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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产融合的浙江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究 

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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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浙江茶产业以融合的方式在中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引领性作用。从休闲茶业、茶园综合体、

三产融合、第六产业、共享经济等方面，围绕如何利用资源优势打造多产交融的新型业态，分析了浙江的建设思路

和成功经验，探索了中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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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茶叶资源丰富，茶文化源远流长，目前，茶饮已经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饮品之一。自茶产生之日，茶

就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茶叶的利用也历经了医药、食用和饮用三大阶段。茶的药用价值，自“神农尝百草”中就有一说，

后者陆羽《茶经》中也有一叙，演化到今天，茶和酒一样变成了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茶作为“国饮”，也被广

泛应用于轻纺、养殖、医药等领域，茶不仅成为人们日益喜爱的健康饮品，也被开发成各种新型的功能饮品、保健品、化妆品、

药品等。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几千年来，茶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今天的茶，在人们心目中已远远不止是消暑、减渴的饮料，而是中国文化的表达元素之一，特殊情形下甚至是种精

神图腾。 

浙江茶产业在我国版图上独具地位，产值、种植面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茶产业已是我省乡村振兴战略中十大农业主

导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茶叶规模化快速扩张的背后，产业层次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短等矛盾

日益凸显，如何在新的视域下实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新的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为人们美好生活添彩已经迫在眉睫。 

1 茶文化丰富了人民生活 

中国茶和茶文化，承载着几千年的丰厚底蕴，穿越历史，跨越国界，可饮、可品、可食、可玩、可养，深深融进人民的日

常生活之中。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与茶相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茶融合在物质和精神两大特性之中，

发挥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养心健身、治国理政六大功能，既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中坚定了生命的根基，又在人们的精神

生活中散发出馥郁的芬芳。 

茶文化的传播有广泛的民众参与，是覆盖全民，影响全社会的文化。它既是特殊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既是民族的文化，

又是世界的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茶文化面向的领域将更为广阔，发挥的功能将更加显赫，影响力也将日益扩大。将传统

与现代相融合，茶文化将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高山云雾出好茶，我国产茶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为正在兴起的茶文化旅游项目提供了基础，纵观茶叶主产区省份，以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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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作为“绿水青山”的代表，在中国茶产业的版图上也具有独特地位，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与时俱进的茶产业、广阔成熟

的茶市场，让人每每提到“浙”杯茶都会称赞不绝。 

2 做好专业布局保障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2.1以茶叶特色小镇打造综合产业集聚区 

近年来，除了观光旅游，浙江通过茶业强镇建设，集聚行业龙头企业与尖端人才，促进茶业发展。龙坞茶镇是浙江省级特

色小镇，是西湖龙井最大的产区，被称为“万担茶乡”，茶镇核心区的九街是中国首个茶主题文化产业园，于 2018年正式开街，

总建筑面积约 10万 m
2
，包含了茶叶销售、茶叶研究、科学饮茶、茶衍生品销售、茶学培训等茶主题业态。目前，九街已入驻联

合国粮农组织政府间茶叶工作会议世界茶叶市场分析和贸易促进工作组、中国茶产业联盟杭州办事处等一系列影响力重大的茶

机构，同时，浙茶集团、艺福堂等数十家茶界龙头企业和品牌也落户于此。 

2.2以茶业“两会”盛事聚焦行业关注 

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杭州开幕，规划将来在龙坞茶镇举办。这一历史经典特色小镇成为了弘扬

茶文化、发展茶产业的世界之窗，使“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口号愈加名不虚传。当前，连续举办七届的中华茶奥会也在龙

坞茶镇每年按期举行，未来龙坞茶镇以打造“国际茶产业会展小镇”和“互联网+茶产业”为目标，以更高的战略格局和高瞻远

瞩的定位，更快更好地实现茶产业三产交融，成为茶产业链全方位发展的标杆。 

3 政策引导“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现代茶产业 

3.1“三产融合”发展模式的兴起 

现如今农业发展包含三大产业，一产指农产品生产，农业生产应做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致力于发展现代化高水平农业；

二产是农产品加工业，指以农产品原料为基础进行的工业加工生产活动；三产是农业相关服务业，致力于拓宽农业发展渠道，

将农产品功能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与多元化。三产融合发展就是通过对三个产业间进行相互融合，扩大产业范围，使产业内容多

元化，产业功能多样化，产业水平得以提升，从而实现发展方向的发散性，发展方式的创新性，有助于形成新产业、新技术、

新商业模式、新空间布局等。 

茶产业三产融合中第一产业为茶叶种植；第二产业为茶叶加工商品化生产；第三产业为以商贸服务为主线的茶叶销售、茶

文化营销。三产融合使茶产业资源配置得以优化，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共赢的盈利方式来改进和创新融合发展模式。据

统计，到 2020年，浙江省茶园总面积约 20万 hm2，茶园和茶厂的规模和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推进了茶产业链的全方位建设，

达到了融合发展。同时，茶产业一产达到 200 亿元、二产达到 300 亿元，三产达到 500 亿元，茶产业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下的朝阳产业，以“高效生态、特色精品”为目标，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发挥本省茶产业资源与技术优势，通过“互联网+”

等新型方式将现代发展理念运用到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鼓励发展“机器换人”“电商换市”、精深加工和全产业链建设，有

助于乡村振兴建设工作的开展。 

3.2茶产业“三产融合”的主要模式 

农业内部有机融合模式。将农牧、农林、循环作为导向，一些资源、废弃物被综合利用，农业潜力激发，如台州方山云雾

山庄、松阳大山原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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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发展融合模式。从基地到加工，到仓储智能管理、营销体系打造，形成“全产业链”，如羊岩山庄、安吉宋茗庄

园。 

农业功能拓展融合模式。在传统单一农业的基础上将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相互贯通，结合非遗传承、

农耕文化，打造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色的旅游点。 

科技渗透发展融合模式。鼓励推广引入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无土栽培模式、机器人智能臂等，前沿科技融合产业发展，

如仙居台湾农业创业园、采云间九峰山声纳灭虫茶园。 

产业集聚型发展融合模式。产业价值的提升主要是通过一乡(县)一业、一村一品促进产业集聚，使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协

调，共同推进，如绍兴御茶村抹茶小镇、龙游黄茶小镇。 

3.3茶产业三产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3.3.1民宿与茶产业融合为人民美好生活添彩。 

近年来，浙江茶旅结合、乡村民宿蓬勃发展，为茶产业的发展探出了一条“六茶共舞、三产融合”的新路子，尤以“生态

茶园+茶旅游”的模式促进了茶产业集群的构建和稳步发展，为打造我国大茶业、实现千亿茶产业提供战略参考。2017年，中国

正式进入联合国划分的 20%至 30%富足区间，2018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较上年下降至 28.4%，这反映出了消费不断升级的趋势。

第三次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型伴随着相关产业的增长，其中休闲旅游业增长势头强劲，到环境优美的郊外养生休憩，成为许多城

市居民的节假日首选。截至 2018 年，浙江省公安在册登记的民宿的总床位数已经超过星级酒店的总规模，年营业收入超过 50

亿元，相关就业人数超 10万人。民宿行业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选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途

径与重要载体。 

3.3.2茶园休闲综合功能优势逐渐显现。 

重点产茶市县区将茶山、茶园的壮丽风景和乡村瓦舍的风土人情相结合，使其互相衬托，形成独具特色的优美茶乡。地处

于杭州西湖附近的梅家坞茶文化村，是西湖龙井茶一级核心重点产区之一，茶园面积约 200hm2，茶园内主道旁座落了许许多多

独特且精致的农家茶楼和民宿，一年四季茶韵飘香，引来大批游客休闲品茗。例如座落于梅家坞 2 号的浙茶梅坞庄园，将传统

元素与轻奢时尚融为一体，集合了生产加工、体验消费、培训服务、文化交流等作用，不仅能向游客展示西湖龙井加工全过程，

更为游客提供一个深入直接的了解茶叶、交流茶艺、品味茶生活的平台。 

4 以创新前瞻性理念引领助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4.1“接二连三”迈向“第六产业”新高地 

由“三产融合”向“第六产业”锐变。“第六产业”由日本学者首次提出，是指通过对农业产业链的延长，农业附加值的

提高，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联动，从而使农业贯通一二三产业，成为综合性产业，并因此而自育、集成、衍生出新的业态。

与“三产融合”不同，“第六产业”更注重倍增效益。目前，“第六产业”的发展理念已深深地植根到浙江省茶产业发展之中，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产业体系，走全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已经成为浙江激活茶经济的新利器。 

致力于探索打造“第六产业”样板点。样板点位于余杭径山的浙茶集团茶产业博览园，精选茶园核心示范区 33.33hm2、辐

射区 200hm
2
，引进奥地利乃至欧洲先进有机农业生产技术，实行茶园智能化管理。博览园通过文创区演示、手工转磨出抹茶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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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验，弘扬宋式点茶和径山茶文化传承和发展，使得中华民族传统的“吃茶”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园区已经成为了浙江省

农业“两区”建设暨产业发展大会现场参观样板点。 

4.2“共享经济”引领茶产业新发展 

现代共享经济理念 1978年被提出，指个体借助由第三方创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从涨潮、退潮再到趋于理性

的过程中，全社会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共享的本质，不是刻意创造闲置，而是合理消化闲置，是将有限资源服务于更多群体，

进行闲置物品的交换与传递，分享个人的知识、经验，或者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 

茶作为一个体量大、覆盖广、产业链长的传统行业，普遍并长期存在经营运作落后的问题。目前，共享经济具有“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的特点，能够实现社群共享、渠道共享、产品共享，是茶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比较典型的茶业共享模式有

三种。一是 F2C 茶园，采取“茶园到消费者”模式，提供茶叶产出、旅游度假、高端社群等服务，完成了将土地资源转移并实

现了“共享价值”；二是 O2O 茶业，采取“线上到线下”共享茶空间的模式，即消费者通过线下体验享受服务，再到线上购买

茶品，实现线上、线下互通；三是 C2C 媒体平台，采取“消费者面向消费者”模式，搭建网络茶社群，让人人都成为茶叶的交

流者、消费者、销售者、创作者，如“人人茶”。 

4.3依托“农合联”组织为农服务助力脱贫攻坚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和关心供销社工作，构建生产、供销与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是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点题、亲自破题的“命题作文”，是一项惠农兴农的重大任务。浙江省台州市供销社积极发展台州

茶产业，传播台州茶文化，全力打造台州农产品公用品牌茶叶子品牌“江南茶祖”，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助力产销整合、

乡村振兴，通过紧紧依托“农合联”组织系统，逐渐提升龙头企业在全省茶产业的引导性和影响力，对接帮扶浙江省及对口帮

扶的贵鄂川等西部茶叶主产区的有关合作社、基地和农户，积极构建以股权关系链接的联合合作商业模式，加强省内外交流合

作。同时，掌握茶企相关信息，研究其通过并购重组步伐以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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