶的附加值。 

6 舒城小兰花品牌建设中应对“柠檬效应”的策略 

6.1促进龙头企业发展，增强区域品牌竞争力 

龙头企业是指在行业内最具代表性、号召性并且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贡献的企业。舒城县的茶企很多，但支撑性的龙

头企业很少，对舒城小兰花知名品牌的建立存在很大的限制性。目前，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茶企有安徽舒绿茶业有限公司、合

肥雾峰茶叶有限公司旗下的雾峰茶庄、安徽兰花茶叶有限公司等。所以要培育和发展更多、更具实力的龙头茶企，提高龙头企

业的带动效应，使小规模茶企在生产、营销模式上规范起来；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深度合作，打造产销供一体化的新型生产

经营模式；加快品牌整合步伐，发展茶谷、茶园以及茶叶生产合作社，实现生产和经营同驱共进，逐渐打破零散、无质量保证

的茶叶生产和经营模式；大力推进茶叶产业化经营，凸显茶产业的集聚效应，提升舒城小兰花品牌价值，增强区域茶叶品牌的

竞争力。 

6.2提升农业品牌意识，创新生产经营方式 

茶叶的质量是茶叶品牌建设的基础，消费者对品牌的热衷归根于对产品质量的信赖。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舒城县政府高度重视对茶产业的发展，竭力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茶叶生产者更要抓住机遇，树立品牌意识，转变生产和经营

模式，借鉴和学习先进的技术，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使茶叶的品质与品牌相符。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模式依旧是家庭作坊生产和

小贩小商呈散装销售的方式，这就导致茶叶在质量和口感上就存在很大的隐患，在市场流通中就很容易产生“柠檬”现象。在

现代市场中，消费者不仅注重外在的品牌标识，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视觉上的体验，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已经逐渐被市场

所淘汰。所以必须要创新生产经营的方式，打造“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由茶叶公司通过土地承包的形式在茶叶产地建立生

产基地，进行自主生产，同时还向部分农户提供生产技术和专业化的管理，最后将由公司统一收购、加工和销售，这样就将分

散的经营整合为规模经营。通过这种模式，吸引和带动其它茶叶生产组织进行技术革新，激发茶产业的集聚效应，提升舒城县

茶叶的整体质量水平，有利于促进舒城小兰花的品牌建设。 

6.3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完善品牌发展机制 

茶叶市场最缺乏生产、质量和定价标准，恰好这三种标准的模糊，易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产生“柠檬效应”。市场监管

部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制定各项茶叶市场的界定标准，不断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提高监管效率。

成立专门的茶叶质量和品牌监管小组，对茶企生产和经营的茶叶质量以及商标进行抽检，严厉打击损害茶叶品牌的生产经营商；

对舒城小兰花各等级茶叶制定明确的价格指导，防止茶叶的价格机制出现紊乱；制定并发放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的防伪码，规

定茶叶生产商在茶叶包装上张贴防伪码供消费者辨别产品真伪，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了解更多的产品信息和市场指导价格。从

市场出发，加强监管力度，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完善舒城小兰花的品牌机制，协同各方力量制定品牌发展规划，形成科学的茶

叶发展理念，助力舒城小兰花的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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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创新品牌宣传渠道，挖掘品牌文化价值 

品牌宣传渠道的创新对产品市场中发挥着具有巨大的作用。传统的茶叶营销手段主要是依靠口头介绍以及传统的广告宣传

(宣传单页、张贴海报以及电视广播)。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营销理念逐渐被市场所淘汰，更多是

运用先进的现代广告宣传手段将茶叶的品牌理念传递给茶叶受众。舒城小兰花作为区域内知名茶叶品牌，更要依靠互联网传播

手段，包括自媒体、短视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营销手段，竭力宣传，提升竞争力。尤其是在去年疫情期间，网络直播带货

脱颖而出，巧妙地运用了现代宣传渠道，打破时空局限性，将区域特色农产品展现给消费者。另外，在创新营销渠道的过程中，

需要挖掘品牌的文化价值，将发展地方特色旅游与舒城小兰花品牌建设深度结合，在 5A级景区——万佛湖风景区、汤池温泉等

景点设立舒城小兰花展销点。在产品介绍和产品包装设计等方面充分结合舒城的“龙文化”，赋予更多的文化信息，加深游客

对舒城小兰花的印象，有利于提升舒城小兰花的市场竞争优势，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还有利于建设舒城小兰花的优势品牌，实

现“走出去”战略。 

7 结语 

如何将茶叶市场中的过度竞争转化为有效竞争，有效避免在茶叶市场中出现“柠檬效应”，关系着茶叶品牌建设的成败。

舒城小兰花的品牌建设还面临着较大的难度，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将产品质量和品牌理念放在茶产业发展首位，

运用现代科技革新生产和经营模式，打造视觉+品质于一体的优质茶叶，多方位满足受众的体验感，使舒城小兰花更具市场竞争

力，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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