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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闽台茶产业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该文从茶树种植品种、生产现状方面简要概括了闽台两地茶产

业的发展现状，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从茶树品种结构变化、茶叶机械改进，以及茶叶生产中产品开发、市

场营销理念等方面总结了闽台茶产业交流与合作所取得的成效，提出促进闽台茶产业交流与合作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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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是福建和台湾的主要农副产品，也是最具

特色与优势的产业之一，闽台茶产业交流有着深厚

的历史渊源。近年来闽台茶产业交流与合作取得飞

速的发展，在相互引进茶叶优良品种、生产技术与

加工设备、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

展。为进一步促进闽台茶产业交流与合作，本文对

闽台两地茶产业发展概况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闽台

茶产业交流与合作发展对策。

１　闽台茶产业发展现状

１．１　福建茶产业

１．１．１　种植品种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

与台湾隔海相望，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境

内山峰林立，河谷、盆地遍布全省，其中山地、丘

陵占全省总面积的８０％以上，素有 “八山一水一

分田”之称，农作物主要以茶叶为主。福建省是多

茶类区，生产县区域分布广，全省有６３个县 （市、

区）生产茶叶，主要分为闽北、闽东和闽南茶区，

闽北地区主要的茶树品种有水仙、肉桂、大红袍、

九龙袍、铁罗汉和名枞等；闽东主要有：福鼎大

白、福鼎大毫茶、福云系列、福安大白茶以及当地

菜茶品种等；闽南茶区主要有铁观音、黄蒳、本

山、毛蟹、八仙、佛手、梅占、金观音和白芽奇兰

等。

１．１．２　生产现状　截至２０１０年，福建省茶园种植

面积达２万ｈｍ２，茶叶生产总产量２６．９万吨，居

全国第１位，作为特种茶主产区，乌龙茶年产１４

万吨，出口量近２万吨。福建省现有国家龙头企业

２家，省部级龙头企业２６家，省厅、市级龙头企

业８５家，３２家茶叶企业先后被评为中国百强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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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其中有２家企业跻身１０强，安溪八马茶业

连续五年蝉联福建省排名第一。福建省现有的生产

模式主要是 “公司＋基地＋农户”和 “公司＋基地

＋市场”，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的连接农户和市

场，确保市场信息能够有效的进行传导，以达到市

场指导茶企生产，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目前，全省形成了以武夷山岩茶为代表的闽北

乌龙茶区，以安溪铁观音为代表的闽南乌龙茶区，

以宁德市为主的闽东绿茶区，以三明、龙岩、南平

市为主的多茶类区，以茉莉花为依托的茉莉花茶加

工区，以及部分的红茶和白茶产区，全省的茶区品

种结构分布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１］，提高了茶叶在

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了福建茶产业迅速发展。

１．２　台湾茶产业

１．２．１　种植品种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架

上，东临太平洋，北通东海，南接南海，属于亚热

带气候和热带气候。据记载台湾茶叶最早是由福建

传入，经过一系列加工技术的变迁形成了台湾特有

的乌龙茶，如冻顶乌龙、文山包种和东方美人茶

等。台湾主要的产茶地区是北部，南部有少量地区

进行种植，目前，台湾茶区已经出现了南移现

象［２］，现有茶园分布在台北、桃园、新竹、苗栗、

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台东、花莲、宜兰等县

市，主要茶树栽培品种除了台湾地区本地山茶及从

印度引入的阿萨姆种外，其余７０余个地方品种主

要由福建茶区引入［３］。目前台湾种植的主要品种有

青心乌龙、青心大有、台茶１２号 （金萱）、四季春

等，其中适制包种茶的有台茶１２号 （金萱）、台茶

１３ （翠玉）号
［４］。台湾主要生产乌龙茶以及少量的

红茶，其中乌龙茶主要以青心乌龙和台茶１２号等；

红茶则是由台茶１８号 （红玉）作为主要的茶树品

种。

１．２．２　生产现状　据台湾 “农委会”统计，２０１０

年台湾地区茶园总面积达１．４８万ｈｍ２，粗茶年产

量１．７万吨，进口茶约３．７万吨，出口量仅约

２６００吨。目前台湾地区主要是一些小的茶庄、茶

行等家族企业，茶厂规模较小，生产条件相对落

后。主要的生产模式采用农户或茶行自产自销，营

销过程中缺乏产业品牌化。目前台湾主要是进口茶

叶，出口很少量的茶叶，随着台湾经济的繁荣，生

活水平大幅度提升，饮茶量大增，导致台湾进口茶

叶量远远大于出口量。

２　闽台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２．１　茶叶卫生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缺少知

名品牌

茶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安

全、卫生的茶叶。目前，国外市场对茶叶产品质量

要求越来越高。茶叶进口国对茶叶质量安全标准制

定得较严，其中以欧盟对茶叶中农残的要求项目最

多。闽台茶叶主要的出口国是欧盟和东南亚等国，

目前欧盟和日本最近新增了一部分农残标准，给闽

台茶叶的出口带来了重重困难。因此，解决茶叶卫

生质量问题是闽台茶产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２．２　茶产业发展遇到瓶颈

目前，福建茶产业发展面临问题主要为：一是

缺乏科技创新，影响产业发展。由于茶企的发展模

式的影响，两岸不能够形成有力的研发团队，导致

创新力度不足。二是生产技术水平不一，大多以家

庭经营模式为主，厂房简陋，生产操作缺少标准

化，缺少龙头企业，导致茶产业发展的瓶颈。福建

省的国内销售的产品还是以铁观音为主，对其他茶

类的市场开发力度还不够，缺少产品创新。

２．３　闽台茶产业交流存在局限性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茶产业的交流与合作的不

断加深，在茶叶相互引种、生产设备与技术、经营

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闽台两地资源

配置方面缺乏有力的规划和引导。而且也出现了一

些新的问题和情况，如引种机制、创新能力以及品

牌建设方面等。

３　闽台茶产业交流与合作成效

闽台茶产业的发展不仅存在各种生产要素的差

异，而且还存在资源配置的差异，但同时具有很强

的互补优势 （表１）。闽台茶产业的合作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体现出各具优势生产要素的互补。

　　台湾地区相对于大陆经济发展较快，引进台湾

的优良品种、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促进福建农业生产科

技的进步［６］。如在茶叶领域台湾具有一些先进的技

术和机械，茶叶精加工和副产品研发方面比福建更

早。而福建茶叶品种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富，

茶叶消费市场广阔。近年来，闽台茶产业的交流与

合作，在茶叶新品种改良、茶叶加工新技术开发和

新机械应用、思想观念转变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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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闽台产茶地区生产要素比较

地区 福建 台湾

土地 土地廉价 土地价格和开发成本高

劳动力

　

劳动力资源相对富足

　

务农者人口老化，劳力资

源短缺

资本

　

资本相对短缺，需要引

进外资

资本相对雄厚，具备向外

扩张能力

市场

　

市场化程度低，产品销

售市场渠道单一

具有成熟的产品营销体

系和市场经营网络

技术

　

现代的管理技术理念普

及不均衡

农业产业现代化技术先

进有一定规模

　注：表中资料根据文献 ［５］内容进行整理分类。

３．１　优化了茶树品种结构

福建省已经引种了金萱 （“台茶２７号”）、翠玉

（“台茶２９号”）、软枝乌龙等品种，不仅为茶树育

种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也改变了福建茶园

品种比较单一的局面，使茶园茶树品种的分布和采

摘时间的调节更趋于合理化。

３．２　改进了茶叶机械

早期，福建乌龙茶的包揉技术还停留在传统的

人工速包阶段，生产效率较低。自从开通海峡两岸

交流与合作后，引进台式制茶机械，并通过仿制和

推广，福建乌龙茶机械得到改进。现在闽南乌龙茶

制作产地都普遍使用台式杀青和包揉设备等机械，

整个福建茶产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地提高。

３．３　丰富了产品花色

随着两地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加深，福建等地出

现了台湾高山茶、金萱茶、翠玉茶等有台湾特色的

茶产品，同时也把福建茶叶的加工技术带到了台

湾，从而使两地可以相互借鉴加工技术的长处，弥

补自己的不足；“台式乌龙茶”工艺的引入，触动

福建乌龙茶在命名上出现了清香型、浓香型和韵香

型等多种花色的产品；入驻福建的台湾茶叶企业加

工和销售东方美人茶，增加花色种类。

３．４　转变了思想观念

在两岸茶企交流中，部分茶农渐渐转变了原有

的小农经济意识，学会根据市场需求，指导茶叶的

生产；同时也纷纷效仿天福茶叶营销模式，在全国

各地进行分批次、有计划的开设茶店和茶馆，拓宽

茶叶营销市场；同时加强产品的外观设计，追求高

档的设计风格。

３．５　拓展了销售市场

台资茶叶企业在福建投资后，他们利用现有的

销售市场网络，运销他们自产的产品；在国内许多

大中城市设立销售网点，开设连锁店，同时福建民

营茶企学习天福茶叶经验，扩大规模经营，在厦

门、泉州和福州等地开设连锁店，大大拓展了福建

省茶叶的国内外市场。

４　闽台茶产业交流与合作发展对策

４．１　树立知名品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闽台未来的茶产业的发展趋势，应朝向质量与

品牌化、小量多样化、质精且具有地方茶叶特色发

展。依各茶区划分特色茶，加入茶叶有机化和农产

品履历表制度，建立茶园观光化方向发展策略。在

茶叶生产方面，要注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茶叶质

量；提倡生态防治等无污染防治，发展有机茶叶；

开发多元化茶叶产品打造品牌文化建设，建立诚实

信用机制，提高两岸茶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４．２　创新求变，实现茶产品的多样化

闽台茶企应该将茶叶产品进行多元化发展，结

合不同的消费群体，生产出各样花色的产品，如速

溶茶的研发使得茶叶冲泡之标准化需更加的简易，

满足现代生活快节奏的需求。目前两岸茶饮料的产

品日渐增多，如原叶、东方树叶等茶饮料产品已经

出现在各个大型超市。随着技科技术的不断投入，

充分利用各种创新的成果，开发茶叶新产品。

４．３　实现优势互补，促进茶产业结构调整

闽台两地在茶业发展方面具有很强的互利互补

性，无论是在茶叶生产的自然资源方面还是在现代

茶业生产要素方面，都拥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

力。提出共同打造 “闽台茶叶共同市场”构想，将

有利于改变海峡两岸目前单一的贸易现状，把零散

的小市场凝结成统一的大市场，使闽台两地的茶叶

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市场，在

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下充分扩大自己的优势效

应，共同分享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取得双向的效

益［７］。闽台茶叶合作可以提高茶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快传统茶业向现代茶业的转变，实现茶产业在第

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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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现代生态农业模式示意图

闽北现代生态农业模式图

　　闽北是福建的绿色腹地，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是闽北人的主要活动。近年来，为促进闽北农业

生产、农民生活、环境生态达到循环和谐共处，福建省农科院 “双百”行动闽北片区工作组确立了

“建设福建绿色腹地，打造闽北现代生态农业”的工作目标。经过努力实践，笔者总结了闽北现代生

态农业模式，其环节和关系如下图。

　　该模式具有普遍适应性，可向以农业生产为主区域推广。模式框架部分说明：（１）畜牧业、种植

业 （含食用菌）、农产品加工、人民生活，是人们的主要活动事项；（２）清水、清洁空气、发电、农

产品、医药，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３）碳排放、粪便、废弃物、污水、废气、废料、下脚料，是

畜牧生产及人们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４）沼气、废品循环利用、沼液、肥料、污水及废气处理，

是人们生产、生活等所必须采取的中间处理环节；（５）种植业、造林，循环利用污染物后回赐给人们

清水、清洁空气。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研究所　吴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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