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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背景下都匀毛尖产业 

发展的模式及效益研究 

万恒业 涂小进 杨正芬 秦娅 侯柿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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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都匀毛尖产业作为黔南州特色的优势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茶产业推动脱贫的角度，研究

都匀毛尖产业的模式及效益，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个方面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层次分

析法对都匀毛尖产业的绩效进行评价。得出如下结论：①都匀毛尖茶产业的发展模式主要为“企业+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公司+协作加工+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创新“产销一体化”利益联结模式及茶旅融合发展模式；②都匀

毛尖茶产业的绩效良好；③毛尖产业要实现深化发展需要不断转型升级、完善发展模式、提升品牌价值。 

【关键词】：都匀毛尖 效益 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6.12【文献标识码】A 

扶贫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南方许多农村，由于地理环境恶劣，许多农户只能依靠几亩薄田度日，而茶叶

是南方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依据当地的产业优势，做好茶产业的扶贫工作，是推动当地茶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精准扶

贫的选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全国不同地区都有种植不同品种的茶叶，近年来，全国广大茶企积极投入脱贫攻坚阵

营，依托产业带动茶乡致富对我国的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都匀毛尖是贵州省唯一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贵州茶产业的

龙头品牌，在当今脱贫攻坚这个重中之重的任务下，都匀毛尖产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都匀毛尖产业作为黔南州特色的优势

产业，毛尖产业重新焕发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完美增长。 

近五年来，黔南州茶产业从业人员从 17.77 万人增长到 38.83万人，增长 118.5%，涉茶农户年均收入从 5304元/人增长到

9500元/人，增长 79%，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4655户 51420人，现在 5万多贫困群众依托茶产业实现稳定脱贫。茶产业新增岗

位 2092个，茶企业复工复产率达 100%。全州茶叶从业人员 38.83万人，其中 5万贫困群众依托茶产业实现稳定脱贫，茶农年人

均收入达 0.95万元，茶产业成为了黔南州助推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典型范例。在精准扶贫的国家

战略下，产业扶贫被定义为解决贫困户增收致富的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的举措。黔南州把毛尖产业作为扶贫的支柱产业，在乡

村振兴的开局阶段，对毛尖茶产业前期发展模式及效益的研究，对于继续推进毛尖茶产业深入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

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1.1自然地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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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边缘的斜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类型多样复杂，山地、丘陵、盆地(俗称坝子)和

河谷相互交错。高山、峡谷和丘陵占全州总面积的 97%以上，山间盆地占 2%。黔南州地处副热带，属东亚季风区。由于距海洋

较近，每年大部分时间受海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特征。特殊的地形、地势、地貌、气候条件孕

育出品质独特的都匀毛尖茶，使其成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1956 年，由毛泽东亲笔命名，又名“白毛尖”“细毛尖”“鱼钩

茶”“雀舌茶”，是贵州三大名茶之一。都匀毛尖产于贵州都匀市，外形条索紧结纤细卷曲、披毫，色绿翠、香清高、味鲜浓、

叶底嫩绿匀整明亮。作为贵州茶中最响亮的一张名片，都匀毛尖茶曾在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金奖，并先后获得国内

外各种奖项 300余个。 

1.2都匀毛尖茶产业概况 

目前黔南州 12 县(市)均产茶，现有茶园面积 107867hm2。在国家生态发展战略背景下，黔南立足自身生态优势，坚持把茶

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朝阳产业来重点打造，将“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茶产业发展卓有成效。目前，全州茶

园种植面积为 107867hm2，投产茶园面积为 82666.7hm2。2020 年，茶叶产量 4.79 万 t、产值 76.96 亿元。此外，黔南州围绕毛

尖产业建成省级茶叶园区 5个、州级茶叶园区 8个，打造公顷茶园乡镇 35个，公顷茶园村 21个。经营茶叶加工企业(合作社)674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1家，省级龙头企业 40 家，州级龙头企业 37，获得 SC 认证企业 82家，出口备案登记企业 80家。

毛尖茶近 4年的产业效果突出(表 1)。 

表 1都匀毛尖产业近 4年产业情况 

年份 投产茶园(hm2) 产量(t) 产值(亿元) 带动的贫困户年均增收(元/人) 

2017 52800 31000 53.98 1415.6 

2018 75733.3 38000 63.84 1617.0 

2019 77800 39000 63.70 1694.7 

2020 82666.7 48000 76.96 
 

 

2 都匀毛尖产业推动脱贫模式 

2.1都匀毛尖茶脱贫模式 

2.1.1创新“产销一体化”利益联结模式。 

针对黔南州茶产业助推脱贫现状，黔南州把茶产业作为生态、经济、社会、脱贫效应叠加的战略支柱产业，积极实施茶产

业扶贫，建立贫困户与茶企利益联结机制，全州茶产业坚持“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因地制宜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组织方式，既发挥好龙头企业连接大市场的作用，又发挥合作社组织、管理农民的优势，着力打造以企业为龙头、合作

社为纽带、农户为基础的产业化联合体。在组织方式上，围绕产业扶贫，加快推进茶叶初制、精制分工进程，建立起了龙头企

业引领、多元参与、分工协作的茶叶产销联盟，形成产业扶贫共同体。通过“公司+协作加工+合作社+农户+基地”的经营方式，

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一是利用已建成的初制加工生产线，与建档立卡贫困户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收购茶青，确保稳定脱贫；

二是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实现就业脱贫；三是与达成协作的初制加工企业形成长期订单关系。 

模式的概述：大多贫困户通过组成与自办的方式建立合作社，合作社经济的增长，直接促进贫困户的效益增收；农户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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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劳动力形式入股于企业，使贫困户与企业之间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农户以种茶、管茶、采茶的方式就业于基地，解决就业

困难的问题。同时生产基地与合作社协作加工，合作社又与企业签订互惠互利的合同，构建初制加工的长期订单关系；茶企、

合作社、基地与龙头公司形成产业一体化、利益一体化、产供销一体化的高效集约推动扶贫模式。 

 

2.1.2茶旅融合发展模式。 

自从确定旅游经济作为全省支柱产业以来，贵州的旅游经济呈现井喷式增长，旅游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贵州经济发展的格

局。黔南州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全州根据自身特点及局势，把旅游产业与毛尖茶产业相结合融合发展，

把两者经济效益做到最大化。全州大多地区种植有生态茶园，许多地区连片、大规模的种植茶园，在某些种植茶叶的区域，有

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茶园与这些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结合，形成天然的茶园观光旅游风景区；如今，人们生活方式越来越

丰富，涉茶活动也愈加丰富，各种涉茶活动与茶文化相结合，形成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旅游区。建设生态、文化茶园，发展旅

游资源，对这些具有天然资源的地区加以建设，作为一项可观的旅游资源带动区域脱贫。 

 

2.2脱贫模式的亮点 

全州以“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包脱贫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公司+协作加工+合作社+农户+基

地”的经营方式全力推动黔南州脱贫，在这样的模式下，以贫困户利益为重点大力推动全州脱贫，绝大多数贫困户联合自办合

作社，合作社组成基地，基地与企业进行合作，农户实现了稳定的增收，贫困户的脱贫有了很大的保障。与传统的“农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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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相比，农户自办的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摆脱了对公司的单向依附，农户与合作社拥有了选择权；茶企与农户进行利益联

结，既保障了企业投资农业的根本利益，也保障了农民利益，更好的把农户、集体、企业融为一体，行成了利益共享、双双增

收的局面，既发挥好龙头企业连接大市场的作用，又发挥合作社组织、管理农民的优势，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更好更快地达

到乡村振兴战略总体目标。茶旅融合发展模式，是茶产业与旅游行业进行跨境融合，是茶叶和旅游业联动发展的新形式，茶旅

融合发展，将有效增加茶区人民收入，并侧面拓宽茶产业及相关农业的发展路径。 

3 毛尖产业推动脱贫的绩效评价 

3.1数据来源 

分析数据来源于黔南州农业农村局、黔南州扶贫开发局、黔南州统计年鉴，结合黔南州人民政府官网等获取黔南扶贫产业

发展情况的补充资料，并结合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方式获取黔南州区域农户对毛尖茶的认知度、满意度和带来的收益情况。 

3.2研究方法 

3.2.1模糊层次分析法。 

模糊层次分析法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运筹学 T.L.Saaty 教授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该方法对于

量化评价指标，选择最优方案提供了依据，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结合黔南州茶产业扶贫现状，从生态、经济、社会三个方面

构建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测评体系中确定都匀毛尖产业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级指标包含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个指标，建立因素集 。一级指标下可分为二级指标 12 个；建立因素集

，如表 2。 

表 2都匀毛尖产业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值 权重 

都匀毛尖产业绩效 

生态效益(U1) 0.1365 

茶园面积(U11) hm2 107867 0.1365 

茶园覆盖率(U12) % 4.1 0.2385 

绿化荒山(U13) hm2 38000 0.6250 

经济效益(U2) 0.6251 

从业人员增长(U21) % 118.5 0.1113 

占全州农业 GDP比重(U22) % 7 0.0674 

农户人均年收入增长(U23) % 79.14 0.5329 

毛尖茶叶销售(U24) 亿元 79 0.2884 

社会效益(U3) 0.2384 

涉茶农户脱贫率(U31) % 100 0.5479 

民众满意度(U32) % 88 0.2404 

涉茶农户社会消费水平(U33) 元 2400.65 0.1472 

茶叶企业发展水平(U34) 家 674 0.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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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 

应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并根据各层次指标的重要程度，得到表中各级指标相应的权重数。步骤如下：①构建指标评分

表；②运用 1-9标度法邀请专家进行打分；③构建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公式： 

 

表 3都匀毛尖产业绩效综合评价二级指标评价等级和评价比例 

二级指标 优 良 中 差 

U11 1/10 2/10 6/10 1/10 

U12 1/10 1/10 6/10 2/10 

U13 2/10 6/10 1/10 1/10 

U21 7/10 2/10 1/10 0 

U22 1/10 3/10 3/10 3/10 

U23 6/10 3/10 1/10 0 

U24 1/10 3/10 4/10 2/10 

U31 8/10 1/10 1/10 0 

U32 4/10 4/10 1/10 1/10 

U33 3/10 1/10 5/10 1/10 

U34 2/10 5/10 2/10 1/10 

 

④归一化处理；⑤一致性检验，公式： 。建立绩效评价集：通常采用四

级标度法建立评价集，根据经验和有关茶产业带动脱贫负责人针对各级指标值对指标值的评价，可以建立都匀毛尖产业脱贫绩

效评价集 V={优，良，中，差}。完成以上步骤，再邀请专家针对二级指标的指标值对其进行评分(表 3)。根据评分表以评价体

系，对毛尖产业绩效进行评价与分析。 

3.3毛尖产业脱贫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原则与指标的选取 

3.3.1体系构建原则。 

①科学性原则：科学性是贯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到应用全过程的宗旨。科学性不仅包括数据科学，而且包含评价结果的科

学，因此在对黔南州毛尖产业产生效益情况进行评价时，要结合客观选择符合生产实际的指标准确性。②侧重性原则：在选取

都匀毛尖产业绩效评价体系指标时，应侧重选取毛尖产业绩效突出反映脱贫成绩以及各方面收益确实体现的指标。③资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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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在指标选取时，数据的可得性很重要，如果指标数量繁多但数据都难以获取，那评价工作无法进行，因此在选取指标

时要遵循数据可得性原则，评价目的尽量明确可行，指标简单明了、数据可得，保证评价全过程都具有可操作性。在选取指标

时，测算的数据主要从国家发布的《黔南州统计年鉴》、相关政府(黔南州农业农村局、黔南州扶贫办)、部门网站公布的可利用

的数据，对于一些缺乏统计数据的重要数据，选取调查问卷抽样收集，保证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进行性，同时能如实反映问题。 

3.3.2指标的选取。 

从都匀毛尖茶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角度出发，选取能够反映毛尖茶产业推动脱贫绩效的指标。一级指标的选取有 3 个，分

别是“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二级指标的选取有 12个(表 4)。 

3.4评价方法与步骤 

(1)根据各级指标的权重构建权重矩阵。其中 A{0.1365,0.6251,0.2384}表示一级指标权重构成的矩阵；A1{0.1365，0.2385，

0.6250}、A2{0.1113，0.0674，0.5329，0.2884}、A3{0.5479，0.2404，0.1472，0.0646}表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构成的矩阵。 

表 4指标的选取与计算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生态效益 

茶园面积 全州的茶园面积总和 

茶园覆盖率 已利用的茶园面积/总土地面积*100% 

绿化荒山面积 全州荒山种植茶叶的面积 

经济效益 

从业人员增长率 (当年从业人员-上一年从业人员)/上一年从业人员*100% 

占全州农业 GDP比重 (茶产业 GDP/全州农业 GDP)*100% 

农户人均年收入增长率 [(涉茶农户当年收入-上一年收入)/涉茶农户常驻总人口]*100% 

毛尖茶叶销售额 毛尖茶叶产量*单价 

社会效益 

涉茶农户脱贫率 截至 2020涉茶农户已全面脱贫的程度 

民众满意度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数据，满意度的比例 

涉茶农户社会消费水平 涉茶农户个人消费总额/人口总数 

茶叶企业发展水平 全州有关茶企业数量 

 

(2)根据十位专家对二级指标的评分构建评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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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级指标权重构成矩阵乘评分构成矩阵： 

 

(4)将二级指标权重构成矩阵乘评分构成矩阵的结果作为一级指标评价变换矩阵： 

 

 

(5)将评价集量化为 ，其中，2表示优，1表示良，0表示中，-1表示差。都匀毛尖产业绩效模糊评价

结果为： 。 

3.5评价分析与结论 

3.5.1评价分析。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都匀毛尖产业绩效评价介于良与好之间，呈现良好发展。 

(1)生态效益方面。 

专家对各指标的评分“等级”一般，但黔南州各个县市都有广泛种植都匀毛尖茶和建立了生态茶园，分布相对均匀。研究

表明，生态茶园在调节局地小气候(调节气温、保持生态湿度稳定及改善光质)和保持土壤肥力方面相比非生态茶园有一定的优

势，尤其在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以及净化空气等方面，生态茶园则表现出了强大的活力。茶园覆盖率专家评分等级不高，

可从增加茶园这一措施加快茶叶产业发展。茶园覆盖率虽然不高，但是从收益与土地面积占比结合来看，都匀毛尖产业的土地

利用率较高；种植都匀毛尖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研究区出现大多荒山、无人管辖的土地问题，在生态收益方面，绿化荒山这

一指标呈现良好。 

(2)经济收益方面。 

各指标指标值高、专家评分“等级”高，“从业人员增长率”“涉茶农户人均年收入增长”两个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具

有明显的效果，从业人员增长率达到 118.5%，解决了大多贫困户的失业人员和未从业人员，涉茶农户人均年收入增长 79%，在

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户以及整个黔南州的经济收益；毛尖茶叶的销售额也高达 79亿元，产业 GDP占到全州的 7%，成为全州的重

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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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方面。 

“带动脱贫率”和“人民满意度”两个指标的指标值都很高，专家对其评分高，其中带动涉茶的贫困户脱贫率更是达到百

分百，涉及毛尖茶产业的农户都已全面脱贫，农户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大多数民众对都匀毛尖茶产业有较高的

满意度。 

3.5.2结论。 

都匀毛尖茶产业为黔南州带来各个方面的收益，三个收益总体结合对比分析，都匀毛尖产业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对重要，有

了经济收益从而带动社会收益，从黔南州脱贫实际角度出发，只有经济收益明显，才能使人民满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而都匀毛尖产业在助推黔南州脱贫经济收益这方面，完全做到了。 

4 讨论 

都匀毛尖产业在未来发展的驱使下，茶产业将会逐步完善，从当前毛尖产业的绩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来看，毛尖茶产业深化

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毛尖茶产业需要不断转型升级。现代茶产业发展大相径庭，传统的茶产业正在面临着诸多因素的限

制，没有在新的社会发展下取得客观的成效，毛尖茶产业也应该不断转型升级以适应时代变迁背景下产业深化发展的需要；②

发展模式不断完善。都匀毛尖产业的发展模式结构单一，毛尖产业应与推动脱贫攻坚协同发展，抓紧产业一体化建设，推进茶

企、合作社与贫困户、农户融合发展；③品牌价值逐渐提升。如今各茶叶品牌品类繁多，层出不穷，但真正进入消费者心中，

并为大众所知的却寥寥无几，都匀毛尖茶虽然在市面上有较为乐观的知名度和市场，但是想要站稳市场，形成可持续发展茶产

业链，还得不断提升和维护品牌，把毛尖茶产业品牌质量与品牌价值作为深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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