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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山本地和合肥市场，可谓是掀起

了“黄山毛峰”大战。在一些较大的茶叶

市场，“黄山毛峰”出现的频率可谓是最

高。记者从安徽茶叶商会了解到，现在安

徽市场上 60％的“黄山毛峰”却来自外

地，如果任由其蔓延下去，黄山毛峰就会

有沦为“大路货”的风险。

鱼龙混杂的市场，让最大的“黄山毛

峰”茶企谢裕大公司很是忧虑。尽管公司

在全省各地市都有布点，但真假难辩的市

场，不得不一次次改变自己的营销模式。

据谢裕大公司董事长谢一平介绍，目

前除维持现有的直营店和代理商之外，公

司今年将尝试特许经营这一模式，这样更

有利于商品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谢裕大还专门成立了网络营销队伍，

在淘宝网开设专区，建立网络直销平台。

去年第一年尝试，就销售了600万。

谢一平表示，以前黄山毛峰大多重生

产、轻营销，今后这一局面将得到改变。

在合肥，谢裕大目前的营销队伍仅为20

多人，今后将扩大到100多人，立足合肥，

面向全国及海外招募特许经营商，重点开

发上海、北京、陕西等省市和国外市场。

黄山毛峰的市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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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茶应加强品牌战略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夏涛

黄山毛峰、霍山黄芽、六安瓜片……仔

细算算，安徽的茶叶品种真是不少，但听上

去似乎总没有西湖龙井、铁观音、普洱等茶

叶那样“如雷贯耳”。对于这一点，夏涛认

为，安徽茶叶一方面受地域限制，一方面在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自为政，每个品牌都

在抓，但着力点比较弱，因此，我们在茶叶整

个的产业规划上面，应加强品牌建设。

夏涛认为，一个强大的品牌一定要有一

个龙头企业作为发展品牌的支撑，因此培育

和打造大型的茶叶企业，是比较现实的问

题。“有了这个企业之后，再加大市场宣传，

形成强大的链条，同时在品牌形成过程中加

大对品质的提升。”

而对于市面上一些茶叶，动辄被炒到几

千元甚至上万元一斤，夏涛认为，茶叶价格

虚高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有一些茶叶价格和

价值有点背离，动辄上万元的价格已经偏离

了茶叶的本身，“茶叶就是一种大众消费品，

不能把它作为奢侈品。如果大家都是按照

这种文化炒作，把价格炒得很高，老百姓不

喝茶，今后茶叶怎么发展？”夏涛说，业界认

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完全是一种短视

行为。

茶树品种亟待更新改造
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顾公新

安徽省茶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顾公

新表示，徽茶拥有辉煌的历史，品质优良，品

种繁多，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国内国际

市场享有放心茶、健康茶的美誉；但其当下

面临的种种问题仍不容乐观。

茶树品种进入中老年期，亟待更新改

造；山区产茶丛栽的现状使同样面积的茶

园产量不高；无性系良种技术的发展与外

省相比差距大。同时，加工工艺及设备的

陈旧造成了规模化及标准化生产受制

约。产品深加工技术和经销模式相对滞

后、对产品品牌重视程度不够，思路老化，

创新不足，营销队伍能力有待加强，这一

切都是徽茶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制约了

徽茶发展。

他建议徽茶的发展应站在战略的高度，

树立徽茶产业目标，促进全产业链发展，提

升产业链价值，创新规划，健全茶产业的科

学性、经济性、超强性和可操作性。

茶，作为一种特殊的饮品，上可追溯到三皇五

帝时代。神农以茶解毒的故事广为流传，黄帝则姓

姬名荼，荼即古茶字。以至于唐·陆羽《茶经》云：

“茶者，发乎神农氏，起于鲁周公”。

人类制茶、饮茶的最早记录都在中国，最早的

茶叶成品实物也在中国。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茶

文化糅合了中国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

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安徽，气候适宜，茶产业发

展也由来已久。叱咤中国数百年的徽商，其经营的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茶业。以黄山毛峰、太平猴魁、

祁门红茶及六安瓜片为代表的皖产茶也成为中国

茶的一抹风景。

但近年来，随着各地茶产业的不断兴起，徽茶

产业发展现状如何？遭遇了哪些瓶颈？未来又会

如何奔跑？这个春天，皖产早茶还“萌”着未醒，本

报记者兵分各路，从种植到生产，再到营销及产业

链的深加工各个环节，试图从微观和宏观揭开徽茶

产业发展的路线图。

黄山毛峰：高处不胜寒
愿意种茶的人在减少，采摘工也越来越难找
核心茶区遭遇成长烦恼，品牌大战不断打响

记者 张火旺 陈明 文/图

3月21日，黄山下起了雨，气温依旧很低，最低温度2℃。记者来到中国十大名茶“黄山毛峰”的发源地徽州区，在主产地之一的杨村

乡的一片茶山上，茶树刚刚吐出嫩芽。与往年相比，持续的阴雨低温天气，让这个茶季推迟了10多天，茶农和茶企都皱起了眉头。

杨村乡政府大楼，依山而建。背后成

片的茶园，茶农们正在除草。持续的阴雨

低温天气，丝毫不影响杂草的疯长。

今年60多岁的茶农蒋大林，与老伴一

起，佝偻着腰，在茶园里不停地劳作。他

们家共有6亩茶园，由于年轻人大多外出

务工了，全靠老两口打理。

“往年，再过两天，就可以正式开园采

茶了，但今年的茶树刚刚吐出嫩芽，开园

最少也得推迟十天。”蒋大林不无忧虑地

说，茶叶一旦开采，最缺的是人手，特别担

心的是，如果气温突然回升，而且持续较

高的温度，茶叶就会一个劲地吐芽，根本

就来不及采摘。

同行的杨村乡党委书记陈朝胜告诉

记者，在政府的指导下，当地茶企都成立

了自己的合作社，茶农们都跟几家大的茶

企合作社签订了供应鲜叶的合同，实行保

护价收购。为了解决采茶工的问题，乡政

府和几家大的茶企都在积极想办法，主要

是外出招工。“去年一个茶工的工资是每

天80元，今年估计要涨到100元。”

但难题仍然存在。记者从谢裕大杨

村茶厂了解到，早期制做的顶级黄山毛

峰，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初展，而这样的

鲜叶，一名采茶工一天也只能采摘4两左

右。而如果采摘不及时，势必会影响到特

级黄山毛峰的产量。

“黄山毛峰只生产一个月的时间。”谢

裕大杨村茶厂的一名负责人谢兴水称，为

了提高茶农的积极性，开园的鲜叶收购价

涨得很高，去年达到每公斤320元，今年

的价格肯定还会上涨。

一个茶农的守望

徽州区富溪乡，是黄山毛峰的核心产

区，建有生态茶园17100亩。每年到了开

园的时节，自然是一派繁忙的茶事景象。

买正宗的黄山毛峰，就到徽州区。但

早些年开始，就有邻县的茶农将鲜叶挑到

富溪乡，冒充当地的鲜叶出售给茶厂。黄

山毛峰嫩芽肥壮，对土壤、气候的要求十

分独特，外地的鲜叶涌入，必然会造成黄

山毛峰品质的下降。

控制外地鲜叶流入，凭身份证交茶，

就成了富溪乡每逢茶季的工作重点。茶

厂对茶农出售的鲜叶进行登记，除了保护

价收购之外，年终还会按比例进行返利。

政府则对茶厂进行监管，严格控制来路不

明的鲜叶。据了解，富溪乡政府正在着手

规划建立茶叶鲜片统一交易市场，以彻底

解决茶叶鲜片有序交易，排除安全隐患。

“以这种方式控制黄山毛峰的生产，

以防一些质量不好的黄山毛峰进入市场，

直接影响到优质黄山毛峰。”富溪乡党委

委员方志君表示，他们建议徽州区学习太

平猴魁和龙井茶的经验，申请注册“富溪

黄山毛峰”的证明商标，区别外地品质比

较差的黄山毛峰，只有在徽州区生长生产

的茶叶，才能使用“富溪黄山毛峰”证明商

标销售，加强对黄山毛峰正宗产地高端产

品的保护。

在富溪境内，生产黄山毛峰的茶厂多

达36家，除了4家大厂以外，其余的32家

规模相对较小，茶商们在思考进一步统一

规范黄山毛峰的制作方法。

黄山毛峰制作的关键环节是温火慢

烘，使茶叶保持完好的色泽，又能使茶叶

增强香味。如果制作方法不统一，势必会

让市场上黄山毛峰品质不一。树立业内

公认的行业标准，实施全程质量控制，以

求生产标准化，加工规范化，包装标识化，

营销品牌化，才能在安全的基础上追求高

品质、高档次。

核心产茶区的困扰

记者 董艳芬 宛月琴

其实，不光是黄山毛峰，安徽自古就名茶好茶迭出，在中国十大名茶之中，出

自安徽的茶叶就占了三成。随口叫来便有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六安瓜片、岳西

翠兰、霍山黄芽、桐城小花等等。

它们“跳跃”在全省茶产业版图上，撑起了 200 多万亩的种植面积以及去年

8.7万吨的茶叶产量。这些数字并不寒碜，但由于我省名牌茶叶生产规模不大，龙

头企业带动力弱，近年来全省茶产业竞争力在全国的位次下降，与周边产茶省份

的差距逐渐拉大，存在着类似于种植面积减少、产业化程度不高、品牌制约效应

较明显、营销手段单一、产业链开拓不足等问题。

两个“卖茶”的故事

3月21日，合肥市潜山路与淠河路

交口，江南茗茶城。去年8月以前，这

里还是一座废弃的粮库。

人流量还很少，三三两两的货车

停靠在各个角落。茶城“掌门人”蒋

楠告诉记者，今年的春茶还没有全面

上市，里面忙活的经营户大多销售的

都是外地早茶。这个在原老粮食三

库基础上建立的茶城，占地 110多亩，

是目前国内数一数二的茶叶交易市

场，其中，皖产茶叶的销售占到了 7

成以上。

就在刚刚涉足茶行业的蒋楠在等

待第一拨春茶全面上市时，从省农委

获悉的一个消息却令人相当震惊：曾

经轰动一时的徽府茶行已经销声匿

迹。作为一家现代茶业品牌的运营

商，成立于2005年3月的徽府茶行，曾

代表了安徽茶品牌整合的最新模式，

其首倡的“正装”概念，中高端市场的

定位，创新的强势营销，一度成为安徽

人家喻户晓的品牌。

昨日，无论记者如何在省城各大

超市寻找，也没有搜罗到徽府茶行的

踪影，这才想起，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看

到徽府茶行的广告宣传了。

蒋楠对安徽茶产业的整体感觉是

“尴尬”，虽然是产量大省，但品牌与产

量的地位严重不符。“安徽的茶要想走

出去，还是要打文化牌，要和徽州文化

紧密结合”。安徽在茶商营销方式上，

也滞后于浙江、福建等地，一个细节让

蒋楠印象深刻：他们的店一进门，不管

买不买茶，老板都会泡茶给客人，但安

徽的茶商服务意识还是跟不上。

而省农委特产处相关负责人杨庆

则深入分析，在种植环节，去年安徽种

植面积约200万亩，年产量8.7万吨，这

个数字并不寒碜。但茶叶种植有特殊

性，前期投入较大，3 年后才有收成。

而且，现在农民普遍出去打工，很少愿

意在家种茶，也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采

摘工奇缺。这些都制约了茶叶种植面

积的扩大，也在源头上影响了整个茶

产业的壮大。

在生产环节，目前全省大大小小

的生产厂家约6000家，但规模以上的

龙头企业却屈指可数，不少竞争力小

的企业便逐渐退出了市场，而更多的

加工企业还停留在作坊式的手工操作

阶段，难以适应大市场需求。

而销售环节，皖产茶叶在品牌上

一直很注重，走得也相对靠前，像黄山

毛峰中的汪满田、谢裕大，六安瓜片中

的徽六、一笑堂等，都致力打造品牌。

但跟其他产茶大省相比，品牌打响还

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融入更多的文

化特色。

“尴尬”的安徽茶产业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 2 月 27 日印

发的省政府关于加强茶叶品牌建设进

一步做大做强茶产业的意见，划定了

这样的目标：力争“十二五”末，全省茶

叶一产产值在 2011 年的基础上翻一

番，达100亿元以上，综合产值达300亿

元；全省茶农人均茶叶收入翻一番，茶

产业在全国的位次提升。

根据这一意见，我省将突出重点，

加快推进名牌茶做大做强，再以四大

名茶为引领，做大做强市场主体。特

别是在推动品牌的建设中，意见明确

表示，要加强品牌管理，提升品牌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对品牌企业的生产、加

工、销售和企业管理实行标准化，做到

品牌质量有标准、程序有规范、销售有

标识、市场有监督。

未来 5 年，安徽茶产业的“百亿

梦”，依靠的还需要茶叶龙头企业。根

据规划，未来我省将通过引进大型深

加工龙头企业、扶持省内企业通过兼

并重组等方式，加快培育上市企业和

国内、国际品牌龙头企业。力争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培育 1 个年销售收入

超 10亿元、3个超5亿元、10个超亿元

的茶业龙头企业，培育 2 个茶业龙头

企业上市，2 个茶业品牌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

源头追踪 产业扫描

未来5年的“百亿梦想”

专家把脉

由于林地资源的有限，当黄山毛峰产

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产业势必会受到

制约。徽州区农委茶叶站站长蒋志文介

绍说，目前全区生态有机茶园面积为

52000亩，拥有省市级农业产业化茶叶龙

头企业6家，基本上能满足这些茶企的需

求。

“要扩大黄山毛峰的产量，只有在精

细化管理上做文章，比如加快低产茶园的

改造，加大茶农的种植技术培训，提高专

业化水平。”蒋志文说，只有这样，黄山毛

峰才会还有一个较大的上升空间。

而做为黄山毛峰的茶企龙头老大，谢

裕大公司也在为破局做思考。

据了解，该公司花重金组建成一支36

人的科研队伍，着力在茶叶品质的提升上

做文章。“黄山毛峰走的就是中高端路线，

面对其他品牌比如龙井茶、碧螺春茶、铁

观音等的竞争，黄山毛峰在制作技艺上只

有精益求精，才能让品牌长盛不衰。”谢一

平表示，将以茶叶的精深加工为核心，以

建设天然健康产品和服务一体化的产业

链为目标，向茶园种植和体验基地及终端

产品两头延伸。

面对可能遇到的发展瓶颈，谢裕大正

在悄悄地做起了产业链延伸。去年，该公

司成功收购了一家太平猴魁茶企，此外，

向祁门红茶和龙井茶进军，也正式纳入了

公司的发展规划。

在徽州区潜口镇玉屏山，总面积4000

亩的谢裕大唐模生态旅游观光茶园已经

建成，去年正式对游客开放。以发展新型

农旅结合产业为主题，充分利用谢裕大茶

叶博物院、基地茶叶生产过程和基地生态

环境，为游客提供休闲、观光、体验等服

务，去年，就吸引了数万名游客。

延伸产业链破解瓶颈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文摘：“乐谱中有种符号叫休止符。当奏到休止符时音乐完全停止；事务的发展、我们的一生

也常有休止符，可我们总以为这些休止符就是事情的终了，是我们的末路和尽头。但它们是不能

删的，一删就会破坏音乐的精彩。奏到休止符时，纵然音乐停了，但请记得：这才是精彩之处。稍

待片刻，乐音就要重新奏起。”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

再读3月20日央行储户问卷调查报告：82.5%的人倾向“储蓄”。注意，这里的“储蓄”不等

于“银行存款”，是除“消费”之外的部分，包括存款、股票、基金、债券、理财产品等。购车意愿创

有调查以来新高，说明中国进入汽车消费浪潮变成汽车王国的步伐，任高油价和堵车也无法阻

挡了！

刚吐出嫩芽的茶树

茶农蒋大林和老伴在茶园除草

“百亿梦想”：皖茶下一个5年
十二五末，综合产值达300亿元；全省茶农人均茶叶翻一番
在5年内，培育2个龙头企业上市、1个超10亿元茶业“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