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理论基础，

对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提升我国

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首先，通过对国际市场占有率、主要进口国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相对出

口优势指数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茶叶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但与其它一些茶叶产

品主要出口国(特别是斯里兰卡、肯尼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其次，通过对茶叶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发现：我国茶叶产业的基本生

产要素相对于某些茶叶主要出口国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中国的高级生产要素基本

处于劣势；我国茶叶产业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地理位置优势；还具有一定的品种资

源、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茶叶国内市场需求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国外市场需求

条件中，绿茶、乌龙茶有一定的开拓空间，但也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同时中国茶叶产

业存在一定的竞争劣势：中国茶叶产品安全和质量状况与其它主要出口国差距较大；

中国茶叶的生产力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大大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出口国；茶

叶优良品种缺乏：整体科技水平与其他国家差距较大；茶叶生产出口企业规模化程度

较低。中国茶叶产业的生产经营者，组织化程度低，科技投入不足，在经营体制、观

念和模式上有待创新，在管理技能、现代营销理念、营销方式和手段等方面也有很大

差距．茶叶企业整体实力较弱：与其他茶叶主要出口国相比，我国政府对茶叶产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宏观调控水平和能力与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并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最后，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

争力的总体评价：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绿茶和乌龙茶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占世界

茶叶出13五分之四的红茶，国际竞争力较低。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二十多年来呈

现下降趋势，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改善。提升中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

策如下：着力依靠科技进步、推行技术创新，提高我国茶叶的出121竞争力；适应茶叶

市场发展趋势，发挥本国比较优势，依据不同茶叶类别，实施不同发展策略；与国际

接轨，建立健全茶叶质量安全体系，实施绿色品牌战略；创新茶时流通市场，实现茶

叶流通体系的现代化；扶持和培育茶qk龙头企业，加强茶Ht出口基地建设；加强茶叶



产业区域布局建设和市场营销战略；发挥政府作用，调整和加强茶叶产业的国内支持

政策。

关键词： 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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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a framework about the index system and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s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ea products in China,with thc foundation of the industr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Michael E．Porte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The main issues ofthe

research are put as the following．

Firstly,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ng of market sharing rate and trading

competitive index，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tea products in China have the relati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however,which is far behind from that of the tea export

countries．

Secondly,after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ng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it was discovered that comparing讯Ⅱl other major tea export countries,

the basic production factors that affecting tea competitiveness has certain advantages，

while the advanced production factors are in inferior position．Chinese tea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n culture resource，breed i'esource and labor recourses．The demand for tea in

the market of China Can grow in a certmn mount，especially the green tea and the wulong

tea，but still will face to drastic competition．However,the sanitary and quality condition of

the tea products in China is far backward from that ofthe other major tea export countries．

Especially，the sanitary safe status in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is much more backward

than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The productivity ofthe tea in China is not only lower than

that ofthe world average level，but also much lower than that ofthe other major tea export

countries．The main reason，which led to this situation,is the household small scaled

scattering operating is still the main form in China；the shortage of good variety as well as

the huge gap in the tea technology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moreover,the

scaled operating level of tea exporting enterprise is lower．The characteristic of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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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determines that the tea market needs the government’S adjustment to get rid off

market failure and to ensul℃ks efficiency．Comparing with other countries,however,the

adjusting ability of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tea products，which has seriously

embarrassed the enhancement of Chinese tea competitiveness，is still far backward for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enhanchu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inally,at the ba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ng，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te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re putting foreword as the following．The

tea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has become lower and lower in recent years。so

some method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The green tea has bi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but the black tea’is very low．So，we should supporting and

cultivating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oftea；improveing the building ofexport base；enforcing

technique innovation，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world；setting up the system of quality

safety,implement healthy trademak strategy；creating modem service system to bring trade

association into play；strengthening the marketing stratage；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S

function，adjusting and enhancing the policy．

Keywords：tea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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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论

1．1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在回归大自然的潮流中，茶

叶必将成为21世纪兴旺发达的“绿色产业”。可以说，茶叶虽然历史悠久但越来越焕

发勃勃生机。自唐宋时期到19世纪30、40年代以前，世界上几乎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生产茶叶、销售茶叶。19世纪30、40年代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制茶成功以后，世界

上种茶的国家不断增加，在国际市场上与我国茶叶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国在竞争中逐

渐落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茶叶衰落到极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迅速恢

复并不断发展．在国际市场占有份额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然而90年代

以来，我国茶叶出口增长乏力，面临着新的挑战。是什么原因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我

国茶叶出口萎靡不振呢。近来人们已经意识到其主要原因是具有比较优势的我国茶叶

其竞争优势在减弱，具体表现为我国茶叶的成本和价格竞争力较强，但非价格竞争力

较弱，随着国际贸易中对茶叶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使我国茶叶出口受阻，

所以应努力采取对策，提高我国茶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成本和价格优势及某些非价格因素的比较分析，关于我

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全面和系统的有关研究比较少，也就很难提出令人信服的既有

理论依据又切合实际的提高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正是基于此，本研

究的主要目标是：以迈克尔啵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理论基础，

构造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分析框架，构建和确定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

争力分析的指标体系及其主要决定和影响因素，提出有针对性和切合实际的提高我国

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一方面本研究将有助于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将有助于为

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宏观茶叶产业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客观依据，促进我国茶叶生

产和贸易结构合理化，指导茶叶生产经营者更好地面向世界市场进行生产经营，从而

有助于提高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

1．2研究内容和方法

国际竞争力涉及国家、企业、产j业或产品等多个层次，本文将主要在产业国际竞

争力理论框架范围内，选取我国茶叶产业，对其圈际竞争力状况及其决定和影响因素



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国际比较研究。数据采集计算将基本限定于近20年，茶叶种

类中主要包括红茶、绿茶和特种茶。

本文将主要以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理论基础，

采用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通过与其他茶叶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囡

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决定和影响国际竞争力因素的比较分析，研究和探讨我国茶叶产

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原因，为迸一步提高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和客观依

据。

比较分析法：我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状况，只有通过与其他主要出口国的比较分析

才能明晰。本文将通过我国茶叶国际市场占有率、主要进口国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

指数等的国际比较，来揭示我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变动轨迹。

因素分析法：决定和影响茶叶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比较复杂。本文主要根据波特产

业国际竞争力理论，通过对生产要素条件，国内外市场需求条件，相关供应商和支持

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以及政府作用等因素的分析，来探寻决定和影响我

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原因。

实证分析法：我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地

揭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态势、潜力和变化趋势。无论是茶叶生产、贸易概况的国际比

较，还是衡量其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等，都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1．3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茶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外的主要理论及研究成

果仅涉及宏观经济方面．缺乏令人信服的既有理论依据又切合实际的我国茶叶产业总

体竞争力分析评价。本文通过相关的数据指标分析，对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

状、前景作出了总体评价，并提出了提高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切实可行的建议a

——本文运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茶叶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产业层次上对茶叶产业竞争力的构

成、培育和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突破了目前对于茶叶产业竞争力还仅仅局限

于成本和价格优势及某些非价格因素的比较分析。

——奉文在注重分析我国茶叶现状的同时，充分对比了国外各茶叶主产国及主要

茶叶进口囤的状况：并且注重分析历史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从而得出的结论更客规更

有说服力。



1．4几个相关的概念

茶叶产业：包括茶叶产品及其可替代产品的集合、茶叶产品及其可替代产品的生

产经营活动的集合，以及生产经营茶叶产品及其可替代产品的企业的集合。当然，这

里所说的产品也包括“服务”。

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的更高生产

力，向国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或购买者需求的更多产品，并持续地获得盈利的能力。

农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狭义的农业国际竞争

力包括⋯个国家或地区创造农产品产量的能力、增加农产品产量的能力及生产率水

平；广义的农业国际竞争力不仅包括以上内容，也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给农业带来后

劲的农业基础结构状况、农业科技水平、农业人口素质以及影响农业良性循环的管理

体制与金融环境条件。

比较优势：指各国在士地、劳动力及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源禀赋上存在差异，而使

一个国家可以在某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据此说明其参与国际

分工的依据和条件。

竞争优势：一国企业在特定的业务经营中所具有的能够超越或优于竞争对手的方

面，本质在于企业能够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向消费者提供更高地价值而且保证企业在

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利润水平高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国家钻石体系说：也称“菱形理论”，迈克尔·波特认为一国的特定产业是否具有

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即生产要素条件，国内外市场需求

状况，相关供应商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以及机遇和政府作用。迈

克尔·波特将上述要素列为类似钻石的菱形图，所以称之为“菱形理论”。

2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2．1国外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2．1．1传统贸易理论

——绝对优势论。绝对优势理论贯穿于斯密(Adam 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的始终，是古典经济学论述商品交换和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该理论指

出，困与国之删发生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问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这种绝对成本

的差异既可能来自先天的自然优势．如气候、地理和七壤条件，也可能是由资本积累



和技术进步形成的获得性优势。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导致了两国生产同～产品价格的

绝对差异，使产业和专业化成为必要。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发挥各国的绝对制造优势，

实现分工和专业化的利益。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

无法解释一因在各种产品都具有优势，另一国都居于劣势时仍可开展贸易的现象，因

而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他继承了斯

密劳动分工和自由贸易的思想，进一步扩展了劳动生产率差异作为国际贸易动因和竞

争力来源的适用范围。比较优势理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下得出结论，只要贸易参与

国的生产成本存在一定差异，即使这种差异是相对的，即一国虽然各类产品的劳动生

产率均高于另一国，但高出的程度不同，各国也可以进行分工和贸易，发挥各自的优

势，获得更多利益。筒言之，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论点是：“两利取其重，两劣取其

轻”。时至今日，比较优势理论仍是分析产业间的国际竞争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

一，但这一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李嘉图虽然指出劳动力差异是竞争力的基础，但

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导致劳动力差异的原因：该理论假设机会成本不变，但现实中则是

可变的，在成本递增或递减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的发挥则会出现一定障碍；另外，它

忽视了需求方面对比较优势形成的作用。这些局限性为贸易理论留下了进一步发展完

善的空间。

——要素禀赋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

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昵?瑞典经济学

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_-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

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

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

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

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

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

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

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

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

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

在H一()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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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H_-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得出结论，认为国际贸易发生

所依据的是竞争优势，而一国企业或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规模经

济、产品异质、企业的竞争策略等。据此新贸易理论提出相应政策主张：国家确立本

国的战略性产业，并对这些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

竞争力；通过各种出口补贴，帮助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国际市场；对外国寡头厂商征收

关税，以收取其部分垄断租；以进口保护带动出口。因此，其核心在于通过国家干预

贸易，提高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

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

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

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

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

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

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

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

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

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

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问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

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

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

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2，1．2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el Porter)

于j：世纪90年代系统提出的。他通过对世界上许多国家100多个产业或产业群产生、

发展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概括总结了～国如

何／4。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它的研究成果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的超越。他先后出版



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等论著，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了

产业国际竞争力问题，构建了竞争优势的“国家钻石体系”模型，突破了影响深远的

比较优势理论，创立了新的竞争力研究框架。

图1波特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禹家钻石体系”模型图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

争优势的能力。波特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四组因素决定的：要素条件、需求

条件、相关供应商和支持性产业及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四组因素结合成一个体系，

共同作用决定国家竞争优势。因此，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实际上就是研究这四组

因素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此外，机遇以及政府作用这两个因素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这六大因素共同构成了“国家钻石体系”(见图1)。

波特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超越。他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国家

竞争优势的内涵，指出竞争优势是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全球化及市场竞争发展的结果。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源禀赋上可能是富有的，但有利的条件却不一定能够形成竞争优

势。竞争优势强调的是～个国家或地区的内生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相对于比较优

势，其在国际竞争力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根据波特的理论，～个国家要想使经济实力

和，七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必须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重视国内市场的需求，重视科学



技术和人力资本，重视企业的创新机制与创新能力，重视企业和产业的主观努力。波

特关于国家竞争优势来源的论述，关于取得或保持国家竞争优势途径的探讨，对于任

何一个国家都有重大借鉴意义。波特理论的缺陷在于，其产业竞争力分析的重点是企

业，过多地强调了企业和市场的作用，对政府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描述不够。在

他看来，一个国家要具备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企业或产业的自强不息和创新机制。政

府的作用是纠难市场扭曲，恢复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实行的贸易政策，应该是促进

贸易伙伴之间相互开放市场，而不是相互进行贸易保护。并且，政府的作用只是一个

辅助性因素。事实上，波特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因素都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孕育成熟，

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和引导。

2．1．3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方法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两个著名的国际组织开始就国际竞争力的评价理论与方法

进行研究，并且每年都要提交包括世界工业化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竞争

力报告，这就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研究机构“世界经济论坛”(简称WEF)和总部

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简称IMD)。WEF和IMD都有各自成熟的国际竞争

力评价理论、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做出

调整，因此其研究成果、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被许多国家广泛采用。WEF在2000年

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设计了四个反映国际竞争力的指数：即增长竞争力指数、当

前竞争力指数、经济创造力指数和环境管制体制指数，并分别对其进行摔名，排名的

依据是对影响和决定国际竞争力的8类主要因素——开放程度、政府、金融、技术、

管理、基础设施、劳动和法规制度进行定量分析，数据来源于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和

问卷调查。为了使评价结果更客观，在进行竞争力指数排名时，8大要素内部的予要

素均具有不同的权重。IMD每年出版《世界竞争力年鉴》来公布各个国家的竞争力排

名。IMD认为，国家间的竞争是处在特定环境下的产(企)业的竞争，因此通过评价提

升产(企)业的环境因素来评价国家的竞争力，其具体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技术、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制度等因素。与WEF的评价方法相似。IMD也确

定了八类评价要素，它们是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政府政策及运行、基础设施、金

融环境、科学技术、企业管理、国民素质，每个要素又包括若干个子要素。通过对290

个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其中180个指标来自机构的统计数据，llO个指标来自问卷

调查)来对各个要素进行排名。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通过政府或与企业合作建立了



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机构，同时学术界也从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出发通过单因素或多

因素分析法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国家或企业界提供了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依

据。

2．2国内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我国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1989年，原国

家体改委与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着手进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合作研究，

并于1993年将中国的部分数据纳入全球竞争力报告，1994年中国加入该报告的分项

目比较，1995年中国进行该报告的全部项目比较并参加全球竞争力排序。1996年原

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及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组成中国

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运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方法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

研究，于1997年3月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该报告应用381

个指标数据，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内容涉及到宏观经济、

工业、科学技术、企业管理、金融体系、政府管理等方面。

《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在研究中国农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时指出：

农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狭义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包括

一个国家或地区创造农产品产量的能力、增加农产品产量的能力及生产率水平；广义

的农业国际竞争力不仅包括以上内容，也包括一些国家或地区给农业带来后劲的农业

基础结构状况、农业科技水平、农业人口素质以及影响农业良性循环的管理体制与金

融环境条件。

《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9)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概括如下：从主要

农产品产量、农业发展速度看，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但是从农

业生产率水平、人均耕地面积等方面看，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很低，处于明显

的劣势。不仅如此，由于农业的投入不足、宏观政策倾斜不够等原因，在农业基础设

施、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积极性等方面，中国

农业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农业缺乏长期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可以说，中国是

一个农业大国，但远不是农业强国。

目前利用产业竞争力理论来分析特定产业竞争力现状的成功例证还是很多的，如

乔娟博士所做的《中国肉类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以及赵海燕

博士所做的《中国蔬菜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3)，



他们运用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产业竞争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关于中国茶叶的市场竞争力的论述，近几年才刚刚开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以

下几方面：

中国茶叶流通与加工现状。徐长兴等(徐，2001)认为我国茶叶的发展具有资源、

自然地理、产品种类以及技术各方面的优势，指出我国各地从茶园管理、采摘、初制

到拼配均已形成体系，具有成熟的采摘工艺，能为茶叶出口提供质量稳定、数量充足

的货源；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使茶叶机械装各能力增强；我国拥有大量的茶叶专业人才和

科研桃构。茶农素质、生产实用技术普及率和科技对茶叶生产贡献普遍得到了提高；

传统工艺的开发利用使我国名茶得以发扬光大；强调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茶生产国和

出口国，发展潜力大。

中国茶叶的竞争优势分析。黄福平等(黄，2000)将我国茶园面积、产量、平均

单产以及茶叶出口平均价格同印度、斯里兰卡等竞争对手相比较，认为我国茶叶生产

经济效益和茶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陈

武(陈，1997)通过对1985到1992年中国茶叶的显示性比较优势进行计算，认为这

段时期茶叶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并且将1985至1986年及1991至1992年的中国主

要农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顺序排列，其中茶叶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由第

八位上升到第六位。然而数值由9．87降至7．34。徐志刚(徐，2001)利用国内资源

成本系数法对我国绿毛茶在1993至1998年间的比较优势进行测定，结果表明我国茶

叶生产不具比较优势，经济资源在茶叶生产上的配置即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福利

的损失。然而，他同时指出由于中国各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技术水平存在差异，

用DRCC法测出茶叶生产在陕西、四川、贵州仍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茶叶分品种竞争优势分析。陈宗愚等(陈，2002)在统计茶叶出口贸易量的

基础上指出我国的绿茶和乌龙茶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红茶缺乏比较优势。但乌龙茶、

绿茶园际市场面较窄，开拓市场、扩大出口难度较大。也指出越南、印度、斯里兰卡、

印度尼两亚等国在看到绿茶消费有增长的趋势后也加快绿茶发展，与中国争夺绿茶市

场，国际绿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徐永成(徐，2002)认为中国红碎茶，生产和出口大

幅下降，出口均价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红碎茶总体品质水平不高，中和性不强，在国

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中国茶叶价格分析。许月丽(许，2003)也是通过统计我国茶叶出口贸易量及品

种，认为目|}{f中国的绿茶出口基本上能左右国际市场价格，年出口量占到国际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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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上：出口的红茶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数量，但除个别品种外基本上都是下级

茶，茶价较低。

中国茶叶的发展战略研究。苏祝成等(苏，2001)认为鉴于国际茶叶市场中的红

茶地位，我国引入外国红茶品种又有诸多资源限制，可以借鉴日本投资澳大利亚、利

用澳的资源优势生产绿茶的经验，选择适当的红茶生产国作为我方设立境外独资、合

资、合作企业的进入区位，借助东道国红茶加工、销售等相对优势，生产加工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红茶系列产品，扩大我国红茶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率。另外，苏认为

从历史上看，我国茶叶出口主要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优势，今后茶叶产业的竞争力必然

落实在产业组织载体上。产业组织制度影响着产业运行绩效，进而影响其竞争力。他

对世界主要茶叶生产国市场组织运行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并试图针对我国茶叶产业组

织结构现状提出组织优化的途径即建立茶叶生产农户合作组织模式，为提高我国茶叶

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建议。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对中国茶叶的市场竞争力研究主要是贸易领域出口实绩的

考察，以及生产领域的潜在优势的测定。然而，大多的研究只是笼统简单的比较，没

有具体的指标，或者只给出一个定性的结论，或者只选取某一类的产品进行分析，不

能代表髌个茶叶市场的情况。

3世界和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概况

3．1世界茶叶生产概况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目前，全球约有60个国家种植

茶叶，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茶叶消费的习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茶叶的年

生产量一直稳定在300万吨左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诸多产茶园中，印度、

中国、斯罩兰卡、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茶叶生产量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80％

左右。

世界茶叶生产的基本规律是“南红北绿”，即：低纬度的地区(如印度、肯尼亚)

适宜生产优质红茶，高纬度的地区(如北纬25．30度)最适宜生产优质绿茶。世界茶

叶生产以红茶为主，红茶产量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70％以上。在主要产茶国中，只有

中国、F{本、越南以生产绿茶为主，印尼的绿茶大约占其茶叶生产总量的40％，其

余国家基本上生产红茶。

表1 1992-2003年世界茶叶采摘面积 单位：干公顷



国别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中国 861 901 904 888 89l 889 879 929 898 906 903 898

印度 444 448 426 428 427 43l 434 436 438 440 430 443

斯里兰卡 222 197 187 189 188 190 189 195 189 189 189 189

肯尼亚 t02 105 llO 113 114 114 119 124 130 13fi 140 140

印尼 95 103 llO 113 115 114 llO 110 121 121 122 120

越南 63 63 71 71 71 64 67 70 70 80 98 99

日本 57 56 55 54 53 52 5l 5l 50 50 59 50

马拉维 18 19 19 19 19 19 19 22 18 15 15 18

世界总量 2308 2320 2311 2298 2304 2288 2288 2352 2341 2364 2378 2393

资料来源i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从茶叶采摘面积来看，世界总采摘面积从1992年的2308千公顷增至2003年的

2393千公顷。从2000年到2003年以来呈增长趋势，此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74％。

其中，中国的茶计采摘面积一直位列第一，在2003年占世界总量的37．5％；其次是印

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在2003年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8．5％，．7．9％，。5．O％。

表2 世界主要产荣国产量分析 单位：万吨

国别 】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中国 5B．0 62．1 61． 60．9 64．7 63．7 68．8 69．7 70．4 72．2 76．5 80．0

印度 75．4 70．4 75、3 75．4 76．1 78．9 83．6 85．5 83．5 84．8 84．7 8B．5

印尼 15 4 16．5 13，9 15．4 16．6 15．4 16．7 16．1 16．3 16．5 16．5 16．0

日本 9．21 9．2l 8．63 8．48 8．B6 9．12 8．26 8．85 8．50 8．50 8．40 8．40

肯尼亚 18．8 21．1 20，9 24．5 25．7 22．1 29．4 24．9 23．6 29．5 28．7 29．0

马拉维 2．81 3．95 3．51 3．42 3．了2 4．41 4．04 4．82 4．47 3．68 3．80 4 50

斯里兰卡 17．9 23．2 24．2 24．6 25．8 27．7 28．0 28．4 30．6 29．5 31．O 30．3

越南 3，62 3．77 4，20 4．02 4．68 5．22 5，66 7．03 6．99 7 57 8．96 9．50

I世界 249 262 264 262 270 278 302 307 296 307 3】4 320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箍理)

从茶叶产量来看，世界总产量从1992年的249万吨增长至2003年的320月吨，年均

增速为2．54％。印度是世界上产茶最多的国家，总产量；tjs8．5力1吨，占世界的27．6％；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产茶国，2003年产量达N80．07／吨，占世界总产量的24．9％；斯里

兰卡是世界第三大茶叶生产国，2003年产量30．3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4％：肯尼亚

产量达29．0万吨，占世界产量的9．O％，印尼产量占世界产量的4．95％，土耳其产量

占世界产量的4．08％，上述六国产量占世界产量的79．9％，被称为六大产茶国。

3．2中国茶叶生产概况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叶和使用茶叶的国家。中国茶区辽阔，

分布在北纬18。一37。，东经94。一122。的广阔范围内，从北面的山东半岛到南面

的海南，从东面的台湾到西面的西藏东南部，全国有21个省、市、自治区产茶，包

括福建、台湾、浙江、云南、湖南、安徽、四川、湖北、广东、江西、广西、重庆、

贵州、江苏、河南、陕西、海南、山东、甘肃、西藏、上海等。

2003年，我国茶树种植面积超过“0万公顷，其中采摘面积达N89．8万公顷，占

全球采摘总面积的37．5％，是世界上茶树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纵观茶树种植20余年

的变化，我国茶园采摘面积基本稳定在80万公顷至100万公顷之间，近年来呈现稳定

态势。目前，在我国21个茶叶种植省市中，种植面积在10万公顷以上的有六个省，分

别为云南、福建、浙江、湖北、安徽和四川；其它茶叶种植面积较多的省份有湖南、

贵州、陕西和广东；上述十省的茶树种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86．8％。

表3 我国茶叶生产概况表

年份 茶园采摘面积(万公顷) 产量(万吨) 产量年增长率(％) 人均产量(千克)

1980 106．8 30。4 9．75 0．31

1985 83．4 43．2 4．35 0．41

1990 84．2 54．0 1．12 0．48

1995 88，8 60．9 2．43 O．49

2000 89．8 70．4 2．83 0．54

200l 90．6 72．2 2．55 0．55

2002 90．3 76．5 5．96 O．58

2003 89．8 80．0 4．57 0．59

资料米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4，联合国粮农组织FAOSTAT统计数据库

2003年我国生产茶叶80．0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24．9％，仅次于印度，是世界

第一：大条叶生产国。纵观茶业20余年的产量变化，我国茶叶总产茸。呈逐年上升趋势，



1980年至2003年年均增长率为4．29％；人均产量也稳中有升，从1980年的0．31

千克逐步增长为2003年的0．59干克(见表3)。我国主要产茶省份为福建、浙江、

云南，其次为湖北、湖南和四1il，．k述六省总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5％。

我国茶叶产品结构具有明显的特点：第一，我国是世界上生产茶类最丰富的国家，

各种茶叶均有生产，其中乌龙茶、黄茶、黑茶和白茶是我国特有的茶类，而其它产茶

国只生产红茶、绿茶。第二，我国茶叶产品结构以绿茶为主，而全球茶叶产品结构以

红茶为主。2003年我国绿茶生产占总量的74％，红茶只占4％。第三，茶叶品种向多

元化发展，新产品将成为我国茶叶新的增长点，总的趋势是：绿茶，鸟龙茶快速发展，

红茶持续下降；茶产品质量结构正在朝优质、有机、特色、无公害的方向发展，总体

结构不断优化。第四，茶叶生产区域性较强。绿茶生产中浙江占较大比重，近几年产

量持续保持在全国绿茶总产量的20％以上：乌龙茶生产集中在福建、广东两省，其

中福建乌龙茶产量占全国乌龙茶总产量的75％以上{红茶生产主要集中在云南、湖

南两省，两省红茶产量占全国红茶总量的50％以上。名优茶区主要集中在浙江、湖

南、四jll、安徽等省。

3．3世界茶叶贸易概况

茶叶是世界人们的普遍饮料，而且已成为跨国跨行业的产业。茶叶经济贸易已经

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2002年21个国家和地区茶叶出口金

额达25．2亿美元，其中斯里兰卡6．45亿美元，肯尼亚4．50亿美元，印度3．72亿美元，

中国3．42亿美元，印度尼西亚0．99亿美元，越南0．78亿美元，阿根廷0．40亿美元，

马拉维O．35亿美元，乌干达0．33亿美元，坦桑尼亚O．27亿美元。

表4 1992-2002年世界茶叶出口情况表 单位：万吨、亿美元、美元斤’克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数量 112．6 122．3 106．1 116．8 12l，4 131．6 142．4 136．8 148．9 144．7 135．5

金额 22．7 23．1 20．7 22，8 24．6 29．8 33．6 27．9 29．5 28-3 25．2

单价 2．02 1．89 1．95 1．97 2．28 2．27 2．37 2．05 J．99 1．96 1．87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纵FAOSTAT统计数据库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世界茶叶贸易数量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出口量基本

介于130～150万吨之间，年均增长1．89％。从出H额方面看，1992至1998年呈现

t升趋势．之后在起伏中呈现回落，2002年出L]额达到25．2亿美元。这种结果出现



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出口量起伏中略有回落，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茶叶出口单价的降

低。从出口平均单价来看，从1993年起逐步上升，1998年达到顶点的237美元／千

克，之后逐年降低，近一两年水平达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由主要茶叶出口国出口数量(见表5)可以看出，斯里兰卡、肯尼亚、中国、印

度四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茶叶出口国，2002年的出口总量占世界茶叶出口总量的

67．80％。其中斯里兰卡基本上一直占据世界茶叶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印度曾经于

上世纪80年代位居出口量第一，此后呈现下降趋势；2002年出口量仅列世界第四；

中国茶叶出口上升幅度很大，近几年跃升为第二大茶叶出口国；肯尼亚茶叶出口增长

也较为迅速，从1980年至2002年年均增速达到3．7l％。此外，印尼、越南、马拉维、

鸟干达和坦桑尼距等国出口量也较大，增速较快。

表5 主要茶叶出口国出口茶辟{擞量表(1980--2002) 单位：吨

国家 1980熊 1990年 2000在 2002年

斯里兰卡 184728 216033 287005 290500

中国 116313 202052 230662 252279

肯尼亚 84455 166405 217282 188311

印度 238532 198136 200868 181617

印尼 74211 110959 10558l 100185

越南 8970 16076 55600 74800

英国 24314 36045 2250l 29888

马拉维 31274 41014 69600 32631

乌干迭 526 4760 26388 30379

坦桑尼亚 13289 14902 22797 24306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世界主要茶叶进口国有俄罗斯、英国、巴基斯坦、美国等国，上述四国2002年

的进口总量达到53．5万吨，占世界进口总量的40．3％。埃及、[1本、阿联酋也是传

统的茶n}．进口大国，年进口量超过5力1吨。另外，伊拉克、摩洛哥等国进口量也较大，

并且增速很快，这些茶叶进口大国在历史上就有或者近些年形成饮茶的习惯，进口量

较为稳定，是世界茶叶出口国最为关注的市场。

3．4我国茶叶贸易概况



中国茶叶近些年出口基本情况是出口量增加，出口额基本上稳中有升：但平均单

价下跌，并有可能进一步下跌。出口茶类中，绿茶猛增，红茶下跌，特种茶稳定。

表6 1985--2003年我国茶叶出口状况袭

项 目 1985 1990 1995 2000 200l 2002 2003

出口额(万美元) 29405 41644 27475 34717 34204 33189 36700

出口额年均增减幅度 7．2I％ 一0．85％ 2．60％ 一1．50％ 一2．98％ 5．32％

出口量(吨) 14065 J 202052 166572 230662 249654 252279 259900

出口量年增减幅度 7．5l％ 一2．63％ 6．45％ 9．65％ 1．05％ 3．04％

平均出口单价(荚元／吨) 2091 206l 1649 1525 1370 1320 1413

出口额占全国商品总出口额比例 0．14％ 0．13％ 0．10％ 0．0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86，91，96．01，02，03，04)

注：横线表示数据暂缺，但不影响做总体分析．下同。

通过表6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茶叶的出口特点主要是：

——我国茶叶出口颧80年代呈上升趋势，上世纪90年代有所起伏，2000年之

后稳中有升。1980年我国茶叶出口为14．07万吨，至2003年茶叶出口增加到25．99

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茶叶出口国。茶叶出口在世界茶叶总出口量中所占的比重从

1980年的11．81％增加到2003年的18．74％。同时中国茶叶出口额在全国总的出口

规模中所占比重连年下降。正如表中所列，1998年茶叶出口占我国总出口额的0，2

％，而2000年就下降到O．14％，到2001年茶叶出口只占我国总出口额的O．13％，2002

年仅为0．10％，2003年降为O．09％。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的扩大

和结构的变化，茶叶的出口贸易在我国总的出口规模中的重要性正逐步下降。

——我国茶叶出口的平均单价在逐步的走弱。1990年我国出口的茶叶平均每吨

2061荚元．】995年平均每吨1649美元，降低了20％：2000年只有每吨1525美元，

比1995年降低了7．5％；2002年又降为每吨1320美元，比1995年降低了13．44％。

也就是说，假设不考虑其它因素变动的话，由于茶叶出口价格的下降，使得我国茶叶

出口的贸易条件发生了恶化，虽然2003年反弹为1413美元，但只是反映了国际市场

的暂时性状态，在国际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很难扭转茶叶价格进一步F跌的趋势。

具体原因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细化分析。

一一在我陶的茶叶出口贸易中，绿茶占较大比重，占据世界绿茶市场的份额达



80％左右：红茶出13逐年减少，并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特种茶出口增加，超过红茶。

具体情况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分析。

4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现指标分析

反映产业国际竞争力结果的实现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盈利率、贸易竞争指数、

相对出口优势指数等，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市场占有率和盈利率。由于企业获利情况

的统计资料较难获得，而且当主要分析国际竞争力结果时可以假定其所获利润与市场

占有率为正相关关系。因此主要用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指数来考察我国茶叶产品参

与国际竞争的实际结果，并进行国际比较。

4．1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国际比较

4．1．1总体国际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是反映国际竞争力的最直接和最简单的实现指标，可以表明其在国际

和国内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竞争实力。市场占有率高。国际竞争力强；反之，则弱。

国际市场占有率的简略计算公式为：删si=xi／xw其中：WMSi表示i国茶叶的国际市场

占有率；Xi表示i国茶叶的出口额；Xw表示世界茶叶出口总额。某产业或产品国际

竞争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来判断。1980年～2002年世界八大茶叶出口

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如图3所示。

从出口量国际市场占有率来看，世界茶叶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国家主要有斯里

兰卡、肯尼亚、中国、印度，四国出口总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60％以上，其他较高的

国家有印尼、越南、英国、马拉维等。上述八国出口数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75％以上。

斯里兰卡的出口量稳中有升，2002年达到世界出口量的21．45％；肯尼亚出口在95

年达到顶峰，近些年又呈现回落趋势；中国出口量稳中有升，从1980年仅占世界出

口量的11．82％发展为2002年的18．82％；印度是出口量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80年至今，出口量所占世界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24．25％下降为

2002年的13．41％；印尼出口量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持续保持在7％到9％之间；越南

是茶叶出口量国际市场占有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80年至今已经增长了6倍，

尤其在绿茶出口卜成为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乌干达增长也较为迅速；坦桑尼亚、马

拉维、英国基本维持了本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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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世界茶叶主产国出口量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国际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数据源参照附表1。

图3 主要茶叶山口国出口额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国际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数据源参照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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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茶叶出口额国际市场占有率(图3)可以看出，斯里兰卡茶叶出口的优势避

一步显现，2002年出口额所占比重达到25．82％，主要原因是茶叶出口单价较高；肯

尼亚和中国的出口额国际市场占有率略低于出口量国际市场占有率，说明出口茶叶档

次较低，价格相对低廉：印度出口额占有率下降幅度由1980年的28．72％下降为2002

年的12．96％，退居为茶叶出口第四大国；英国的出口额国际市场占有率是出口量国

际市场占有率的3倍，充分说明了英国出口茶叶的优良品质和高昂价格。

总之，斯里兰卡、肯尼亚、中国、印度一直占据世界茶叶出口的较大份额，国际

竞争力较强。其中前三国占有率基本稳定或里上升趋势，但印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呈

明屁下降趋势，国际竞争力下降明显。越南发展很快，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英国在

出口高品质茶叶方面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4．1．2分品种国际市场占有率

1990年以来，我国出口茶类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我国红茶由于品质低，在国

际市场上竞争力弱，取消茶叶出口补贴后，出口置锐减。红茶出口从1992年的8．04

万吨下降到2002年6．72万吨，其出口金额的下降也较明显；绿茶出口量1992年的

8．63万吨增长到2002年的13．58万吨，增长57．4％，但是同期总出口金额并非每年递

增，在2000年达到最高后又呈现递减趋势。可以推断，我国茶叶出口主要以绿茶为

主，但是绿茶和红茶的单价都有所下降，而且价格的下降幅度大于数量的变化。由于

我国红茶、绿茶出口的情况不尽相同，下面将把两者分开来进行分析。

——绿茶出口

我国绿茶出口总量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在国际绿茶市场占有绝对份额。

1985年，我国绿茶产量为36．5万吨，占当年世界绿茶产量的70％，出口量占全球绿

茶出口量的80VoPA上。2002年，绿茶出口13．58万吨，占全球绿茶出口量的83％以

上。

通过表7可以看出，我国绿茶出口一直占据世界绿茶出口量的较大比重，其它出

口绿茶较多的国家有越南、印尼、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其中越南和印尼绿茶出13增速

高于中国，尤其是越南，1992--2002年出口最增长255％，成为中国绿茶的主要竞争

对手。

将1996--2002年问我国绿茶的出口额分别与世界绿茶出口额进行比较(表8)，

我困绿茶出口额一直占据世界绿茶出口额的较大比重，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同



时应该注意到我国绿茶出口额所占比重在起伏有降低的趋势。说明国际市场上绿茶出

口竞争加剧。

表7 世界绿茶主要出口国出口量lO年对比表(1992—2002) 单位：万吨

1992 2002 出口量增减
国家

出口数量 占全球比重 出口数量 占全球比重 百分比

中国 8．6316 87．13％ 13．5778 83．23％ 57．36％

越南 0．4 4．04％ L 45 8．89％ 255％

印尼 0．453 4．57％ O．8 4．90％ 76．60％

印度 O．25 2．52％ O．3 1．84％ 20％

斯里兰}} 0．1062 1．07％ 0．0836 0．51％ 一21．28％

全球 9．9061 100％ 16．3131 100％ 64．68％

资料来源：中茶网ww．teanet．COin．cn(经作者整理)

表8 1996-2002年中国和世界绿茶产晶出口额概况表 单位：百万美元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 149 224 310 328 343 329 337

中国 123 156 227 230 254 240 235

中国占世界％ 82．55 73．26 70．00 70．12 74．05 72．95 69．14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表9 1992—2002中国绿茶主要出口市场所占比例分布表 单位：％

年 份 1992 1995 1999 2000 200l 2002

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21794 13801 23041 25384 23932 23475

摩洛哥 30．07 18．19 25．87 26．17 23．85 23．11

日本 3．94 9．44 11．66 14．11 20．05 14．75

中国香港 11．42 9．16 2．65 2．48 2．74 3．40

法国 3．64 5．43 5．33 6 97 3．74 1．41

鸟兹别克 1．96 0．52 4．05 2．39 2．20 3．35

英国 0．42 0．69 O．66 O．6l 0．52 0．40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II|}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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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列出了1992—2002年我国绿茶主要的出口国家或地区从我国进口绿茶金额所

占比例的变化。摩洛哥历年来都是我国绿茶出口的最大市场，在1992年出口到该地

区的绿茶占当年我国绿茶出口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从1999年到2002年期间，此份额

都保持在23％以上，但是呈现出缓慢的下降趋势。我国绿茶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闩本，

虽然在1992年在我国绿茶总出口额中只占3．94％，但此后到2001年一直迅速增长，

在2001年占我国绿茶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强。我国对英国的绿茶出口发展缓慢，其

2002年占我国总出口额的比例与1992年相比略有下降。香港地区在1992年前后是

我国绿茶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但到2002年该市场只占我国总出口额的3．4％。另一个

出口份额下降明显的市场是法国，其占我国绿茶总出口额的比例从1992年的3．64％

降至2002年的1．41％。

通过以上对我国绿茶出口量、出口额及其出口市场的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

绿茶的出口量和出口额一直占据国际绿茶市场的较大比重，处于比较有利的竞争地

位，国际竞争力较强。但同时随着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绿茶，绿茶的国际竞争

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绿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在国内市场上，绿茶的

生产和销售却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一些企业为了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尽量压低价

格进行竞争，使得国际绿茶市场价格下降，而其他的企业由于先期大量的投入，退出

竞争会造成损失，不得不参与到竞争中，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市场的边际收益很低，

不少企业不得不以次充好，降低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造成较坏的影响。茶叶销售

以低级的初加工品为主，产品的附加值低。

——钮茶出口

历年来红茶出口占了世界所有茶叶出口的极大份额，对世界茶叶贸易无论从数量

上还是从金额上都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历史上，我国红茶出口占据了较大的比重，

出口量曾长期超过绿茶出口最。但我国红茶生产在气候资源及土壤条件方面一直差于

其它主产国，随着市场对红茶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红茶的出口形势发生了逆转。

表10对中国和世界红茶出口额及中国红茶出口额所占比重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红

茶出口额从1996年起一直呈现递减趋势，年均降幅达到6．26％，并有进一步下降的

趋势。中国红茶出口额占世界红茶出口额的比重也由1996年的13．57％下降为2002

年的4．59％。



表10 1996--2002世界和中国红茶山口额概况表

年 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l 2002

世界(百万美元) 1179 1927 210l 2323 1706 1903 1970

中国(百万美元) 160 176 153 108 94 92 91

中国占世界％ 13．57 9．13 7 2暑 4．65 5．05 4．83 4．59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表11 1992--2002年中国红茶主要市场出口百分比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出口总额 144 163 13l 137 160 176 153 108 94 92 91

日本 23．3 16．0 23．8 27．O 23．9 20．7 22．3 33．8 40．4 41．2 38．2

欧盟 11．6 15．5 15．7 14．2 14．9 14．4 15．6 17．7 12．8 12．8 10．4

中国香港 12．6 9．6 10．9 10．7 9．4 9．9 8．2 13．5 16．9 14．0 17．4

美国 12．5 10．8 12．3 9．3 7．6 7．6 8．2 7．8 8．3 7．6 8．6

饿罗斯 3．4 14．4 4．9 6．3 6．2 4．8 5．4 5．4 2．7 5．4 6．7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日本历年来都是我国红茶出口的最大市场，在我国红茶出口额中所占比例呈上升

趋势，但不是稳步上升，而是增减反复，增加速度最快的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1

年。从20．69％增至41．2％，翻了一番。欧盟在1993至1999年间曾是我国红茶出口

的第二大市场，但从此后迅速减少了从我国的进口，到2002年其占我国红茶总出口

的份额跌倒了十年来的最低．只有10．37％。中国香港从2000年起取代欧盟成为我国

第二大红茶出口地区，而且十年来总体表现为增长。我国红茶对美国的出口从1997

年起比较稳定地缓慢增长，对俄联邦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从1994年开始保持在

5％上下，从2000年到2002年呈现增长，年均增长率为60．1％。

我国国内生产红茶的企业中，比较大的茶场分布在海南、广东、湖南、重庆和四

川等省市，多属于一些国有老场，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下降，红茶出

口效益不佳，国内销售出于饮用习惯问题，也没有广阔的发展|j{f景。虽然国外的红茶

进入中国的市场，带动了中国红茶的消费，但国内的红茶生产厂家却由于技术落后，

产品没有知名度，无法与之竞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红茶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逐渐下降，国际竞争力下降，

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先天生产条件的不足，中国红茶品质明

显差于其它主产国；其次就是技术及设备的落后，产品质量难以提高；再次就是随着

茶叶出口补贴的取消．红茶出口企业利润降低，以前依赖出口补贴的企业转变出口结

构和出口战略所致。

——特种茶出口

特种茶指乌龙茶、普洱茶、茉莉花茶、自茶、名优茶等(如龙并、碧螺春、都匀

毛尖、古丈毛尖、高桥银峰、湘波绿等)。其历史悠久、工艺精湛、外形别致、内质

风格优异，驰名中外．其他产茶国无可比拟，是我国出口的一大优势。日本、香港进

口中国特种茶最多，约占80％眺上。普洱茶、六堡茶、沱茶主销香港、马来西亚、日

本等国。

特种茶出口前景广阔。世界茶叶市场虽以红茶为主，但绿茶、特种茶比例不断上

升，尤其是乌龙茶，10年增长了9倍。2001年，全国出口茶叶25万吨，出口额3．42

亿美元，其中特种茶为6．7万吨，出口额1．6亿美元，分别占总出口量和出口额的27％

和47％。香港、澳门消费的茶叶。70％是普洱茶，中国乌龙茶占日本茶叶消费总量的

15％，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通过以上分品种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绿茶国际市场占有率较

高，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占世界茶叶贸易总额四分之三的红茶，我国的国际市

场占有率很低，并且一路下滑，有迸一步下降的趋势，国际竞争力较弱：我国特种茶

中的一部分由于品种独特、品质优良，虽然市场占有率不高，但发展空间较大，国际

竞争力有上升的趋势。

4．2主要进口国市场占有率

主要进口国市场占有率可反映我国茶叶在主要进口国市场的竟争力状况，对此进

行比较，我国茶叶在主要进口国的竞争力状况会更明晰。在不考虑外商投资企业影响

的情况下，可采用如下计算公式：iMs,：=膨：／M?x100％。式中z懈；为j国i产品

占k国i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M：为k国从j国进口i产品的总额；M÷为k国i

产品的进口总额。

世界茶叶主要进口国有英国、饿罗斯、巴基斯坦、美国、埃及、Fl本、伊拉克、

摩洛哥、伊朗、阿联酋等。英国作为最大的进口国，其进口额一赢保持在世界进口总



额的lO％以上，俄罗斯紧随其后，巴基斯坦、美国、日本一直保持在5％以上，比重

较为稳定；埃及、阿联酋进口所占世界比重稳中有升。我国茶叶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

有摩洛哥、日本、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巴基斯坦等国。其中摩洛哥进口茶叶中

我国茶叶所占份额近几年一直保持在95％以上；fj本进口茶叶中，我国茶叶也一直保

持在30％以上的市场份额，2002年超过40％；乌兹别克市场上我国茶叶市场占有率

也一直保持在50％以上：其他我国茶叶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有美国、马里、

中国香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茶叶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市场占有率较高，但

在英国、俄罗斯、巴基斯坦这世界茶叶三大进口国中，我国茶叶的市场占有率相对较

低，因此如何开拓这几大市场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其他如阿联酋、伊朗、沙特、

埃及等极具开发潜力的市场也值得我们重视。

表12 我国茶叶在世界主要进口国市场占有率分布表 单位：％

进口额占世界茶叶进口总额 从中国进口额占茶叶进口总额

年份 1996 1998 20D0 20Dl 20D2 1996 J998 2000 200I 200口

英国 11．84 11．20 10．65 10．28 10．04 3．48 3．22 2．50 2．62 2．11

俄罗斯 7．55 9．55 7．64 7．27 8．12 5．88 3．67 I．94 3．90 4．98

巴基斯坦 6|37 7．49 7．52 6．34 5．7l 4'87 5．38 2．65 2．86 3．98

美国 5．41 5．58 5．48 6．13 5．67 12-37 10．05 8．89 9．45 10．62

日本 7．48 5．54 7．04 7．40 6．35 27．93 31．28 35．31 43．27 40．09

埃及 3．23 3．05 3．8l 3．54 5．01 1．05 4．25 O．39

伊拉克 0．74 1．31 14．14

摩洛哥 2．14 2．39 2．36 2．11 2．07 30．2l 42．65 95-38 96．19 97．26

伊朗 2．53 0．90 1．82 1．78 0．01 0．09 5．56 2．3l 2．36

阿联酋 3．44 6．44 4．99 3．62 5。42 9’33 5，42 0．62 0．59 0．6l

马里 0．65 0．61 0．41 0．47 O．52 34．28 23．52 89．66 91．66 79．61

鸟兹剐克 0．37 O．25 0’38 0．43 0．55 86，64 100，O 58．89 71．88 56．65

中国香港 2．J6 1．49 l，49 1．49 1．J4 42．34 60．06 48．37 49．78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我国茶叶出口中，日本市场是中国最大的市场，近几年进口额一直占中国总出Lj

额的20％以上；我国对摩洛哥茶叶市场的开拓较为成功，从1996年仪占中国出口额



6．12％发展到2002年的18．50％；马里、波兰、阿尔及利亚进口我国茶叶占中国出口

比重稳中有升：其它国家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俄罗斯、塞内加尔、乌兹别克市场有

较大波动(觅表13)。

表13 世界茶叶主要进口国进口我国茶叶占中国出口茶叶总额 单位；％

1996年 1997经 2000年 2001拒 2002拒

出口总值(千美元) 283500 332477 347142 342037 331890

日本 19．78 16．94 2lIl6 26．40 21．60

摩洛哥 6．12 6．33 19．15 16．70 18．50

美国 6‘35 5．50 4．15 4．77 5．1l

乌兹别克 3．06 5．76 l，88 2．52 2．55

塞内加尔 5．19 5．09 5，43 3．48 2．34

俄罗斯 4．2l 3．45 1．26 2t30 3．33

德国 4，1l 3．47 3．21 2．99 3．13

马里 2．12 1．40 3．14 3．58 3。49

巴基斯坦 2．94 3．95 1．69 I．50 1．93

阿尔及利亚 0，57 O_32 3．13 3．68 3．36

英国 3．90 3．52 2．04 2．22 l_79

波兰 1．8l 1．45 1．47 2．0l 2．20

尼日利甄 1．15 O．76 0．6l O．52 0．80

资辩来源；《中国统计年鉴》(97，98，99，00，01，02，03)(经作者整理)。

通过以上两表的对比分析，一方面我国茶叶出口市场较为广泛，遍及世界一百多

个国家和地区；但另一方面，我国茶叶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一些

国家，相对来说这些国家地区经济较为落后，政局稳定性较差。因此，如何开拓各传

统茶叶消费大国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应该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4．3贸易竞争指数及国际比较

贸易竞争指数表示一个国家的i类产品是净进口．还是净出口，以及净进口或净

出口的相对规模，从而反映某国生产的某种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上供应的其他国家的

该产品来讲，是处于生产效率的竞争优势还是劣势以及优劣势的程度。贸易竞争指数

的计算公式为： (E，一，，)／(E，+I，)。其中E，为产品i的出口总额；，t为产品i



的进口总额。贸易指数为正，表示i类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对于世界

市场来说，该国是i类产品的净供应国。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贸易竞争指数的取

值在一1和l之间，当其越接近l，表明竞争力越强：贸易竞争指数为负值，表明进口

大于出口，竞争力处于弱势。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茶叶的贸易竞争指数一直接近或等于1．00．国际竞争力较

强。同期，其它主要茶叶出口国家(肯尼亚和英国除外)，贸易竞争指数也一直处于

接近或等于1．00的水平。说明这些国家茶叶出口量较大，进口量相对进口来说很小。

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各主要茶叶出口国贸易竞争指数有一定下降(坦桑尼亚，乌

干达除外)，中国已由1990年的0．95下降为2000年的0，91，2002年又降至O．90，

说明进口量的增加速度快于出口量的增加速度，国内市场已经不再完全由本国茶叶品

牌垄断。其它主要出口国家中，印度下降最快，2002年时贸易竞争指数降至0．86，

斯里兰卡、马拉维、孟加拉降幅较小。与此同时，坦桑尼亚、乌干达仍然保持了较高

的贸易竞争指数。英国由于是进口加工后再复出口，所以贸易竞争指数为负值，可见

英国茶叶出口缺乏产业基础，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表14 世界主要茶叶山口国贸易竞争指数

国家 1980年 1985年 1990担 1995年 2000拄 2002年

斯里兰# 1．00 1．00 0．99 0．99 O．98 0．98

肯尼亚 O．90 O．88 1．00 0 99 1．00 O．92

中国 1．00 1_00 0．95 0 93 0．91 0．90

印度 1．00 1．00 1 00 l 00 O．96 0．86

印度尼西哑 1．00 1．00 O．9l 0．99 0．95 O．93

马拉维 1．00 1．OO 1．00 1．00 1．00 0．99

坦桑尼亚 1，OO 1．OO 1．00 I．OO 1．00 1．00

乌干达 1．oo 1．OO 1．OO I．OO l-00 1．00

英国 ．O．5l -0．40 ．0 22 ．O．22 ，0．32 ．0．19

需加拉国 I．00 1．OO lf00 I 00 0。99 O．99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注：此表中由于取两位小数的缘故，部分国家贸易竞争指数为1．00，并不表示该图没有进口，而

是说明相对于出n规模，进口规模很小或没有，因而在计算过程,tl被四舍五入去了．对说明问题

没有什么影响。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我国茶叶贸易竞争指数落后于斯里兰卡、肯尼噩等主要竞争

对手，说明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发展，各主要出口国已经不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非产

茶国家，对出口大国的巨大国内市场，他们也都寄予了很大期望，正努力开拓出口大

国的国内市场，茶叶国际贸易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强。所以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也

一定要重视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

4．4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及国际比较

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可以描述某国或地区，哪种产品的出口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更

高些。衡量一国茶叶相对出口优势指数是用一个国家茶叶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份额

与世界茶叶茶叶出口额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

是：胄倒t=iX了j／芝yI．X=,。其中：Rcxi表示i国茶叶的相对出口优势指数；置代表i

国茶时出口额；∑扎代表j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L代裘世界茶叶出口额，

∑X。，代表世界所有商品出口总额。如果RCXi>I，说明i国茶叶具有相对出口优势：

如果RCXi<I，漫明i国茶叶处于相对出口劣势：若RCXi等于l，则表示处于国际平均水

平．一国的RCxj越大，则该国的竞争优势越大。

表15 世界主要茶叶出口国相对出口优势指数表(1993-2001)

义 1993 1995 1997 1999 2000 200l

中国 6．19 4．09 3．32 3．45 2．92 2．89

斯里兰卡 144．95 215，42 282．09 262．oo 263．92 317．26

肯尼亚 424．14 438．06 364．63 522．43 545．03 480．09

印度 24．36 25．99 25．94 22．64 21．31 18．80

印尼 6．69 4．28 1．74 3．97 3．78 3．96

越南 10．76 7．73 9．95 7．79 10．18 11．67

马拉维 176．63 145．42 145．5】 170．94 297．57 326．57

英国 2．03 1．86 1．60 1．45 1 20 1．39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纵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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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5可以看出，肯尼亚、斯里兰卡、马拉维的相对出口优势指数远远大于其他

几国，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印度的相对出口优势排名第四，越南排名第五，印度尼西亚

排名第六(除了1997年降至第七位外)，英国相对出口优势较弱。中国的茶叶相对出口

优势指数除了1997年排名第六位以外，其余年份一直排在第七，并且总体上呈下降趋

势。这说明我国茶叶的相对出口优势不明显，并且优势呈现缓慢下滑趋势。

通过以上三项指标分析，可以看出斯里兰卡、肯尼亚、印度的茶叶出口最具有竞

争力，越南的竞争力在不断增强，英国的竞争力总体上里现下降趋势。我国茶叶的国际

市场占有率尽管一直保持在10％以上，但与斯里兰卡、肯尼亚、印度相比，竞争优势还

有一定差距。

5影响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大体归结为两个方面，即价格因素和非价格

因素。前者指不同国家的茶叶产业，以相同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谁的茶叶产品

价格较低，谁的茶叶产业就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反之亦然。后者主要包括茶叶产

品的品质、品种、品牌、营销等，即不同国家的茶叶产业，以相同销售价格的茶叶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谁的茶叶产品品质好、品种多、品牌响、营销能力强，谁的茶

叶产业就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反之亦然。在现实经济中，上述这两个因素又是由

许许多多其他因素决定的。比如，茶叶产品价格又与产品生产要素成本、经营规模、

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如果把这些因素的因果关系链一直

往前推溯，几乎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目前，波特的“钻石模

型”己在实际应用中被学者们作为“经济分析范式”运用于不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

析。基于此，笔者运用该模型，对我国茶叶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作出分析评价。

5．1生产要素条件

5．1．1优势因素

——自然资源优势

如前所述，中国茶区辽阔，分布在北纬18。一37。，东经94。一122。的广阔范

围内，从北面的山东半岛到南面的海南，从东面的台湾到西面的西臧东南部，全国有

21个省、市、自治区产茶茶园而积。2003年，我国茶树采摘面积89．82"公顷，占全球

采摘总面积的37．5％，居世界第一，年产量世界第二：我国处于温带，有丰富的生态

资源和茶树种植资源，而其他几个主要产茶国均位于热带地区，不易模仿我国的某些



优势。所以，从自然资源因素这类初级生产要素来看我国茶业具有发展的天然优势。

——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我国是茶叶原产地，我国人工栽培茶树已有3000多年历史，17世纪就有茶叶出

口，鸦片战争前在世界上一直处于称雄地位。我国茶叶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闻名于世

界，这是我国独有的出口茶叶活动中可以利用的一大历史资源。由于宜茶区域广阔，

各区域特有的土壤、气候条件，以及劳动人民的长期精心研究和实践，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绚丽多彩的我国茶文化中所体现的伦理的、哲学的、美学的内涵，在我国茶

叶出口中是一种可利用的丰富的战略性资源。

——地理位置优势

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国，东临日本、北临俄罗斯、西接中亚诸国、隔太平洋与美国

相望，这些国家都是世界茶叶主要进口国或地区。优越的地理优势使茶叶出口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以同本为例．其进口中国茶叶占国内进口茶叶总额的40％左右，与其

他国家相比，中国对日茶叶出口具有运输距离近，时间短，运输成本低的特点。如果

可以利用好地理位置优势，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可以扩大市场份额。

——品种齐全，绿茶特种茶存在优势

我国在世界上茶树种质资源最丰富，我国创造了品种齐全的六丈茶类，使我国具

有丰富的茶叶产品出口资源，特别是我国绿茶在国际市场不仅处于垄断地位而且需求

量有增长趋势。在10％-15％的绿特茶国际市场份额中，我国绿特茶市场占有率高达

8096以上。

——发展有机茶、无公害茶的优势

有机茶是我国第一个颁证出口的有机食品，从1997年开始，由于有机茶显著的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引起广泛重视而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大部分茶

区分布在生态环境好的山区丘陵地带，相当一部分高山区茶园海拔高度500--800米，

有的可达1000--1300米，病虫害较少，生态环境较为优异：一些荒芜和半荒芜茶园，

稍加开发就可以转换为有机茶园，并能形成一定规模。我国目前正在广泛开发无公害

茶，绿色食品茶也有一定规模和成效，年产约l万吨。如将这些产品标准与国际接轨，

可使茶叶出口更快进入规模化。

——劳动力及人才优势

我国有8000万茶农，2000万茶农户，由于户均茶园面积仅0．1公顷左右，人

均则更少，所以茶叶产业劳动力极为丰富。除中国农科院建立茶研所之外，各主要产



茶省建立的茶叶科研单位共15所，lO所高等农林院校设立了茶学系或茶学专业，培养

了大批的茶业各方面的大专本科生、硕博研究生。这些人才资源会对我国茶业的发展

产生巨大影响。

——茶叶深加工起步早

我国茶叶深加工起步较早，仅次于R本，领先于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主要

产茶国。茶饮料、茶多酚等茶叶新产品均实现了产业化，女112001年我国茶饮料生产量

达至lj300万吨，茶多酚的生产量超过了1000旧d。

——民营茶叶加工企业快速发展

近几年，民营茶叶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民营企业的组

织结构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在茶叶加工业中所占的地位不断提高。今后，民营企业将

成为茶叶加工业的骨干力量，对促进我国茶叶加工业发展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1．2制约因素

——经营分散，茶农组织化程度低

茶农平均种植面积不足1亩，茶叶生产中谈不上规模效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

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既制约了生产，也影响了流通。缺少中介服务的茶农

面对的主要是集市贸易形式的初级市场或不同经济形式的茶叶收购站。不仅不可能参

与园内市场大流通，更无法与国际市场相接轨。

现阶段无论是生产、加工还是商业型茶叶企业规模均偏小。世界其他产茶大国

经营规模大。如日本、斯里兰卡每户茶园1公顷以上，最大产茶国印度最大茶园主有

茶园2万公顷，斯里兰卡平均每家加工茶叶550吨，印尼年产茶1500吨的茶厂仅需工人

26名。

——出口茶叶品质下滑

出口产品质量指数是指一国某种出15产品的单位价格指数与该国出口商品价格

总指数的比率。从理论上讲，如果出El产品质量指数呈上升趋势则表明该产品的出口

附加值在增长，即在国际市场上的质量竞争力在上升；如果出口产品的质量竞争力呈

下降趋势则表明该产品出口附加值下降，即在国际市场上的质量竞争力在下降。



袁16 中国和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茶叶质量指数表(．[980--2002)＼ 1980生 1985生 1990年 1995年 2000拄 2002芷

斯里兰卡 1．00 1．08 1．03 1．08 1．23 1．23

肯尼弧 1．00 0．83 0．75 O．75 1．09 0．88

中国 1．00 0．97 O．93 0．86 0．79 0．72

印度 1．00 1．06 1．12 O．98 0．90 0．82

印度尼西砸 1．00 1．06 0．97 0．77 0．73 0．76

越南 1．00 1．16 1．43 1．08 l 33 1．24

英国 1．00 0．87 1．OO 1．04 1．2l 1．16

马拉维 1．oo 1．23 0．86 0．74 1．26 1．17

乌干达 1．00 1．32 1．11 2．39 1．87

坦桑尼砸 1．00 O．83 O．78 O．67 1．1l 0．8I

孟加拉 1．00 J．58 I．t2 O．95 I．08 0．94

资料来源：联台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以1980年为基期。

中国出口茶叶的质量指数从1980年至今一直呈下降趋势，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

势。与其它主要出口国家相比，我国茶叶的出口质量指数处于较低的水平，说明我国

茶叶的质量竞争力较弱；斯里兰卡、英国的出口质量指数基本上一直大于1．00，且呈

现上升趋势，质量国际竞争力强；肯尼距的出口质量指数有所起伏，但下降程度不是

很大，印度质量竞争力近年来也呈现下降趋势，但幅度小于中国：越南、乌干达的质

量竞争力一直高于1．00，主要因为基期(1980年)的价格水平较低所致，但还是较

为强劲。其它国家质量竞争力都有所起伏，总体上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各类出口茶价持续低迷下跌

相同的产品在同⋯市场上，价格越低就越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公认的普遍存在的

事实，也是经济分析的一个基础。因此比较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的销售

价格，可以说明各国同种茶叶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差异，并同世界平均出121价格

相比较，来分析中国及其他主要出13国茶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及其变

化。



图4世界主要茶叶出口国茶叶出口平均价格概况图

从图4可以看出，我国茶叶出口价格在上世纪80年代呈上升趋势，90年代之后

总体上又呈现下降趋势。80年代，我国茶叶出口均价基本同世界均价持平，90年以

后，同世界均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英国、印度、斯里兰卡茶叶出口均价基本上

一直高于世界均价，英国茶叶出口价格甚至是世界价格的3倍，主要原因在于其他茶

叶出口国，尤其是乌干达、印尼、孟加拉、越南同世界均价有较大差距，说明出口茶

叶多为初级产品。

与世界主要茶叶出口国相比，我国的茶叶出口单价明显偏低。2002年我国出口茶

叶的平均单价为1．37美元／公斤，英国为6，42美元／公斤，斯里兰卡为2．24美元，公斤，

印度为1．80美元／公斤，肯尼亚为1．60美元／公斤。我国出13茶叶平均价格偏低，原因

主要有：一是我国茶叶出口企业一直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以量取胜战略，强调以

较低的价格，通过扩大销售量来增加出口收益。这种战略不大重视提高茶叶质量；忽

视对茶叶进行深加工，增加其附加值；不注重创建自己的品牌，运用品牌来进行非价格

竞争。二是近年来我国茶叶出口经营权进一步放开后，一方面增强了出口企业的积极

性，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行业自律性不强，造成低价恶性竞争。这种

低价恶性竞争既损害了我国茶叶出口的总体利益，也容易招致进口国的反倾销行为。

——面临新的技术壁垒，卫生质量有待提高

卫生质量是茶叶质量的重要方面，在当今绿色、健康消费趋势下越显重要。我国

31



茶叶出口卫生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茶叶出口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农药残留

超标是当前我国茶叶出口和内销中遇到的最大的卫生质量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

颁布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简称MRL)标准。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各国，都扩

大了茶叶中农残的MRL检验范围，检验的农药品种由6种扩大至100多种，同时大幅

度降低MRL的值。根据欧盟2002年对世界上32个茶叶出口国和地区的分析结果，残

留水平最高的国家包括中国(含台湾省)、日本、越南。我国作为世界上茶叶出口国

中农药残留超标率较高的国家之一，欧盟执行新的MRL标准，己对我国茶叶生产和

出口形成技术壁垒，造成较大的影响。

——绿茶、特种茶主销市场狭窄，红茶国际竞争力弱

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茶叶，我国茶叶出口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绿茶出口国家和地区达90多个，但主销市场较狭窄。2003年我国绿茶市场l万吨

以上仅两个国家，计6．58万吨，占总量36％。5000吨以上11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3．2万

吨，占总量18．2万吨的72．5％。特种茶主要市场更为狭窄。2003年1000吨以上的仅有

日本、香港、美国、俄罗斯联邦、波兰5个市场，其进口量3．4万吨占总量4．07／吨的

84．3％，销日本特种茶中乌龙茶1．9万吨占总量的47．3％。

红茶国际竞争力弱。在国际茶叶贸易中，红茶占主导地位，出口量占全球茶叶出

口总量的85％以上。我国红茶由于受生态条件制约，品质明显低于印度、斯里兰卡、

肯尼亚等主要产茶国，在国际市场上无竞争优势。过去，我国红茶出口通过补贴，依

靠低价占领国际市场。外贸体制改革后，取消了对出口红茶的补贴，红茶出口大幅度

下降。

——产品粗放，附加价值低

茶叶资源利用不足，精深加工程度不够，高附加值的产品稀少。企业缺乏开发自

身的独特产品或品牌能力，营销意识不强，措施不力，茶叶制品基本上都是初级产品

或原料性产品，效益不理想，制约了茶叶产业升级和利润的提高。首先，茶业科技投

入与推广不足，茶叶生产中科技贡献率低于25％，这主要表现在无性系茶树品种普及

率和单产水平十分低下。目前我国无性系茶树良种普及率只有19％，而日本无性系良

种普及率为93％，肯尼亚为90％，斯里兰卡为55％，印度为30％。2003年我国茶叶单产891

千克／公顷，仪为龄界平均单产的66．9％，与肯尼亚(2071千克／公顷)、印度(1998

千克／公顷)、日本(2063千克／公顷)等国相比，差距更大。第二，出口茶类形态单

一，增值茶开发有限：茶叶产品开发技术不足，使得我国出口茶形态单一，约90％为



传统散茶，对茶的有效成份及有用价值开发有限，在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出口茶叶市场

面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第三，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运用脱节。茶叶科学技

术研究与生产、加工、销售、贸易脱节。

5．2国内外市场需求条件

国内外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任何一种产业中，母国市场

对竞争力的形成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来自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就产

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而言，国内市场的素质比其规模更重要得多。竞争优势理论主要

针对工业制成品。的确，从绝大部分工业制成品看，有一个依托国内市场发育、定型，

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发展经历。但茶叶与工业产品不同，首先，目前茶叶的消费国远

远超过茶叶生产国，这一特征决定了茶叶是一种高贸易率的商品；其次，我国茶叶在

国际市场上已经享有盛誉，长期以来，我国茶叶产量的1／3以上供出口。因此，在讨

论茶叶的本国市场条件时，不能忽视上述因素。

分析茶叶的市场条件，应同时着眼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在巩固和扩张国外市

场的同时，认真思索依托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的可行性。从我国茶叶的内销

市场整体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茶叶已从短缺走向供求平衡，到目前已出现结构

性过剩。对市场需求结构细分后得知，国内市场以绿茶为主，占社会销量的70％左右，

其余依次为乌龙茶、红茶。近几年国内市场名优茶发展迅速，茶叶增产增值主要靠名

优茶。尽管国内市场的主力需求在国际市场上不占有主导地位，但这一独特的市场特

征已成功地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从各地市场状况看。名优茶消费数量多，茶

叶品种多，生产企业数量多，这种市场特征能协助企业掌握新产品信息与走向，刺激

企业不断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生产、销售及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力。

从我国茶叶内销市场的需求规模方面分析，我国茶叶内销市场的需求规模将进一

步扩大。目前，我国人均茶叶消费量只有360克，世界人均年消费茶叶近500克，而且

地区之间差别较大，可见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很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茶叶保健功能的有效发挥和茶文化作用增强。茶叶消费增加是必然趋

势。由于国内需求对茶叶生产的拉动作用很大，国内需求推动茶叶生产质最提高、品

种增加和数量增长，将成为提高我国茶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我国茶叶面临的国外市场条件看，目前全世界进口茶叶的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我国茶叶出口主要集中在20一30个国家，有30％左右的国家我国茶叶产品尚未进



入，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我国绿茶、乌龙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红茶缺乏比较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乌龙条生产、出口国，国际绿茶市场也以

中国绿茶为主。但鸟龙茶、绿茶国际市场狭窄，开拓市场、扩大出口难度较大。近年

来，虽然世界绿茶消费量增长较快，进口国家和地区有很多个，但主销市场集中在北

非和中亚地区，进13最多的国家是摩洛哥。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

经济、社会动荡，收汇率较低，潜在市场较大，但有效需求不足。20世纪90年代中后

期，越南茶业发展迅速，大量生产绿茶，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传统红茶生

产国也部分改制绿茶，与中国争夺绿茶市场，国际绿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5．3相关供应商和支持性产业

绝大多数产品在被最终消费之前都要经过多道生产工序和市场环节，因而企业不

可能包揽从原材料准备到晟终零售的所有环节。特定产业的相关和辅助产业是否具有

国际竞争力，对促进和增强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相关产业在产业竞

争力创造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与低于平均水平的上下游产业结

盟，则会减弱其竞争力。无论在市场链中企业之间的关系结构如何，高度发达的合作

对于一个产业持续地刨新和升级以维持其优势总是必需的。对某一产业的竞争优势具

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和辅助产业包括该产业的供应产业、可以与该产业相协调和共享某

些活动的产业，以及互补产品的产业。

茶叶产业链的上游是与之相关的茶叶机械制造业。目前，我国的茶叶生产和加工

机械比较落后，自动化程度低，茶叶生产常用的一些机械如修剪机、深耕机、采茶机

等多从同本进口。茶叶加工机械技术含量低，容易仿造，也不占有优势。但加快茶叶

机械设备的推广和应用却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要的作用。

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另一相关支持产业是饮料加工业。饮料与茶叶有互补和替代关

系，饮料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会挤占茶叶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会带动茶叶的

生产和销售。因为饮料工业的科技进步，使茶饮料的生产成为可能，茶饮料的大批量

生产和销售，增加丁茶叶的销量。2001年我国茶饮料销量为300万吨，需要使用茶叶

近2万吨，而2001年全国茶叶产量为72．2万吨，生产茶饮料的茶叶用量占茶叶总产量

的近3％，尤其是这2万吨茶叶多为中低档茶，无疑对解决困扰我国茶叶产业多年的中

低档茶积压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随着茶饮料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荣叶的用量也随之增

加，还将拉动我国中低档茶价格的缓慢回升，有利于促进我国茶叶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袋泡茶市场看好。全国现有袋泡茶生产企业300多家，袋泡茶年销售量超过20000

吨。第三，速溶茶市场开始启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膜技术、冷冻干燥技术应

用于速溶茶制造，速溶茶生产技术趋向成熟，速溶茶逐渐复苏，2003全国速溶茶生产

量达到1700吨。

茶叶提取物的发展。茶多酚从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1996年以前．茶多酚主要内

销，年销售量约40吨，产值约1000万元。从1999年开始，茶多酚的需求由国内转向国

外，2001年销售量达到600吨，产值达到1亿元，2002年茶多酚销量更达N1250吨，产

值达2亿元。其它一些应用于医药、卫生等的提取物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茶叶的利

用范围，有利于减少低档茶叶积压；另一方面也宣传了茶叶的效用，提高人们对茶叶

的认识，从而刺激茶叶消费。

茶叶包装业的发展。茶叶包装的实用价值在于防潮、防高温、防异味、防阳光直

射和避免久露空间，给茶以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在保质期内保持茶叶应有的品质不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竞争已由物质时代渐渐进人精神时代，包装装潢成了最方

便和廉价的广告媒介。茶叶包装已成为我国茶叶营销活动和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深刻反映了茶文化的群体心态、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民族性格、道德标准等。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提高茶叶产品质量的同时，也要重

视包装设计和质量，才能使茶业产销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使用户

对其产品“情有独钟”。

另外，茶叶储运、物流也对茶叶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有利

于保证茶叶的品质；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快茶叶的运输流通，促进茶叶贸易的发展。

5．4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企业创立的目标、策略和方式在各国之问差异很大，企业如何经营、选择何种竞

争方式受国内环境影响，一国某产业能获得竞争优势是因为该产业企业的组织管理模

式能与本国环境以及该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很好结合。此外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将有

助于产业创新和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因此，可以认为一国国内某产业高效率运行和健

全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将有助于获得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企业制度。我国茶叶生产、经营企业长期受体制制约，经营机制存在缺陷，

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末完全建立。一些规模稍大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在体制k进行了改革创新，但多数企业的组织结构封闭、孤立，仍处于传统型或家



族型体制结构类型，规模十分有限，扩张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优势不明显。因此，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等重要机制没有建立，

这样的企业成不了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

——管理技能。我国许多茶叶企业没有建立科学管理体系，凭经验进行管理，管

理水平落后，与国际惯例差距大。管理的方式方法对环境反应迟缓，不能适应不断变

化的环境需要。具体反映在没有企业战略的指导、组织管理僵化、缺乏科学规范的管

理制度、传统的营销手段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落后的管理方式造成效率低下等。

企业竞争力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管理技能。当所有其他因素都指向成功时，管理上的

失误却可能导致企业的失败。管理质量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始终如一地追求最优的、长

期利润最大化的策略。

——营销和分销渠道。产品销售尤其是出口营销体系对企业成功与否起关键作

用。我国茶叶企业相对规模较小，市场分割较为严重，茶叶对外出口基本上依赖进口

商，还没有建立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因此，目前与国内成熟的工业企业相比，茶叶

营销网络建设相对滞后，国际市场的营销渠道建设更有待提高。

——国际化经营。国内经营与国际化经营在方式方法与手段上有较大的差别，我

国企业整体处于国际化经营的起步阶段，管理人员缺乏国际企业的管理理论与经验，

尤其高层管理人员没有国际化经验、知识和能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运作中不能按国际

惯例进行。使企业在跨国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茶叶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更是缺乏。

因此，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显得十分重要。

综合上述几方面的因素分析，目前，我国茶叶企业科技投入不足，技术含量低，

在经营体制、观念和模式上有待创新，在管理技能、现代营销理念、营销方式和手段

等方面也有很大差距，茶叶企业整体实力较弱，这犊情况，严重地弱化了我国茶叶产

业的竞争优势。

5．5政府作用

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中的真正作用是影响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供应商

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基本要素。政府可以主动或被动地影响四个因

素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必须加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包括，制定具有科

学可行性的发展规划，完善政策支持的机制。加大产、ik发展的扶持力度，提供良好的

发展环境，创造合理、育序竞争的市场格局等等。政府在茶叶产业中的宏观调控目标



通常是改善贸易条件和降低市场价格的周期波动幅度，提高本国茶叶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维护茶农的利益等。

5．5．1政府政策和体制选择

影响和制约我国产业茶叶国际竞争力的政府政策有：补贴政策、税费政策、运费

政策地等。在补贴和税费方面，发达国家与我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发

达国家给予农民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和补贴，另一方面，我们不仅给予农民的支持较少，

还向农民征收高额的各种农业税费，目前进行全面取消农业税无疑对广大茶农来说是

一个好消息，这对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内和国际运费

方面，存在着垄断价格和垄断性收费，使得许多农产品的流通受到很大限制。现存的

茶叶政策不利于我国茶业产业化与现代化。主要表现在：(1)进出口政策造成资源浪

费．影响全球化经营主体的形成。我国茶叶出口配额长期实行的是政府管制。而出口

指标主要分配给了一些传统的国有企业或地方集体企业，或所谓地方茶叶龙头企业。

一些新型企业，民营企业却很难有配额。往往是，有海外客户而没有配额，有配额却

没有市场。(2)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体歧视不利于茶叶产业化。扶持主体还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基地，轻流通；重生产，轻服务：重传统，轻创新。(3)税收

政策不合理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税收过重，税负不公。由于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存在，

私营企业实行包干征收，国有企业则按帐征收。前者较轻，后者较重。在当前激烈的

市场竞争和微利时代，私营企业足以用税收的因素置国有企业于死地。

国际贸易政策可以起到调节国内市场供求平衡和稳定国内市场价格的作用，国际

贸易政策的科学合理利用不仅有助于稳定国内市场，维持良好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

也有助于提高本国茶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茶叶贸易环境有了深刻的变化，

最主要表现为我国加入WTO。WTO的各种协议中，对茶叶贸易起协调作用的是乌拉圭回

合的农产品协议，涉及的领域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出口补贴、国内支持、卫生及植

物检疫。它以实现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为目标，要求W'TO成员国取消农产品非关税

措施，逐步降低农产品关税，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我国按照WTO协议和我国加入WTO承诺，茶叶(花茶、红茶、

乌龙茶、绿茶)加入之日的约束关税从90％一100％的高关税降为24％，2002年降为

2l％，2003年降为18％，到2004则又降至15％。加入WTO以后，我国茶叶关税的逐步

削减，再加一卜我国目前并没有其他贸易保护形式，如质量标准等，这可能进一步刺激



外国茶叶进入我国市场，尤其红茶的进口量将会增加，同时也会培养一大批喜好“洋

茶”的消费群体，占领国内市场的一定份额，这使国内茶叶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是

国际贸易政策改变带来的不利因素。同时。这种改变也有有利因素。按世贸组织成员

进口关税的要求，发达国家平均关税为3．8％，发展中国家为14％，这将给我国茶叶

出口带来机遇。特别是绿茶，关税的降低，进口国茶叶销售价格的降低，将会带来销

售量的提高，茶叶进口量也会相应增加，有利于我国茶叶出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茶叶界中收益最大的是生产型企业，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出口退税方面，政府可对

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发达国家在农业出口补贴方面不超过农产品总产值的5％，发展

中国家不超过10％，我国的补贴限制在两个“8．5％”之内，即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补

贴原则上不超过农产品总产值的8．5％，单项产品补贴不超过该项产品产值的8．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口补贴和非出口补贴应一视同仁。以往的茶叶出口多通过外贸公

司，外贸公司除赚取一定的手续费外，还领取国家出口退税的份额，虽然后来一些外

贸公司把退税金额部分返给生产企业，但毕竟带有随意性，缺乏政策支持。加入世贸

组织后。非出口企业也能享受出口企业的农业补贴政策，可以说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受

惠于国家的出口退税制度，从成本上支持了出口。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茶叶产业

面临着严重的非关税壁垒的挑战，也就是非关税壁垒影响着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加

入wTO后的诸多改变对我国茶叶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5．5．2政府公共服务

尽管我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但是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没有德到有效发挥。

——科技研究、推广与培训。我国科研投入只能依靠国家财政为主。在科研经费

投入方面，尽管近年有一些增加，但是远远不够。在对农民的培训方面，投入的经费

就更加微不足道了。科技投入乏力直接影响茶业全球竞争力。我国茶业科技投入少、

投资不足造成的创新乏力严重影响我国茶业全球竞争力。

——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目|j{『的所有批发市场，储藏设施建设等均是按照企

业而不是作为公共服务设施来进行的，实行所谓的“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的原

则，又缺乏必要的市场规范，因此造成了市场收费高、服务差的状况。

——市场规范管理与市场信息服务。目前政府的投入较少，卫生检疫体系不健全，

市场信息的高质量和无偿服务更是缺乏。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市场设施不健全，作为



市场质量和信息控制的核心环节拍卖市场缺乏，因此就无法建立起茶叶质量安全的可

追溯机制，无法建立起市场信息的可靠基础。

5．5．3茶叶经营管理体制

政府提供的制度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国现行茶叶经营管理体制采用了多头

领导，处在多块分割的困境中，几个部门各管一段，政策与体制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较

差，管理成本高，总体效率低。

现行的茶叶经营管理体制导致了我国茶叶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低。生产方式主要是

农户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小，农民组织化、市场化和社会服务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

不高。千家万户的小规模生产，使茶叶生产加工的先进技术推广困难，机械化水平低，

茶叶质量难以稳定，不能发挥茶叶经营专业化、企业化的优势。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劳

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茶叶生产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受到削弱。

茶叶批发市场现存的管理体制是决定我国茶叶批发市场功能进而决定其交易方

式的主要原因。现存的交易方式影响着我国茶业的产业化与现代化。主要体现在：(1)

产品质量不能有效控制，经营主体不能有效监控。目前，我国茶叶批发市场管理体制

是以经营场地租赁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营场地租赁制是基本的市场准入制度。你

交钱，我给房。(2)交易成本高损害了茶行业的利益。由于从事生产的茶农越来越多，

都愿意在批发市场设立销售点，批发市场门店有限，租金上涨，由此带动和促进社会

资本纷纷投资茶叶批发市场的建设。茶商由于经营品种有限，真正能赚钱的较少。为

了生存，只能欠债经营，茶叶诚信经营越来越难。(3)交易功能难以发挥，交易行为

少。我国茶叶批发市场实际上演变成了茶叶零售市场。从总体来看，规模大。但批发

市场之间其实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又是茶农租赁经营，很难形成全国性市场或全球

性市场，因此，对一个具体的茶叶企业来说，其市场规模很小。这就是我国茶业龙头

企业和知名品牌难形成的原因之一。(4)市场难以有效监管。从本质来看，茶叶批发

市场的投资人、管理者从事的是房地产门店经营，根本不懂也不关心茶叶发展。

茶叶市场经营秩序混乱是现行茶叶经营管理体制导致的另一弊端。加强和改善对

茶业的宏观调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建立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综观茶叶生产大国如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皿等都有统⋯协调茶叶行业

的管理机构，实行协调管理。特别是肯尼亚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由一个非产茶国’跃

成为产茶大国。一条主要的措施和经验就是肯尼亚有一个强有力的茶叶发展局。



6结论和对策建议

6．1基本结论

6．1．1总体状况分析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茶叶产业的基本生产要素相对于某些茶叶主要

出口国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中国的高级生产要素基本处于劣势；我国茶叶产业具

有一定的文化资源、地理位置优势；还具有一定的品种资源、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

茶叶国内市场需求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国外市场需求条件中，绿茶、乌龙茶有一定

的开拓空间，但也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同时中国茶叶产业存在一定的竞争劣势：在市

场占有率方面，我国茶叶生产和出口数量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略有提升，但同时出口

额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却略有下降，说明我国的茶叶出口均价进一步下降，贸易条件恶

化。我国茶叶贸易竞争指数下降，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在较低的基础上呈下降趋势．迸

一步削弱了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我国茶叶的质量指数较低，也成为制约我国茶

叶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一大障碍。我国茶叶产业的生产经营者，组织化程度低，科

技投入不足，在经营体制、观念和模式上有待创新，在管理技能、现代营销理念、营

销方式和手段等方面也有很大差距，茶叶企业整体实力较弱；生产力水平、技术、人

才资源的缺乏。政府配套政策及公共服务的欠缺，辅助产业的落后均成为制约我国茶

叶产业发展的障碍。总体来说，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近二十年来呈现下降趋势，

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改变这种不利格局。

6。1。2分品种分析

Et前世界茶叶贸易量中，红茶占茶叶贸易的85％以上，而绿茶和乌龙茶等仅占

10～15％。在国际茶叶市场上，我国绿茶和乌龙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红茶缺少

比较优势。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乌龙茶生产出口国，国际绿茶市场也以中国绿茶为主，

中国绿茶占世界绿茶市场的80％以上。但乌龙茶、绿茶国际市场面较狭窄，开拓市场，

扩大出门难度较大。近年来，虽然世界绿茶消费量增长较快，我国绿茶出口国家和地

区有90多个．但主销市场集中在北非和中亚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政治、经济、社会动荡，收汇率较低，潜在市场较大，但有效需求不足。20世

纪90年代中后期，越南茶叶发展迅速，大量生产绿茶，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

亚等传统红茶拿产国也部分改制绿茶，与中国争夺绿茶市场，因此国际绿茶市场竞争



日趋激烈。

由于气候、土壤、茶树品种和加工工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红茶内质包括浓度、

强度、鲜度均不如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等传统红茶生产国。中国的红茶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仅属于中低档茶，平均卖价仅为上述国家的一半。近年来红茶的出口量有明

显下降，估计很难在近期内会有明显增长。

6．2提升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6．2．1着力依靠科技进步、推行技术创新，提高我国茶叶的出口竞争力

茶叶技术创新是指在茶树品种栽培选育、肥培管理、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学习、

引进、开发和利用新技术和新设备，从而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除了茶叶产品创新、

设备创新和工艺创新等硬技术方面的创新，茶叶技术创新也包含茶叶企业制度创新、

管理创新等软技术方面的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我国茶叶出口竞争力主要措旌有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茶树良种与工厂化育苗技术，组织实旌茶树良种科技行动，

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以多元化的优质、高产、高机能成分为育种目标，

大力发展常规育苗技术，加强现代生物技术育种研究与开发，大幅度提高育种水平，

加快茶树良种的选育。二是提高栽培技术，组织开发不同区域、不同茶类的优质高效

配套茶树栽培技术，建立适应不同生态区的茶叶生产技术模式。三是依靠科技进步发

展无公害茶、有机茶以创造差别化产品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发展无公害茶叶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茶叶生产、农药管理、环境监测、质量监测等环节。因而科技进步是

关键。四是茶叶机械化加工和茶叶综合利用技术。对传统大宗茶叶加工技术进行技术

改造，重点是规范加工设备和技术，提高制茶质量，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提高

制茶质量和效益：继续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名优茶机械化生产技术，促进名优茶机械

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使名优茶生产上规模、质量上档次：积极研制开发茶饮料、

健康保健茶等生产技术．组织推广相配套的栽培技术，提高茶叶在整个饮料市场上的

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加大茶叶综合利用研究开发力度，加快茶叶综合利用产业发展，

为茶叶产业发展培植新的增长点，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五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

统茶叶产业，组织开发适合我国茶叶产业特点的茶叶信息平台，建立茶叶科技服务信

息网络。实现市场、资源、技术、生产等信息共享，为政府决策、企业生产、市场开

发、结构调整和技术推广服务。充分利用卫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遥感技术和信息

管理等技术，提高茶叶生产资源管理和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运用计算机人工



智能技术，组装配套茶叶生产和加工技术，加快实用技术的推广普及，提高茶叶生产

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6．2．2发挥本国比较优势，依据不同茶叶类男0，实旋不同发晨策略

——绿茶的发展策略。中国绿茶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在国内市场

上，绿茶的生产和销售却处于较混乱的状态。要解决绿茶生产销售无序的状况，首先，

应当由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和行业管理能力的公司通过资本运营，利用收购或控股的方

式，兼并一批在市场上有实力的绿茶生产销售企业，建立绿茶产、供、销一条龙的集

团，统-N定生产标准和销售价格，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绿茶的经营效益，同

时也可以抵御入世后国外茶叶企业进入我国对绿茶产业的冲击。其次，利用我国茶叶

多生长在偏远的山区和老区，环境条件好的特点，大力发展有机绿茶和名优特茶，引

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生产茶叶终端产品，改进出口产品结构，增加经济效益。此外，

我们应当采取差异性的营销策略，对市场进行细分后，为不同的市场制定不同的营销

方案。对于传统的摩洛哥、西非市场，应当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生产多品种，

多包装的产品，开发新的消费能力。对于新兴的日本市场，应当分析其市场的需求，

研制开发绿茶饮料和绿茶提取物，以终端产品的形式进入日本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

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由于多生活在沙漠地区，对茶叶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中东战争

的原因，对阿拉伯国家的茶叶出口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我们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适度开发这个市场，可以选择几家信誉良好的代理机构，将我国的绿茶打入到

这个广阔的市场。

——红茶的发展策略。根据国际分工的理论，由于资源的稀缺，我国在红茶的竞

争上存在着劣势，我国应保持目前的红茶市场，不应再重复建设低水平的红茶加工企

业，应该把竞争的重点放在我国具有绝对优势的绿茶和乌龙茶生产上。原有的加工企

业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技术力量，参与开发红茶的增值产品，如袋泡茶、速溶茶的生

产，改变我国红茶产品初级、质量落后的形象。要增加我国红茶的特有品种如“t111']

红茶”、“工夫红茶”等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改变出品产品结构。同时，由于我国加

入世贸组织后，国外的茶叶会涌入我国。而国外的茶叶主要集中在红茶上，他们为了

抢占我国茶叶市场，必定会大力弘扬饮用红茶的理念，我国历史上没有饮用红茶的习

惯，国内红茶内销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国内红茶生产企业可以利用这一大好时机，

开发出适合国人饮用的红茶产品，进行市场细分，积极参与国内的竞争。



——乌龙茶发展策略。我国的乌龙茶市场是一个比较稳定并持续发展的市场。鸟

龙茶生产和销售企业是我国茶叶企业中效益最好的企业，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由于

乌龙茶的国内市场放开较晚，没有形成无序竞争的状况。我国应在乌龙茶饮料的开发

水平上下功夫，生产出优质的产品用于出口，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现行我国

乌龙茶饮料制作技术不过关的情况下，应鼓励和引导与国夕}企业联合生产的经营方

式，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线，利用原料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建立和发展世界品

牌产品的生产基地，从而提高茶叶产品附加值。

6．2．3与国际接轨，建立健全茶叶质量安全体系，实施绿色晶牌战略

要冲破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技术壁垒，必须提高茶叶的质量和安全性。依托资源优

势，大力开发无公害、绿色食品和有机茶，通过提高茶叶的质量和安全性，来增强市

场竞争力。同时，要尽快建立健全茶叶质量标准体系及质量检测和控制体系，加快对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消化吸收和转化应用，促进我国茶

叶质量标准逐步与国际先进标准和质量安全制度接轨。使茶叶的质量控制由传统的只

重视“终端产品质检测”逐步过渡到“生产全过程质量动态控制”。

一个产品竞争的核心是品牌竞争、企业实力的竞争，而品牌的背后是质量、价格

和服务等。因此。要提高我国茶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大力扶持“名牌产品”，

加强品牌宣传．强化我国茶叶的品牌优势。目前，我国茶叶出口品类虽多，但是能在

国际市场上叫得响的品牌却为数极少，要实现由价格竞争到品牌竞争的转变，必须努

力打造名牌，加大品牌的经营力度。只有树立几个国际国内叫得响的品牌，实行统一

质量标准、统一生产、统一销售来形成规模，才能拥有真正的竞争力。实现茶叶名牌

战略，其前提是企业要有规模、实力，茶叶要高质量、有信誉。立顿、因宁成为世界

名牌，就是靠这四大因素。我国茶叶出口品牌有“中茶”牌、“海堤”牌、“蝴蝶”牌

等，虽然是多年形成的老的茶叶品牌，但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却不高，严重制约了

我国茶叶产业的发展。在具体操作上，要建立键全名牌营销网络，咯持发展名牌专营

商。峰持有特色茶口}．的开发，实现差别化经营。积极组织参加全国性或国际上大型茶

叶博览会．既跟踪同行的动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名牌茶叶同台亮相，扩大知名度。

走刨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之路。

6．2．4创新茶叶流通市场，实现茶叶流通体系的现代化

当今，在全球化过程中农产品国际贸易和竞争，已经超越了生产、交换、分工和



贸易的传统阶段，使贸易和竞争的领域扩展到资源、技术、生产力、资本、市场、产

业链和管理等多领域。流通的概念、内涵、技术、管理、组织方式、运行模式等都已

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物流管理变革和流通效率的提高，

物流国际化、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特征将13益明显，生产与流通的界限

也将越来越模糊。流通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成为农产品竞争力的

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当前我国茶叶产业要切实构建好三大市场，并发挥其各自功能，

即引导产地市场，发挥其货源组织和采购功能；引导销地市场，发挥其销售与市场信

息功能；引导中央交易市场，发挥茶叶全球交易及全球市场信息功能。把传统的茶叶

经营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以市场为中心”，真正实现我国茶叶产业的全球化

战略。

6．2．5扶持和培育茶叶龙头企业，加大茶叶出口基地建设

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

发挥集体经营的组织服务功能，开展分户种植，联户加工，统一经营的联营方式。以

龙头企业为核心，采取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模式，进一步组建

集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技一体化的龙头企业来有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使

茶叶生产加工由常规化向无公害、绿色、有机茶转变；茶园耕作管理、采摘、制作由

人工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转变；茶叶品牌向精品名牌规模化转变；茶叶销售市场由单

一的国内市场向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转变。并通过政府支持、企业投资或积极引进外

资来建立产供销一体化的茶叶出口基地，以基地化、规模化、龙头化为重点创新茶叶

生产组织，培育和扶持全球化经营主体。

6．2．6加强茶叶产业区域布局建设和市场营销

茶叶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季节性和销售限时性，茶叶产业区域布局建设是茶叶产

业化的基础，是提高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区域布局建设，有利

于实施规模化、企业化、机械化和较高程度的市场化，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茶叶产业区域布局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加强基地建设，注熏茶叶科技进步和科研转化，加强茶叶质量安全体系和市场服务体

系建设，大力实施茶叶市场准入制度、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和产品原产地保护制度。重

点抓好浙江、湖南、湖北、四川I、安徽等省的优质绿茶基地布局建设，福建、广东的

优质乌龙茶基地布局建设．云南、湖南的优质红茶基地布局建设。最终形成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茶叶产业带区，建立一批规模较大、市场相对稳定的优势茶叶出口

基地，培育一批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全球经营主体和国际公认的知名茶叶品牌。

加强茶叶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包括渠道营销和消费营销两个层面。茶叶市场营销

以消赞营销为主，首先要加强区域市场、目标消费群的调研分析及信息反馈，深入分

析消费者层次、茶叶消费程度、成长潜力、消费传统或倾向，把握市场走向和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消费习惯及变化趋势，进行市场细分和产品定位，特别要针对茶叶主要进

口发达国家和地区消费习惯的改变，保持茶叶产品的创新与延伸，从原料、加工工艺

与设备、包装等方面入手不断推出新品，有针对性地确定促销推广方案，通过经济、

实惠的品牌传播途径，如报刊的分类广告和软文广告、茶博会等，实施差异化营销创

新，配置新颖、别致的宣传品、展品、POP等，倡导茶艺、茶道等的文化推广传播，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品牌推介和促销效果。

6．2．7发挥政府作用，调整和加强茶叶产业的国内支持致簸

目前，中国茶业国内支持措施明显不足，茶叶产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自我积

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很弱，茶叶产品的竞争力虽然以品质和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但

其影响因素却很广泛．如资源条件、宏观经济环境、相关政策、基础设施状况、技术

水平、管理能力等诸多因素。现阶段，完全依靠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是不现实的，需

要大量来自政府和非农产业的支持。尤其是要加大对茶叶产业科研、推广、病虫害防

治、市场信息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强科研院所与茶叶

生产单位的合作，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以新品种、新技术、先进设备来武装茶叶产业，

以实现传统茶叶产业的技术舞级。

发挥政府作用，调整和加强茶叶产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关键是根据WTO的规则对国

内的茶产业生产与贸易规则进行修订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茶产业进行扶持与保护。加

入WTO意味着我国茶叶贸易与国际茶叶贸易体系的一体化，在这过程中我们必然会遇

到国内茶叶贸易体系如何与国际茶叶贸易体系接轨的问题，这是提高我国茶叶竞争力

所必须具备的制度条件。为此，我们要对照WTO的各项规则对我国的现行与茶叶有关

的法律、贸易政策进行修订，以使其尽可能与国际规则相吻合，从而在国际贸易中避

免不必要的争端。同时，WTO的目标主要是消除阻碍自由贸易的关税与配额壁垒，而

对技术性壁垒则不加限制，因此对茶叶贸易而言，各进口国为维护本国的最大利益必

然要充分利用茶叶的“绿色壁垒”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出口国政府就必须发挥



国家利益保护人的作用，引导并协助企业解决各种贸易争端。另外，WTO的农业协议

中的“绿箱政策”也为政府对茶产业进行合理的扶持提供了依据。具体来说，政府在

这方面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茶叶生产基础设施之投入力度，

扩大优质高效茶叶示范基地，以点带厮，促进我国茶类产品之消费品质、安全品质和

经济品质之全面提高，从产品质量和消费效用上为提升我国茶叶的市场竞争力打下坚

实基础：二是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加大茶叶科技开发的力度。针对当前茶叶企业普

遍存在的经营规模小、资本积累能力弱的问题，政府可在R&D经费上给予适当支持，

以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并逐步培育企业的“造血”功能，形成科技

创新上的良性发展机制。三是强化产品质量的标准化管理。农产品的标准化是个难题，

茶叶也不例外，但从发展眼光看，标准化将是我国农产品进入国外市场特别发达国家

市场的通行证。为了积极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政府应在财力、物力和人才资源上为

相关企业和单位提供必要的支持。

以上对策建议是针对我国茶叶产业目前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提出的，其它方面的

措施只要是能降低茶叶的成本，提升茶叶质量和有利于差别化产品的刨造，也能提高

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随着各方面举措的实施，我国茶叶产业国际竞

争力必定能够逐步提高。我国茶叶市场有两个，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因此，一

方面稳固国内市场，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茶

叶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附表

附表I 主要茶叶出口国出口量国际市场占有率 单位：吨、％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2

世界出口量 983790 1082643 1231032 1168384 1489206 1354514

斯里兰卡 18．78 18．25 17．60 15．24 19．27 21．45

肯尼亚 8．58 12．85 13．56 22．13 14．59 6．52

中 国 11．82 13．55 16．39 14．53 15．49 18．82

印 度 24．25 19．25 16．14 13．55 13．49 13．4l

印 尼 7．54 8．32 9．04 6．78 7．09 7．40

越 南 0．9l O．96 1．3l 1．61 3．73 5．52

英 国 2．47 3．05 2．94 2．84 1．5l 2．2l

马拉维 3．18 3．45 3．34 2．77 4．67 2．4l

乌干达 0．06 O．11 0．39 O l-77 2．24

坦桑尼亚 I．35 I．03 1．21 1．85 1．53 1．79

合 计 78．95 80．82 81．92 81．30 83．14 81．77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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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2

世界出口额 2026352 2365562 2774906 2278305 2948056 2521182

斯里兰卡 18．37 18．64 17．80 16．20 23．17 25．82

肯尼亚 8．45 lO．53 9．00 16．38 15．67 5．59

中 国 12．07 13．47 15．33 12．88 12．37 13．80

印 度 28．72 23．34 21．41 15．76 14．64 12．96

印 尼 5．56 6．30 6．52 3．85 3．80 4．10

越 南 O．43 O．53 0．89 0．83 2．36 3．25

英 国 7．38 7．73 8．82 8．90 5．46 7．61

马拉维 1．8l 2．27 1．64 L 17 2．04 1．78

乌干达 0．02 0．42 0．13 0 1．26 1．24

坦桑尼亚 1．10 0．67 0．77 1．03 1．38 1．18

合 计 83．9l 83．90 82．3l 77．OO 82．15 77．33

资料来源：国际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附表3 世界主要茶叶出口国茶叶出口平均价格 单位：美元／吨

年份 1980年 1985住 1990定 1995生 2000篷 2002焦

肯尼亚 2027 1791 1663 1443 2126 1596

马拉维 1172 1441 111l 820 1416 1226

孟加拉国 1383 2250 1705 1242 1433 1174

斯里兰卡 2015 2231 2286 2073 2380 2241

坦桑尼亚 1675 t420 1439 1081 1789 1219

乌干达 612 833 749 1404 1030

印 度 2440 2649 2999 2268 2149 1798

印 尼 1518 1654 1631 1107 1062 1032、

英 国 6150 5538 6793 6118 7150 642l

越 南 977 1202 t536 10ll 1252 1096

中 国 2102 2173 2142 1729 1579 1365

世界均价 2060 2185 2260 1950 1980 186l

赘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经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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