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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溪铁观音品牌营销模式与发展对策

陈文盛，范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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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品牌化经营是安溪铁观音取得市场占有率的关键，品牌营销则是品牌化经营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该文

分析了安溪铁观音茶业品牌发展现状，认为安溪铁观音品牌营销模式是以品牌开拓市场、以市场带动生产、以

活动促进销售，就此提出其发展对策应不断夯实质量基础、增强农民品牌意识、整合细小品牌、加强营销渠道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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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是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

素，决定着农产品生产经营的成败。发展农产品品

牌，实施农业品牌发展战略，是提高农业生产发展

水平和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客观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安溪县的经济总量、社

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实现了从 “温饱”到

“基本小康”再到 “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三大

历史性跨越，除了社会资本力与创造力的活跃之

外，更主要归功于铁观音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但

伴随着茶叶市场的不断细化和竞争的激烈化，如果

再单纯依靠原有的品牌营销模式，放缓创新的脚

步，铁观音品牌将失去 “引领风骚”的主体地位。

因此，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农产品品

牌建设和营销模式的创新，成了安溪铁观音如何赢

得市场占有率的关键。

１　理论基础

凯勒［１］认为品牌是名称、标记、标志、设计或

是它们的综合，用于识别商品与服务。品牌是有其

固有价值的，戴维·阿克［２］认为品牌是一种资产，

创新是品牌取胜的关键。关于品牌的经营，科林·

米切尔［３］认为企业的品牌战略应该分为产品战略、

消费者战略和理念颠覆战略，白光［４］则认为应从市

场定位与拓展、形象塑造与宣传、理念创新与提

升、管理优化与创新等方面入手经营企业的品牌。

农产品品牌是由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农业生

产活动获得的产品，经过设计与传播，形成特定的

消费群体、消费和意义、个性、通路特征、价格体

系、传播体系等综合而成的整合体［５］。农产品品牌

经营往往存在地域性的区别与原产地的保护，陈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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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６］认为农产品原产地域品牌具有发生品牌株连危

机的可能性，提出通过原产地域品牌保护机构的保

护、质量明示制度的规范、国家质量标准的强制执

行进行规避。许基南［７］认为产地形象是产品决策的

重要内容，对产品营销有深远的影响，企业应尽量

降低原产地形象的负面影响，通过广告宣传、产品

包装、贴牌生产等手段加强品牌营销。孟祥庆［８］认

为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打造品牌农产品，才能实现农

产品优质优价。

茶叶作为经济农产品，品牌化的经营程度关系

着其产业化发展的经济效益。王丰等［９］认为品牌建

设决定茶叶经济效益的高低，应从茶叶品质、品牌

个性、茶文化、农产品标准化、企业及市场的整合

等方面进行建设。沈佐民等［１０］认为品牌是茶叶无

形资产和无形价值的外在表现，其中包括茶叶产品

的功能、企业与产品形象和消费者心理需求等三个

方面。田宏武［１１］则从闽东茶业品牌发展着手，认

为应实行标准化管理、扩大广告宣传、发展有机

茶、创造良好环境，以促进其发展。

关于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建设与发展，国内学者

也有深入的研究，洪文生［１２］认为依托产业集群建

设 “安溪铁观音”品牌；谢芬等［１３］认为对茶叶企

业必须注重茶文化的挖掘，继续扶持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品牌；余大杭［１４］则透过天福茶业，分析了安

溪铁观音的营销策略；朱鑫榕［１５］认为安溪铁观音

品牌战略发展是政府扶持和引导、茶文化建设、加

大宣传力度、注重品牌保护的结果；陈东灵［１６］认

为安溪茶业的发展须加强文化营销、品牌营销、旅

游营销、绿色营销、网络营销、国际营销、体育营

销、精深加工产品营销、事件营销和茶庄园营销；

李淑燕［１７］认为依靠传统安溪铁观音行业的底蕴，

把茶文化和人性情感融入产品，开发茶叶的第二价

值。

２　安溪茶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安溪县地处福建厦漳泉中间结合部，是乌龙茶

的发源地，铁观音茶叶种植历史悠久，茶文化源远

流长。２０１０年全年茶叶种植面积４００ｋｍ２，２０１２

年全年涉茶总产值１０１亿元
［１８］。全县茶园约４５％

为企业规模经营，５５％为农户所有分散经营，茶叶

年总产量居福建省第一，当前全县８０％乡镇、

６５％行政村、７０％农户，全县１１３万人８０多万人

从事与茶相关的产业，拥有茶业企业５５０多家，

２０１２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７７８元
［１９］ （图１）。

图１　安溪县茶叶总产量、总产值和中国茶都总交

易量、总交易额

注：２０１２年总交易量、总交易额数据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总交易量、总交易额部分数据来源于 《茶世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价格指数与行情分析。

２．１　发展态势良好

茶业是安溪最大的传统特色产业和重要的支柱

产业，涉及面广泛，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形成以

出售茶青为主的种植大户、以制作高质量茶叶为主

的产茶大户，以商贸交易为主的售茶大户三大群

体。调查显示，全县现有茶园面积４００ｋｍ２，其中

铁观音占６５％，２０１０年茶叶总产量６．５万吨，约

占全国乌龙荼总产量的１／３、福建的１／２。目前，

已建成无公害茶叶基地１５３．３ｋｍ２、生态茶园８６．７

ｋｍ２、集中连片优质铁观音基地６６．７ｋｍ２、绿色食

品茶叶基地６６．７ｋｍ２、有机茶基地２６．７ｋｍ２。另

外，茶叶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餐饮服务业、机

械制造业、交通物流业、房地产业、茶乡旅游业等

多个行业的蓬勃发展 （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安溪县各行业产值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 ２３９．１５２４８．９５３０５．９９３５５．８０ ３５１．９８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９．６８ ７．２８ ９．８８ １９．０２ ３１．１７

第三产业 ７８．９７ ８７．３５ ９９．１８１１０．８１ １２３．９１

工业产值 ４９９．７２５０２．０７５１３．９４６６０．２３ ６８７．４７

农村投资 １３．７４ １９．６１ ２５．４３ ２０．８４ ９

　注：数据来源于安溪县统计局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２．２　品牌建设稳步推进

安溪县自发展铁观音茶产业以来开展了多层

次、多地域、多形式的品牌营销活动，策划特色鲜

明的主题营销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涌现了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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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铁观音”、“凤山”、“八马”、“感德龙馨”、“华

福”、“魏荫”、“日春”“颖昌”、“茗山茶”、“华祥

苑”等品牌。２０００年开始，通过兴办茶王赛、拍

卖会、交流会、论坛等重大活动，特别是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开展横跨７个省市的 “安溪铁观音神州行”

系列活动，极大提高了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和

竞争力。

２０１０年４月，安溪首次举办了 “中国安溪铁

观音茶庄园旅游节”；５月，安溪铁观音携手上海

世博会；２０１１年５月，安溪铁观音抱团强势进军

欧洲高端市场；２０１２年３月，安溪铁观音欧洲营

销中心在巴黎开业；４月， “安溪铁观音”公益广

告于央视播出；１０月，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茶都

安溪国际茶业博览会；２０１３年还将举办 “安溪铁

观音·美丽中国行”大型茶文化推介活动。目前，

县政府正积极打造股市的 “安溪板块”。

２．３　市场销售与日俱增

安溪铁观音生产与销售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安溪中国茶都的交易量、交易额逐年攀升。２０１２

年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茶都交易量达１．６万

吨，交易额达１８．３９亿元 （图１）。据安溪茶管会

统计，现有１０万余安溪人在全国各地开设５万家

以上的茶店、茶庄、茶艺馆；在东南亚地区开设

３００多家茶店，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皆有铁

观音茶叶店。国内茶叶市场占有率 （２０１０年）相

比２０００年提高４．６个百分点；世界茶叶市场，已

然形成以日本、东南亚为主，俄罗斯、欧美为辅的

市场，茶叶年销量１．６万多吨。

３　安溪铁观音品牌营销模式分析

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

过政府搭台、文化开道、经贸唱戏［２０］，成功打造

了安溪铁观音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为基础，坚持 “请进来”和 “走出去”发展战

略，健全茶叶营销网络，完善市场服务体系，挖掘

国内需求，积极扩大出口。

３．１　以品牌开拓市场

建立和塑造品牌，以品牌开拓市场。安溪铁观

音茶经过２０多年的品牌建设和营销发展，使其由

原来的地域性农产品变成风靡全球的时尚茶饮品。

２０００年以来，先后制定了 《安溪乌龙茶标准综合

体》 （ＤＢ３５／Ｔ１０３．１－２０００）、 《安溪乌龙茶》

（ＤＢ３５／４０５－２０００）省地方标准、 《地理标准产品

·安溪铁观音》国家标准 （ＧＢ／Ｔ１９５９８－２００４）、

《安溪铁观音》 （ＧＳＢ１６－１８９４－２００５）。由此，安

溪县以此为契机，县政府每年投３０００万～４０００万

元推进品牌建设，加大品牌管理力度，进行铁观音

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建立了品牌营销体系与网络，

扶持和打造优秀的铁观音茶企业，由铁观音茶品牌

主导安溪茶产业发展。

３．２　以市场带动生产

目前，铁观音的主要销售渠道有：乡－镇－村

茶叶市场，中国茶都交易市场，农家收购，自开茶

庄和网络营销等。如安溪县政府斥资建设 “中国茶

都”，占地面积０．１７ｋｍ２，拥有１８６０家商住店铺，

３０００多个交易摊位，设有茶叶质量检测中心、茶

文化研究中心、电子商务网站、茶叶科技咨询服务

中心、中国茶文化博览馆和茶都客运站、酒店旅

馆、文化广场等配套服务设施，集贸易、加工、文

化于一体，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服务配套设施最

齐全的茶叶批发市场，其主要功能是负责茶叶市场

调查分析，以市场为导向，引导茶叶生产经营集约

化。

３．３　以活动促进销售

安溪铁观音品牌营销充分利用了节日会展、活

动庆典、户外广告、宣传造势、茶馆和专卖店营销

等手段，大力宣传茶叶品牌，挖掘茶文化内涵，拓

展高端消费市场。同时，政府为安溪铁观音品牌代

言，以政府公信力担保茶叶生产质量，通过办

“节”办 “展”、开 “会”赞 “赛”，使品牌文化力

不断得到深化，营销渠道不断得到扩展。安溪县每

年开展 “茶王赛”活动，同时配合其他茶事活动进

行宣传，推行茶文化宣传与品牌营销。２０００年以

来，举办了 “中国茶都茶文化旅游节”、“海峡两岸

茶文化交流会”、 “中华茶产业国际合作高峰会”、

“中华茶文化安溪铁观音和谐健康”高峰论坛、“安

溪铁观音神州行”系列活动、“中国安溪铁观音茶

庄园旅游节”、“中国茶都安溪国际茶业博览会”等

活动，大大提高铁观音茶的知名度，拓展了全国性

的茶叶消费市场。

４　安溪铁观音品牌营销的发展对策

４．１　不断夯实茶叶质量基础

４．１．１　全面提高茶叶质量　一方面，政府应继续

加大农民生产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培训与教

育，使茶农不断学习先进茶叶制作技术，科学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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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产，实现生产的标准化、绿色化、科学化，为

品牌建设奠定质量基础。另一方面，茶叶企业应规

范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

从品种选育、虫害的防治、农药使用、仓储等进行

质量监控，同时开展与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合

作，实现茶叶新品种开发、生产工艺创新的校企合

作，以科技进步支撑茶叶质量。

４．１．２　健全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首先，健全茶叶

生产的标准化体系，保证茶叶的优良品质；其次，

继续推进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完善茶农身份认证体

系，增强通过生产和销售链追踪产品的能力；最

后，加强茶叶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突出抓好茶叶质

检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检验技术手段，提升茶

产品检验检测能力和水平。

４．２　继续增强农民品牌意识

品牌建设不仅是培育品牌的过程，也是维护品

牌的过程，进行农产品品牌建设，应该首先形成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首先，重视区域品牌的保

护，规范区域性品牌的授权和许可制度。其次，加

强法律知识宣传普及，强调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提

高农民维护品牌声誉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４．３　整合分散、细小的品牌，稳定市场运行秩序

目前，在铁观音茶叶销售市场中呈现出龙头企

业牵头、中小企业跟进、茶农积极生产的和谐景

象，但由于中小型企业乃至是自体经营茶叶店不良

的经营，致使零散而细小的茶叶品牌充斥茶叶市

场。这些企业或茶叶店往往由于某些不良的行为从

而破坏了安溪铁观音在消费者心中的美好形象。另

外，“一品多牌”造成品牌优势难形成合力，质量

标准不一、等级不明、质优价廉、产品竞争力不强

等，严重阻碍了铁观音的品牌建设和市场占有率的

提高。因此，品牌的整合变显得极为必要，品牌整

合可以在农企自愿的情况下实现双向选择，其过程

必须以保证和提高茶叶质量为核心，增强品牌渗透

力，稳定市场运行秩序。

４．４　加强品牌营销渠道创新

安溪持之以恒地进行品牌推广和宣传，提高了

铁观音茶叶的影响力，增强了美誉度。在抓生产、

做宣传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广大茶农、茶商、茶叶

企业到全国各地开设茶艺馆、专卖店、连锁店，建

立了多样化的营销渠道体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随着茶业市场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仅依靠原有

的营销模式，将会逐渐地脱离现代高速方便快捷的

生活节奏，致使安溪铁观音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下

降。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品牌营销渠道，探索适合

安溪实际情况和符合市场需要的品牌营销模式，以

保持安溪铁观音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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