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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发挥专业特长，关注汉中茶叶产业的发展，对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

有所作为，是本研究团队的研究目的。我们从 2000 年申报陕西省教育厅项目

开始，就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早年完成的关于汉中茶叶产业的调研报告《汉

中茶叶产业的调研分析》《汉中绿色经济发展构想》及项目研究报告等为后续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上述成果在汉中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成果也被

研究陕西茶叶产业的学者所采纳，对汉中的茶叶产业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2008 年，团队成员承担了陕西省软科学项目“汉中地区茶产业集约化经

营方法及途径研究”（2008KR050），由于前期工作的基础较好，所以项目研

究的开展很顺利。研究团队在进一步调研、分析、讨论，征求专家意见并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围绕主题形成了 19 篇相关的研究论文、调研报告、工作总

结和研究报告，其中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研究论文达到 12 篇。2010 年，

项目通过陕西省科技厅组织的验收，验收的结论是：项目通过全面的调研与

对比分析及论证，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汉中茶叶产业在集约化经营、集群发

展等问题的思路及办法，以及形成解决汉中地区茶叶产业存在的问题的基本

思路和研究成果。项目组成员以集约化的视点，通过认真地分析研究、研讨

所有的意见和建议，比较浙江、福建和贵州等茶叶主产区的研究成果和具体

做法，逐步形成汉中地区茶产业集约化经营的新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途

径，并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形成研究方案及适应汉中茶叶产业发展的政策建

议。分析问题透彻得当，提出了解决汉中茶叶产业发展的新的方法、途径，

对政府的决策有积极的支持作用。 

本书是对项目研究成果的整理，分为四篇：第一篇简要地对茶叶的发展

史进行了一般性的阐述，目的是让研究者对这段历史给予关注，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第二篇是筛选和整理的部分研究论文。要说明的是，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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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相关数据和结论会因为研究的进程和研究的持续深入存在不同的表

述，请读者注意研究上的时间逻辑，并对研究的进程有一个掌握。第三篇和

第四篇是项目的研究报告等。 

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汉中地区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尤其是汉中市

统计局和西乡县茶叶局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也对支持我们研究工作的省

内专家教授表示感谢！感谢项目验收专家西安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陈菊红教授、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谢立仁教授和西安财经学院

盛碧荷教授等在项目验收时提出的宝贵意见，对项目的后续研究有积极的、

建设性的意义。 

感谢陕西理工学院管理学院李安周教授对项目研究的一贯支持。感谢团

队成员王东生、寇猛、李天芳、牛艳梅、何志军及郭亚锋等对项目研究做出

的贡献，没有你们的协同努力，项目就很难高质量地完成。 

关于主要参考文献，书中所用关于茶的历史资料及著作，多为网上资源，

如《宣和北苑贡茶录》全文为国学导航（www.guoxue123.com）上的内容等，

这里一并感谢，不再列出。 

 

 

郑宽明 

2015 年 2 月于陕西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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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  研究论文及研究报告 

汉中茶叶产业的调研分析 

摘   要   汉中是陕西茶叶的主要产地之一，茶叶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和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来，随着茶叶市

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汉中茶叶产业面

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文通过对汉中茶叶产业的调研和分

析，指出制约汉中茶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强化优势，

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发展机制，走一条独具山区特色的茶叶产

业科学发展之路。  

关键词   茶叶产业；汉中；调研  

 

汉中地处中国西部的陕西南部，长江两大支流汉江、嘉陵江的发源地，

四面环山，四季如春，种茶历史悠久，是茶叶的故乡。由于自然环境的因

素、市场导向及消费趋势的作用，汉中茶产业发展总体是积极的、健康的、

向上的，顺应了需求的变化，满足了消费者的“绿色”倾向。因此，汉中各

主要产茶县的茶产业借此迅速发展，市场的知晓率不断增加，在省内外有了

相当的知名度。但因此而凸现的一系列矛盾，也制约了汉中茶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其市场竞争力明显不足，持续发展的能力几乎没有，更多的时候会出

现恶性竞争，导致利益与市场的双重损失。通过进一步的深层次的分析，汉

中茶叶在有序与无序竞争、眼前与长远利益、内质与品牌、价值与价格、生

产规模与市场需求规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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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及优势 

汉中茶叶产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一是生态环境良好。茶园地处汉江流域、秦巴山区，茶树生长周期较

长，茶叶内含有机物质丰富，氨基酸含量较高，茶多酚含量适中，形成了滋

味鲜爽、甘醇回味、经久耐泡、清香持久的品质特点。茶园周边生态环境较

好，茶园无污染，易开发无公害农产品，尤其适宜开发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

的绿色食品茶、有机茶。  

二是种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茶叶专家考证，汉中是我国较早

的产茶地之一。唐朝时我国最早的一部《茶经》称汉中为“山南茶区”，据有

关资料记载：陕西茶叶产于陕南秦巴山区，是古代巴蜀茶产地的一部分。早

在巴蜀国时期，茶叶即已作为贡品。西周时，茶叶由四川引入汉中郡（今汉

中、安康地区）。及至唐代，梁州（今汉中）、金州（今安康）已盛产茶叶，

而且成为全国八大茶区之一，称作山南茶区。当时山南茶已进入长安市场。

明代，陕西成为汉（汉中）、川（四川）以茶叶易马的全国茶马贸易中心，并

在褒城建立茶厂。褒城茶厂是中国历史上建立最早的茶厂之一。《明史》所载

之《茶法》总计约 4500 字，其中大部分记载了汉中及四川茶的史实。由此可

见，汉中的茶叶发展，就是一部茶文化的发展史，文化底蕴极为深厚。因而在

汉中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借用文化的优势，尤其是三国文化的优势。 

今天，汉中茶叶的发展，强调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在全面提

升茶园管理和茶叶加工水平的同时，积极研制开发名优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

破，研制开发的 36 个系列产品中，已有 18 个获得国家部委和省名牌产品，

午子绿茶公司还获得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目前一些著名的品

牌，如西乡县的“午子仙毫”、南郑县的“汉水银梭”、镇巴县的“秦巴雾

毫”、勉县的“定军茗眉”、宁强县的“雀舌”等畅销全国，每到春茶上市

时就供不应求。  

三是茶园初具规模。到 1949 年年末仅在 3 个主产县就保存采摘茶园

1900 亩，产茶 4.96 万公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扶持发展措施，汉中茶业获得空前大发展。全市先后开办了 200 多

家制茶加工企业，引进 1500 多台制茶设备，形成了一县一品、争奇斗艳的

茶叶生产加工格局。到 2001 年年末，全市茶园总面积达到 29.93 万亩，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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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1 万亩，产茶 355 万公斤，分别占陕西省全省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

56.3%和 53%，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茶叶生产基地。  

四是“绿色”优势。从茶叶种植环境、生长环境上来分析，被誉为“西

北小江南”的汉中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优势，山清水秀，极少有污染，而茶

园主要分布丘陵和低山区。茶区气候温暖湿润，年降水量丰富、适度。辖区

内有佛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洋县朱鹮保护区，今年国家环保总局又批准汉

中市为全国生态示范建设试点地区。茶区无环境污染，生态条件优越，造就

了汉中茶叶“茶香味醇，耐冲泡”的优良品质。  

五是市场前景看好。据专家预测，茶叶将主导 21 世纪的饮料市场，有

机绿色食品茶将主导国际茶叶市场。汉中的茶叶认证工作走在全省茶叶行业

的前列，“午子仙毫”“宁强雀舌”“定军茗眉”“汉水银梭”“秦巴雾毫”等品

牌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加上生长环境的优势，汉中茶叶将走俏国内国

际市场，尤其是发展外向型茶叶经济潜力较大。  

2  汉中茶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中央农业政策的调整，为汉中发展茶叶

产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茶叶产业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观念落后，机制不活。汉中地处陕西省南部，较为偏僻，长期以来

受传统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影响，茶叶重种植、轻管理，重数量、轻质

量，重生产、轻市场，导致宣传力度不够，经营观念落伍，营销知识欠缺，

品牌观念不强，处于低水平的分散经营状态。茶农分散经营面积较大，小生

产与大市场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小农经营方式经受不住市场风险的考验，

导致效益低下，甚至亏损。  

二是缺乏资金，投入不足。基于小规模经营，茶农、茶场积累资本较少

甚至没有，加上管理体制不顺，难以集合优势资源，因而无法得到农业部门

的扶持，没有更多资金投入茶叶生产。各大小茶场负债较多，不良资产难以

处置，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银行不愿投放资金，经营者的积极性受挫。

投资环境难于改善，群众的参与意识、政府部门服务水平与客商要求还有很

大差距，招商引资力度不够。  

三是技术落后，效益不高。虽然技术人员较多，但技术提升环境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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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造成农户种茶方法简单，茶园管理粗泛，不能适时进行施肥、低改、修

剪、采摘，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难度大，与建设高标准绿色生产茶园差距较

大。种植加工技术落伍，致使汉中茶叶占有市场的能力低，茶产品附加值

低，经济效益差。  

四是品牌繁多，名牌优势无法体现。茶叶生产没有龙头企业带动，出现

“散、乱、杂”局面，各大小茶场争相上马，创制名、特、优、新产品。现

有“午子仙毫”“汉水银梭”“秦巴雾毫”“定军茗眉”和“宁强雀舌”等十多

个牌子，茶叶牌子繁多导致各大小集体茶场之间内耗，优势资源无法集中，

浪费严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拳头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  

五是茶文化优势利用欠缺。汉中虽有悠久种茶历史，有一定的茶文化积

淀，但对现在的茶学研究不够。同时，虽然茶叶专业技术人才不少，但高素

质茶艺人才欠缺，加之不重视宣传、普及茶文化知识，缺乏与外界交流沟

通。茶叶产业与文化产业、餐饮服务业以及具有优势的旅游业结合不紧密，

形成“单打独斗”局面。更不会运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来增强汉

中茶叶产业发展的活力。  

六是营销狭窄，市场不大。由于龙头企业不强，营销范围狭窄，许多成

品茶叶很难进入大中城市超市。严格地说，汉中茶产品的开发还处在初级的

阶段，重点只放在了“礼品茶”“关系茶”“政府茶”的开发，难以闯市场。

汉中各地涌现的一批小茶贩，数量虽多，但资金实力不强，销售渠道不宽，

难以拓展市场空间。而目前形成的茶叶交易市场，规模小、档次低，很难有

大作为。政府、企业不注重茶叶营销宣传策划，营销狭窄，市场不大，使汉

中茶叶产业发展举步维艰。  

3  政策建议 

汉中茶叶产业发展要立足优势，克服困难，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发展机

制，走出一条独具山区特色的茶叶产业科学发展之路。  

一是更新观念，创新机制。要破除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落后观念，树

立市场经济的经营观念，以市场决定生产，搞好科学种植管理。既要重视量

的增大，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加大汉中茶叶宣传力度，树立汉中茶叶良好形

象。把一家一户小生产通过加工企业、贩运大户、批发交易市场与国内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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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大市场相连接，着眼于全国和世界市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较少的投

入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树立种茶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坚定信念。  

二是招商引资，增加投入。招商引资是茶叶产业扩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就要求要优化投资环境，兑现优惠政策，落实目标责任，强化服务意识，

加强交流沟通，增进友谊，以优惠政策和诚信、优质、高效的服务吸引更多

的外来投资。要通过招商引资，借助客商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增强汉中

茶叶产业发展活力。也应该多渠道地争取项目资金，借助外力求发展，如争

取国家财政、金融信贷等，用以投入茶叶产业发展，不断增强茶叶产业发展

的强大动力。  

三是依靠科技，提质增效。新发展茶园推广无限系良种，要适时进行低

改、修剪、采摘，科学刨土配方施肥，加大新技术推广力度，提高茶叶生产

的科技含量，建设高标准绿色生产茶园。茶场、种茶大户要提高茶叶加工技

术，不断更新茶叶加工技术设备，改进茶叶加工工艺，分级分次生产市场需

要的茶叶，如开发高档礼品茶、中档盒装茶、低档大众茶等多个品种，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茶叶需求，改善包装、保鲜、装潢设计。按照“绿色、环保、

安全”的茶叶消费时尚，不断开发绿色食品茶，在茶叶市场占领一席之地。  

四是扶强龙头，做大名牌。按照市场运作机制，对全市重点骨干企业进

行扶持，使其发展壮大，走适应汉中茶产业发展的“公司＋基地＋农户”的

产业化发展之路，把分散的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实行规模化经营，树立现代

化经营理念，实施品牌经营，提升产业效益。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品牌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名牌”战略，创造名、优、特、新系列产品，对十多个品牌

实行战略重组，认真选择优势品牌，做大做强这些优势品牌，开发各种绿

茶、青茶系列产品，并形成“拳头产品”。  

五是弘扬文化，升华精神。汉中茶叶产业发展要以茶文化为灵魂。茶叶

是色、香、味、形四美俱全之物，正可与人们追求真、善、美、好的精神相

吻合，喝茶可以松弛神经，调适心灵，升华精神。汉中要注重研究新茶学，

大力发展茶馆、茶艺、茶道，茶园、茶场、茶店、茶馆、茶叶公司要以茶文

化为灵魂，培养茶文化人才，普及茶文化知识，举办茶叶节和茶文化研究

会，增强宣传力度。借用汉中自然环境的优势，大力发展景观独特的茶山旅

游，不断焕发汉中茶叶产业的生机和活力。  

六是扩大营销，开拓市场。要根据茶叶消费需求，茶场、茶叶公司、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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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大户要加大茶叶营销力度，拓宽销售渠道，成品茶叶要争取进入国内外大

中城市超市。要培养扶持一批贩运大户、茶叶经纪人，使之成为汉中茶叶走

向外界的桥梁和纽带。要培育好茶叶交易批发市场，规范市场秩序，建立茶

叶网络电子商务绿色市场，定期举办茶叶交易会和名优茶展销会，扩大国际

国内交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通过营销方式创新开拓汉中茶叶大市场。  

 

（本文发表于《商场现代化》2005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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