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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是茶叶原产地，也是产茶大

国。数据显示，中国茶叶产量所占份额一直超

过世界总产量的 35%，茶叶出口量超过世界出

口总量的 20%。其中，有机茶作为中国第一个

颁证出口的有机食品，纯天然无污染，深受国

内外消费者喜爱。

随着有机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的需求量

不断上升，有机茶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前景广

阔，并成为茶农致富的重要经济支柱。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政策利好 有机茶走俏市场

春节刚过，今年的春茶已经悄然上市。

在云南省的天尚集团昌宁生态有机茶基地，茶叶加工车间里机声隆

隆，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加工茶农刚采摘来的茶叶，一股清新的茶香味弥散

在车间里。

“当地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茶农高兴地说，“政府出台了很多优惠

政策帮助我们发展有机茶，种植有机茶让我们尝到了甜头，生活水平也提

高了。”

昌宁县荣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峰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

采访时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生态茶叶契合了这一精神。21 世纪是环保的时代，也是人类

发展与享用有机食品的时代。茶是国际三大饮料之一，与咖啡和可乐齐

名，我们对有机茶今后的发展很有信心。”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简 称

FAO) 的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茶叶量将增至 445 万吨，茶叶的供给

将小幅超过需求，茶叶市场将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因此，FAO

认为未来各个产茶国应当加快开发茶叶增值市场板块，包括特种茶和

有机茶市场。

发展有机茶已成为全球茶叶市场竞争中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缝隙

市场，有机茶受到越来越多茶叶生产国家的关注。

财政补助加奖励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世界第一大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按品种

来分，茶叶有绿茶、红茶、白茶、乌龙茶、黄茶和黑茶六大类。现在，基于食

品的种类与安全，茶叶又有了新的分类，被分为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

有机茶，而有机茶代表了茶的最高安全与环保级别。可以说，有机茶代表

了今后茶叶生产的发展趋势，商机巨大。

“许多国家对农业都实行补贴政策，茶叶种植业也有补贴。在中国，

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往往都是偏僻的山区，这些地区大多财政收入较

差。但这些地区环境好，无污染，土地多，就是没钱，因此地方政府都给予

资金扶持。近年来，做有机茶的环境越来越好，政府明确给生态茶园改造

补贴，市场的诚信度越来越高。”李峰说。

众所周知，有机茶产业作为循环农业和实施农产品标识和可追溯制

度农业的代表，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推动。早在 2009 年，中央一

号文件就明确提出严格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支持建设有机茶生产

基地，积极推进蔬菜、水果、茶叶、花卉等园艺产品设施化生产，为产茶区

的有机茶生产提供了政策扶持。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有机茶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休宁县有机茶的扶持政策是：以财政补助加奖励等方式，激励该县的

茶农采用传统的不打农药、人工除草的种植模式，以提高茶叶品质，发展

该地的有机茶产业。

“人工锄草有补助，现在政策的确好。”休宁县汪村镇汪村茶农李春秀

边锄草边说：“我家春茶出售鲜叶 1900 多斤，新安源民安茶厂已按每公斤

0.4 元标准拿到了补贴，另外还有近千斤夏茶能拿到不打农药、人工锄草

的奖补。”

除此之外，休宁县新安源公司等茶企采取了多种有机茶政策，以发放

茶树良种、有机肥料和人工锄草误工补助等多种方式扶持茶农，鼓励他们

生产更加优质的有机茶叶，促进茶企与茶农双丰收。

目前，茶叶产业已成为该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全县茶农的“绿

色银行”。

促进茶产业升级

有机茶产业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发展有机茶正成为提升茶业竞

争力、推动茶叶出口、扩大茶叶内需的重要手段。

在李峰看来，绿色、有机的种植技术正在悄然改变过去的耕种模式，

开发有机茶的意义不仅是满足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有机农

业的生产方式，提高茶农减少农药残留的意识，改善茶园生态状况，促进

茶叶生产和消费无公害化，从整体上提高茶叶的质量水平，带动茶业相关

产业的发展，促进茶业可持续发展。经过多年的发展，茶叶的种植开发已

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

中 国 食 品 土 畜 进 出 口 商 会 茶 叶 分 会 秘 书 长 蔡 军 认 为 ，茶 叶 生 产

加工贸易一体化趋势将不断增强。茶叶贸易企业建有稳定的原料生

产 基 地 和 加 工 拼 配 厂；茶 叶 加 工 企 业 向 两 端 延 伸，既 直 接 开 拓 市 场，

提高自身营销能力，又通过与茶场、茶农结合建立原料生产基地。随

着 现 代 食 品 加 工 技 术 的 发 展 及 其 在 茶 产 业 上 的 应 用，茶 叶 企 业 要 通

过茶叶的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促进整个

茶产业升级。

华南农业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登良认为，有机茶产业对常规茶产

业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有机茶生产技术将不断渗透到常规茶生产技术

中，常规茶生产将或多或少地采用有机茶生产技术。这种“综合茶生产”

体系将是常规茶过渡为有机茶的主要方式。未来几年，中国有机茶生产

技术和市场体系建设将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茶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市场潜力巨大

饮茶是中国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习俗，茶叶是中国人的第一大饮料产

品。但近年来诸多被曝光的茶叶农残超标问题，令消费者却步，选购有机茶

的用户越来越多，销售商家也日益增多，销量、价格开始日渐走高。

“从目前状况看，中国有机茶产量每年都在增加，但中国有机茶产量

并不高, 不到总产量的 2%，这使得有机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有很大

的市场增长空间。”李峰如此分析，一方面，正是由于有机茶的产量少，价

格比普通茶高出了许多，所以有机茶企业还是收入颇丰，从而促进了有机

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有机茶需求量逐步增大, 产品不愁卖。与

此同时，在国际上，外国人也越来越喜欢饮有机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需

求量很大。

蔡军预测，有机茶作为一种无污染、高品质的茶产品，目前已在世界

上逐渐形成消费时尚，国际市场供不应求，正由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扩

展到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我国大力发展有机茶的助推器。

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米歇尔·奔斯敦曾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茶叶

生产国和消费国，发展茶产业和出口有着巨大的优势，但必须发展有机茶，

中国才有强大的竞争力，才能真正成为世界茶叶“大国”与“强国”。

近年来，有机茶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批有机茶

之乡和有机茶基地的崛起。

昌宁有机茶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昌宁县地处云南省西部，历史上是“茶马古道”的

重要驿站。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昌宁红茶因品质优

异，生产和出口达到高峰，在国内外市场上均具有良

好声誉。

昌宁县属原生态山区。此地空气清新，终年云雾

缭绕，土壤富含茶叶生长的有机质，是一片远离尘嚣

的“世外桃源”。这里低热、温热、温凉、高寒 4 个气候

特征突出，造就了昌宁红茶的独特品质，在国际国内

市场享有盛誉。

据从昌宁县出土的陶器茶具残片考证，昌宁先民

早在公元前 1 世纪的秦汉时代就有用茶饮茶习俗。清

康熙年间，昌宁种植茶叶十分普遍。

几年前，李峰出差到此，发现这里远山含黛，茶

香馥郁，并且他在野生茶树中还看到了两株有 2000

年 以 上 茶 龄 的 古 茶 树 。 通 常，古 茶 树 无 需 管 理，年

复 一 年，会 在 春 天 长 出 新 芽，养 育 着 这 块 土 地 上的

人们。

“ 时 而 还 有 人 前 来 跪 拜，因 为 他 们 的 祖 先 喝 过

这 古 树 上 的 茶，人 们 感 恩 它 的 赐 予，也 感 恩 它 给 当

地人带来的财富。每一株古茶树的年轮里，都隐藏

着 人 世 间 的 兴 衰 。 历 史 是 如 此 的 厚 重，几 百 年，甚

至 上 千 年，每 一 棵 茶 树 几 乎 可 以 成 为 活 着 的 文 物，

向人们诉说过去与未来。”李峰如此回忆说：“ 这里

会 使 浮 躁 的 心 变 得 沉 静 。 一 睁 眼，就 是 醉 人 的 绿，

一 入 梦，就 是 茶 香 。 与 城 市 的 喧 嚣 相 比，茶 乡 就 是

人间天堂。”

一天，李峰仰面躺在参天蔽日的古茶树下，看着

暖暖的阳光倾泻在初春的林间，听着停栖在树梢枝头

上小鸟的鸣叫。忽然，一阵微风吹过，有一片茶叶悠

悠地落在李峰的脸上，如同惊醒了春天里的一帘幽

梦，他立刻坐起来——应该在这里做点事情了。

经过调查，他了解到：茶农其实没挣到多少钱，钱

都被茶叶贩子挣了。即使茶种得好，不见得能挣到

钱，必须把好茶卖出好价钱，做品牌才是出路。

为了让优质茶走出大山，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李

峰建立了昌宁县荣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选用野生

老茶树鲜叶为珍稀原料，延用古茶人采摘工序，制成

“天尚·尚品茗茶”。

昌宁县荣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隶属天尚集团，

天尚集团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城市生活垃圾进

行无公害处理，生产出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光能有

机 肥 产 品，为 发 展 绿 色 农 业 奠 定 了 基 础 。 在 昌 宁，

李峰将光能有机肥免费送给了茶农，并承诺每亩至

少增产 10%。

“事实证明，使用天尚集团的有机肥后，最高的每

亩增产 23%，而且荣祥公司按照地头价，即茶贩子出的

价格，收购我们的有机茶，我们实实在在地获益了。

另外，因为使用有机肥，地方政府也给补贴，每亩补贴

600 元。如此一来，有机茶园便成了茶农的一个聚宝

盆，促使大家快速走上了富裕道路。”一位老茶农高兴

地说。

“刚开始时，以为种有机茶很简单。当看到茶农

在茶地里劳作时，才知道并非如此。因为不使用化

学产品，地里的杂草疯长，有时比小茶树还长得快，

茶农只能弯腰跪地前行，用刀和手除草，整个人几乎

都埋进树丛里，长期以往，膝盖都磨破了，很是辛苦。”

李峰感叹。

多年来，昌宁县政府一直扶持有机茶发展。去

年，天尚集团高层到昌宁考察，在昌宁县政府的支持

下，建立了 2000 亩的天尚集团昌宁生态有机茶基地。

在这里，有机茶生产以规模化基地建设为基础，以农

业龙头企业为主，建立“公司+ 基地+ 农户”的生产模

式，开展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内抓质量，对外抓市场，

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李峰认为，茶叶既是中国传统、优势的农产品，也

是茶农脱贫奔小康的重要经济支柱。有机茶作为 21

世纪朝阳产业，发展前景广阔。荣祥环保公司要继续

整合资源，推动中国有机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古

茶的清香飘遍中国，飘遍世界。

有机茶基地带动农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