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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汇茶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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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 ,制约中国创汇茶业发展的因素是茶叶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国有茶叶企业的经济体制转型不适应症;茶叶税赋重和成本逐年增加;产品科技含

量低 ,档次不高;缺乏国际竞争力;宏观管理失控 ,部门职能作用弱化等。在创汇茶业发

展上 ,应采取培育创汇型龙头企业 ,依靠科技提高经济效益 ,健全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 ,

实施名牌战略 ,发挥无形资产的效应等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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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茶的故乡 ,茶业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占

有重要地位 ,它关系到近亿从业人口的生活与小

康问题 ,对茶区来说它更是支柱产业 ,例如全国

茶叶重点主产区之一 ———福建省宁德市 ,茶业占

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 30%多 ,占山区县地方财

政的 50%—60%。茶叶的年收益养活了全市的

约 1 3人口 ,达 122万人。宁德市的五个山区县

50%以上的农民吃盐 、穿衣 、孩子上学 ,主要靠茶

叶收入 ,对他们来说 ,脱贫靠茶叶 ,致富也要靠茶

叶 。茶叶是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农产品 ,目前 ,

在我国农产品出口中 ,仅次于丝绸 ,占第二位 ,据

国际茶叶委员会 1999年《统计年报》显示 ,中国

1998年出口茶叶 21.7434 万吨 ,占世界茶叶出

口量的 17.2%。发展以创汇经营为目标的高技

术 、高质量 、高标准 、高效益的生产经营型茶业 ,

是迎接入世后中国茶业面临挑战的重要途径 。

同时 ,创汇茶业也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 ,茶

叶是天然 、营养 、保健的多功能饮料 ,它有 60 多

种保健功能 ,20多种药用功效 ,全世界有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亿人饮茶 ,市场很大 。近

百年来 ,茶叶消费是不断增长的 ,年均增长 8%,

专家们预测 ,到 2050年将继续增长 ,预计年均增

长 12%。国内外专家还预言 ,茶将是 21世纪的

主流饮料。

一 、创汇茶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茶叶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茶叶市

场受到其他饮料的冲击。过去只有三大传统饮

料(茶叶 、咖啡 、可可)争夺饮料市场 ,今天更有竞

争强手软饮料(碳酸饮料 、矿泉水 、果汁 、啤酒等)

争夺市场 ,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茶叶国际市

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进口中国茶叶的大买主前

苏联解体后 ,茶叶每年的进口量由过去的几万吨

锐减至几千吨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等国

由过去的政府合同贸易改为自由贸易 ,记帐贸易

改为现汇贸易 ,进口中国茶叶大幅度下降。此

外 ,发达国家中的一些非产茶国也加入茶业市场

的竞争 ,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例如英国加工生

产的立顿 、立享红茶相继进口到中国。

(二)国有茶叶企业的经济体制转型不适应

症　1984年茶叶流通体制改革 ,茶叶由国家统

购包销的二类物资改变为由市场调节议价议销

的三类物资 ,国家对出口茶叶取消财政补贴。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80 年代 ,外贸部门为了多出

口 ,曾采取发放茶叶出口预购金 、生产扶持金 、出

口产品基地专项贷款 、出口创汇留成等多项鼓励

茶叶出口创汇的扶持措施 。80年代中期 ,这些

优惠政策相继取消 。随着茶叶流通体制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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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的取消 ,许多国营茶叶企业未能及时转

换经营机制 ,无法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随

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传统的饮茶方式已不受年

轻人的欢迎 ,而一些企业和部门却对国际市场这

种变化反应不灵 ,致使生产的品种 、加工设备跟

不上 ,产品无法输往国际市场。加上三角债的困

扰 ,造成企业严重亏损 ,直至倒闭。

(三)茶叶税赋重和成本逐年增加　茶叶在

我国是一个高税赋的农副产品 。例如 ,目前福建

茶叶税赋高达 30.1% ,即特产税 20.9%,增值

税 6%,地方所得税 3.2%。按每担茶叶平均价

689元计算 ,每担茶叶应缴税 210.10元 ,税赋重

影响了茶叶价格的上升和企业的经营 。同时 ,近

几年化肥 、农药等农资和电 、柴油 、燃料等能源价

格大幅度上扬 ,茶叶栽培 、加工 、运输等劳务工资

也有较大上升 ,致使茶叶出口成本高涨 ,比较效

益差 ,挫伤了茶叶生产 、经营者的积极性 。尤其

是中国小叶种红碎茶出口价格本来就高于世界

红碎茶价格平均水平 ,国内物价上涨 ,出口成本

大幅度增加 ,使得红碎茶的出口贸易雪上加霜 。

(四)产品科技含量低 ,档次不高 ,缺乏国际

竞争力　中国现阶段的茶叶生产基本上还停留

在传统的手工制作水平上 ,机械化水平很低(宁

德全市采茶机仅有 10 多台),随着技术的外传 ,

具有独特工艺的茶类之别仅在于产地的不同 ,制

作技术如出一辙 。许多品牌茶叶生产规模小 ,产

量少(例如产量居全国第三位的云南茶区 ,单一

品牌产量超过 2000吨的仅有“松鹤牌”下关沱

茶),产品科技含量低 ,大多是初级产品。品牌多

而杂 ,市场混乱 ,造成大量茶叶积压滞销 ,一些茶

农 、茶厂纷纷低价竞销 ,产品包装上不了档次 ,无

法开展广告宣传 。这些情况表明 ,中国茶业经济

实力不强 ,传统产业低效率 、低效益的状况尚未

根本转变 。目前 , 中国有 1700 多万亩茶园 , 59

万吨产量 ,却只有 77亿元的产值 。

(五)宏观管理失控 ,部门职能作用弱化　茶

叶流通体制改革后 ,中国茶叶步入市场经济时

代 ,政府宏观管理体制一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的需要 ,机构没有理顺 ,机制不健全 ,造成管理

失控 ,表现在:盲目办厂 、重复办厂 ,布局不合理

的现象十分普遍;部分工厂 、生产经营单位和个

体经营者避开质量标准 ,放开等级生产 ,粗制滥

造 ,导致成品茶质量下降;投入少 ,职能部门作用

难于发挥 ,科技推广滞后 。例如 ,茶叶技术改进

费被取消后 ,一些部门因缺少专项经费 ,无法将

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加以推广 。

二 、创汇茶业发展的对策

　　(一)培育创汇型龙头企业　中国茶叶生产

的分散经营方式严重制约着创汇茶业的发展 ,要

发展创汇型茶业 ,就要走龙头企业带动基地生产

的产业化的路子 。现有的茶叶企业许多是集体 、

个体小茶厂 ,这些厂规模小 ,设备差 ,技术水平

低 ,经营随意性大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 ,难于同

农户之间形成稳定的产品供需关系 。因此 ,各主

产茶区应选择一些资金 、设备 、技术雄厚 ,发展潜

力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 ,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国

际市场的开拓 ,进而不断扩大对农户的带动面 。

创汇型龙头企业的发展 ,在具体形式上 ,可

以是龙头企业拥有专业农场 ,雇佣农户进行生

产;也可以是企业根据自己产品加工的需要 ,与

茶农签定合同 ,建立生产基地;还可以由企业向

农户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 ,茶农自行产销 ,价格

随行就市。在经济成分上 ,要打破所有制的界

限 ,坚持谁有能力 ,谁当龙头 ,谁当龙头 ,扶持谁

的原则。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上 ,要通过界定企

业产权 ,优化产权结构 ,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密

切结合起来 ,把职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捆绑在一

起 ,通过国家持股 、企业掺股 、个人入股等形式实

行产权多元化改造。在企业管理方式上 ,要狠抓

以质量为核心的经营管理 ,采取请进来 、派出去

的方式对职工进行技术培训 ,引进新的加工技

术 ,按国际标准和客户订单的要求 ,制定生产操

作规程 ,在质量管理上严格把关 ,力求在产品质

量上与国际市场接轨 。总之 ,要以国际市场为导

向 ,以提高茶业比较效益为中心 , 按照市场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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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龙头带基地 ,基地联农户的形式 ,优化组合 ,

对区域性的茶叶主导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 ,系列

加工 ,企业化管理 ,一体化经营 ,社会化服务。逐

步形成种 、养 、加 、农 、工 、贸为一体的生产经营体

系 ,使茶业走上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 、自我调节的

良性发展轨道。

(二)依靠科技提高经济效益　发展创汇茶

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走“高产 、优质 、低耗 、高

效”的道路。首先 ,茶叶生产要向集约经营 、机械

化生产的方向发展。要推广机采 , 降低采茶成

本 。依靠科技大力推进传统大宗茶的制作 、加工

技术的改造 ,加大对有销售潜力的茶制品的技术

投入。其次 ,要做好良种的引进和推广工作 ,加

大良种化进程 。再次 ,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

今后国际茶叶市场的走向一是由中低档向高档 、

优质方向发展;二是由饮料向医疗保健品方向发

展;三是包装向多样化发展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

的新要求 ,要开发多样化 、方便化 、保健化的茶叶

系列出口创汇产品 ,如速溶茶 、饮料茶 、保健茶 、

健美茶等 ,要设计精美的包装 ,提高产品的附加

值 。第四 ,启动茶叶“绿色食品”生产 ,并逐步提

高有机茶生产程度 ,要运用先进的病虫害综合防

治技术 ,保护茶树的生态环境 ,严格控制茶叶中

农药残留量和铜 、铅 、砷含量及黄曲霉素等对人

体有害物质的含量。第五 ,要注意提高农民的科

技素质 、劳动技能 ,安排茶叶科技工作者深入茶

区举办多形式 、多层次的技术培训班 ,在茶树良

种繁育与推广 、优化茶叶产品结构 、改造低产茶

园 、高产优质栽培 、制茶机械设备的革新与改进

及采制工艺等方面 ,对茶农进行科技普及和指

导 。

(三)健全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　政府要从

计划 、税率 、法规等方面对茶业进行宏观调控 。

首先 ,要制定符合实际的茶业发展规划 ,避免短

期行为 。其次 ,要通过税率 、信贷 、保险等多种经

济手段 ,调节茶叶的供求关系 ,引导生产和消费 。

再次 ,通过各种统计 、生产预测和市场信息的收

集 ,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信息指导。要抓紧建

立和健全茶业信息管理系统 ,通过信息网络 ,加

强对世界各国市场的研究 ,及时了解 、分析国际

茶叶市场动态 ,以便及时调整茶叶生产结构 ,提

供适销对路的产品。第四 ,制定有关法规 、政策 ,

规范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济行为 ,保护公平竞

争 ,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铲除和遏制欺行霸市 、

敲诈勒索的黑社会势力。第五 ,进一步扩大招商

引资的力度 ,通过举办各种贸洽会 、展览会 、交易

会等招商引资活动 ,吸引外商投资茶业 。

(四)实施名牌战略 , 发挥无形资产的效

应　今后 ,少数品牌将会在国内外茶叶市场占主

导地位 ,茶叶的生产 、加工 、销售将主要集中在为

数不多的大公司 ,通过大商场 、连锁店 、网络开展

国内外贸易 。因此 ,我们要树立品牌观念 ,实施

名牌战略 ,推动创汇茶业的发展。各主要茶区要

立足于本地区的资源优势 ,根据市场的需求 ,开

发研制有地区特色的名优产品 ,规划和建设好名

优茶的生产基地 。例如 ,宁德市的“鞠岭”牌天山

绿茶系列产品 ,在 1982 年 、1986年两次获全国

名茶之誉 , 1995年获农业部第二届中国农业博

览会金奖 , “紫云银针”获 2000年茶文化国际研

讨会金奖 ,这些名优产品及其他在国内外享有盛

名的名牌产品应大力扶持 ,其采制工艺要规范定

型 ,稳定质量 ,逐步扩大批量生产 ,形成规模效

应 ,并及时申请商标和专利 ,将商标纳入企业的

全面质量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中 ,建立科学的商

标档案管理制度 ,避免假冒侵权商标有可乘之

机。应重视对茶叶品牌的整体包装 ,茶叶品牌要

反映茶叶商品的良好品质。名优茶企业应根据

消费者对茶叶商品要求的多样性 、多变性和个性

化的特点 ,开发和研制新产品 ,以便延长品牌的

生命周期 。要加大对名牌产品的宣传力度 ,提高

知名度 。政府应重视和加强实施名牌战略的组

织和落实工作 ,参与茶叶行业协会研究制定茶叶

名牌产品实施的战略规划及名牌产品的评定标

准 ,严厉打击和制裁假冒名牌商标的侵权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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