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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个性的挖掘及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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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众多茶叶企业品牌以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形式为背书!力求打造突出的品牌优势与特征!进而在茶叶市场上

占据一席之地"对
#$!B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中排名前
C$

的茶叶品牌进行分析!探讨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个性挖掘的现状和不足!提出切合实际的品牌塑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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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发现并利用茶开始!至今有四五千年的历

史$如今!茶已经走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融入了社

会,经济,人文等方面!不仅成为世界性饮料!更成为

世界性的经济产业$茶叶企业生产分散!以个人作坊

为主的传统模式已无法带动茶产业高速发展!近年

来!对于茶业产业这块%蛋糕&的角逐日渐激烈!促使

了茶叶企业的竞争从以规模,产量竞争为主的传统发

展模式转变为以品牌竞争为主的发展模式$茶叶企

业对品牌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争相形成了一定

数量的区域性茶叶公共品牌!具有与众不同,鲜明独

特的个性能够使茶叶区域公共品牌为产品带来较强

的市场吸引力,较高的市场渗透力和辐射效应!并进

一步联动相关产业!提升茶业区域的经济发展$

!

!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定义

在西方理论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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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群品牌进行研究!认为为了增强集群及

该区域的竞争力!获得竞争优势!有必要打造鲜明的

集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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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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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法获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基本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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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集群品牌架构进行了初步探讨!指

出了目前一些集群品牌结构的不合理性!如有些地区

只是简单地给同一产业的一组企业安上一个总括性

的名字*例如塞尔维亚服装+!而基本上没有考虑或

者很少考虑集群品牌的个性架构问题"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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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关于区域品牌的研究中!朱玉林认为农产

品区域品牌是指在某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规

模和较强生产能力,较高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农业

企业*或家庭+所属品牌的商誉总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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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熠认为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指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以独特自

然资源及长期的种植,养殖,采伐方式与加工工艺等

生产的农产品为基础!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的被消

费者所认可的,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区域农产

品标识"

"

#

$本文采用中国茶叶品牌价值评估课题组

的观点!认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指的是特定区域内相

关机构,企业,农户等所共有的!在茶叶生产地域范

围,品种品质管理,品牌使用许可,品牌行销与传播等

方面具有共同诉求与行动!以联合区域内外消费者的

评价!使茶叶产品与区域形象共同发展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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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个性挖掘

与其他农产品区域品牌不同!茶叶品牌具有更鲜

明,更突出的物理属性与文化属性相结合的二重特

性$中国茶叶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浓郁的地域特

征!区域茶叶经营主体分散!规模参差不齐!因此!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为地方茶业整体发展背书成为中国

各区域茶业发展的理想选择$通过对已获得大众认

可的著名茶叶品牌个性挖掘的分析!在为新兴茶叶品

牌提供可借鉴的范例的同时进行方向思考!探讨新兴

茶叶品牌个性挖掘所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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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茶叶品牌个性挖掘的启发

对
#$!B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

中排名前
C$

的茶叶品牌进行分析!寻找其品牌宣传

推广的特色!以期望对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个性

AB



塑造产生些许启发$

表
!

!

排名前
$G

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分析

排名 品牌名称

品牌特色

历史文化
色#香#

味#形
保健功能 地方特色

!

西湖龙井
** ** * **

#

安溪铁观音
** ** * *

C

信阳毛尖
** ** * *

B

普洱茶
** ** * **

"

洞庭山碧螺春
** ** * *

?

福鼎白茶
* *** *

=

大佛龙井
* ** * **

A

安吉白茶
** ** *

;

福州茉莉花茶
* ** *

!$

祁门红茶
* ** *

!!

武夷山大红袍
** ** * **

!#

越乡龙井
** ** * **

!C

白芽奇兰
* ** * *

!B

横县茉莉花茶
** * ***

!"

正山小种
* ** * **

!?

松阳银猴
* ** * **

!=

武当道茶
** ** ** **

!A

汉中仙毫
** ** * **

!;

蒙顶山茶
* ** * **

#$

径山茶
** ** * **

#!

太平猴魁
* ** * *

##

开化龙顶
* ** * *

#C

蒲江雀舌
* ** * *

#B

都匀毛尖
* ** * *

#"

嵊州珠茶
* ** * *

#?

湄潭翠芽
* *

#=

安化黑茶
* ** *

#A

紫阳富硒茶
* * *** **

#;

六堡茶
*** ** *

C$

武阳春雨
** * **

!!

注%,

*

-越多表示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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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化角度挖掘品牌价值

中国是茶叶大国!饮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茶叶

消费的文化性极强!几乎每个品种的茶叶都有其特定

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背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消

费者对茶叶消费的需求已经从物质层面转向了精神层

面!茶叶消费逐渐向感性的文化消费发展$排名前
C$

的茶叶品牌大多数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辅之

以神话传说,文化故事等$如径山茶为茶圣陆运著经

之地!汉中仙毫依据-汉茶赋.命名!武当道茶%养身,

养心,养性,长寿茶&的文化特质!再如西湖龙井的%龙

井&传说!武夷山大红袍的%御赐红袍&故事$

"#!#"

!

从感官品质特征挖掘品牌价值

感官品质是茶叶可为人知的外在品质!包括条

索,色泽,整碎,净度等外形特征以及香气,滋味,汤

色,叶底等内特征$红茶,绿茶,乌龙茶等各类茶类均

有不同的感官体验!茶叶的色,香,味,形造就了茶叶

的产品特质!也因此使茶叶品牌拥有了不同的消费市

场!成为品牌核心价值的又一来源$外在特征如安化

黑茶的%千两茶&,%花卷茶&,%百两茶&!内在特征如安

溪铁观音的%红芽歪尾桃&!祁门红茶%似花,似果,似

蜜的祁门香&!太平猴魁%清正,鲜活,回甘,悠长的猴

韵&!福州茉莉花茶的%淡淡冰糖甜&等$

"#!#$

!

从茶叶保健功能挖掘品牌价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茶苦而寒!最能降

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

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上升散$&茶叶在中国历史上不

仅有饮用的功能!还有药用功能$健康成为
#!

世纪

中国的消费主题!茶叶以其突出的保健功效得到了世

界的认可$众多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抓住消费热点!大

力推广自身茶叶的保健功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福鼎

白茶$福鼎白茶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分析并研究白

茶成分!提供可视,可靠的依据!证明了白茶的保健功

效!获得了广大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再如紫阳富硒

茶!因其产地紫阳为富硒地区!其茶叶含硒量更为丰

富!具有更高的保健功效及药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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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特色挖掘品牌价值

茶叶作为农产品!其品牌价值与产地的地方特色

密切相关$不同的产茶区有不同的饮茶风俗,地理环

境,人文环境!这些均成为茶叶品牌价值中的重要一

环$武夷山大红袍借力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

家
">

级旅游景区///武夷山!与旅游产业相结合!

进一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越乡龙井产于嵊州!是著

名的%越剧之乡&!以%越剧之乡&为品牌定名!更突出

了品牌特色'横县为%中国茉莉之乡&!横县茉莉花茶

的发展水到渠成$再如蒙顶山茶!其产地位于曾为震

区的雅安!

#$!C

年获得成龙的免费代言!提高了品牌

的知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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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茶叶品牌个性挖掘的不足

由于起步晚,知名度低等先天条件的限制!新兴

茶叶品牌个性的挖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

品牌定位模糊

品牌定位是指瞄准目标市场!确定预期消费者!

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服务等方面寻找品牌差异

点!塑造独一无二的品牌个性和形象!在目标顾客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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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个性的挖掘及塑造
!



中形成独特的品牌认知$茶虽为国饮!但并不是人人

都爱饮茶,人人都要喝茶$目前国内的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的定位仍存在%一竿子打&的现象!推广重点在于

茶叶质量,品质,功效等方面!没有针对性的推广方案

或营销渠道!这样的宣传推广使得消费者接收产品信

息的单位密度大大减小!同样的资金!打十个市场不

如专打一个市场$就好比立顿茶叶主打健康,时尚!

将消费者定位在年轻一代!反观西湖龙井,安溪铁观

音,普洱茶,信阳毛尖!很难让人区分出它们的定位目

标$

"#"#"

!

个性特色缺失

品牌的个性特色如同人的个性特色!是能够让人

长久记忆并与其他品牌区分的差异之处!是品牌核心

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茶叶市场!众多茶叶品

牌均高举%健康,绿色,安全&的旗号!一味强调产地特

色!茶叶品质!追踪溯源!翻查典故!更有甚者捏造茶

叶传说!自编茶文化故事!千篇一律!让人难以区分$

真正懂茶,会品茶的人不多!应将目标瞄准开发尚少

的细分市场!继续强调茶叶的传统感官体验,茶叶的

共同特质将会越来越难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新兴茶

叶区域公用品牌不具备历史名茶拥有的深厚底蕴,业

界口碑!在宣传推广时如果毫无特色!极易被市场的

大浪吞没$

"#"#$

!

推广效力不足

一方面!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受限于其初起

步,初整合的特性!所拥有的宣传渠道,营销渠道也较

有限$另一方面!新兴茶叶品牌普遍受地域限制!宣

传广告局限于当地的新闻媒体!举办的茶事活动!诸

如茶博会,评茶会,千人品茶等!涉及面小!多在当地

举办!且时效性强!影响力有限!造成新闻性弱!热点

性低的推广结果$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新兴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走不出去&的困境!部分茶叶品牌在当地做

了宣传!但很多品牌仅仅是跨市便无人知晓$

$

!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个性的塑造策略

$#!

!

品牌定位是关键

准确良好的定位是产品与顾客之间进行交流的

独特渠道$品牌一方面传递给消费者产品的功能属

性!如健康,解渴等!另一方面也传递了非功能属性!

如地位,身份,时尚等$品牌定位要与消费者产生共

鸣!在消费者已有的认知与品牌要传达的信息之间寻

找突破点$换句话来说!品牌定位不仅仅是产品的定

位!更是大脑的定位$

Q>DD[_%

公司推出的
]2L

酒为进入中国市场!瞄准了年轻人喜好聚会,追求个

性的特点!强调充满活力,时尚,热情,阳光,快乐,自

在的品牌个性!主推派对聚会时的饮用用途!%

J

/

&,-,6M3-P,6-1

&的广告语体现在了色彩鲜艳的外包

装以及罐装,瓶装等包装形式上!成功引起目标消费

者产生品牌联想$

茶叶长期以来都给人高端礼品,高雅消费品的印

象!一方面对于茶叶品牌的新定位造成了一定的阻

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未开发的茶叶细分市场众多且

前景广阔$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进行品牌定位时应在

结合自身区域和目标消费者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进

行突破性的创新!将目标瞄准新兴喝茶人!如后来居

上的福鼎白茶$但是!品牌定位要力图创新并不意味

着天马行空!品牌定位体现了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

价值$就好比消费者想到香槟不会联想到运动!想到

阿迪达斯不会联想到爱情$

$#"

!

文化塑造是热点

品牌个性的形成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识别

一个品牌的基本要素!缺乏文化的品牌难以和消费者

产生共鸣$茶文化的塑造不能局限于历史传说!文化

故事!而要具有文化创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

新$如
#$!B

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行榜中排名

第
#;

位的六堡茶!邀请名家定位!将品牌赋予文化寓

意的茶叶品牌!因其汤色鲜红!提出了%中国红&的文

化定位!既体现民族文化色彩!又切合现今时代主题$

每一个消费者都拥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些文

化背景影响他们接收或接受品牌定位所传达的信息

的程度!也会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先入为主的第一印

象$赋予品牌文化意义的重点在于切合消费者的文

化观点,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消费者在消费产品时

往往会将其与某一特定文化联系在一起!譬如!玫瑰

与爱情!红酒与小资!钻石与婚姻等$因此!品牌文化

也要塑造消费文化$统一阿萨姆奶茶提出%一口顺

滑!遇见所有好心情&的广告语!辅之以清新,浪漫的

广告!让产品与爱情等让人拥有%好心情&的事物联系

在一起!引导消费者对产品产生愉悦的品牌联想$

$#$

!

营销手段是枢纽

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不同的营销手段

传递和表达出的品牌特色有所不同!能够最一致地传

递品牌个性的方法就是利用专卖店的形式进行布点

式宣传$专卖店是茶叶品牌展示自我的窗口!茶叶企

业应设计符合品牌品牌形象的包装!直接而准确地向

消费者传达品牌的个性$专卖店应实行统一品牌,统

一包装,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宣传,统一监管的

%六统一&!最大效度上凸出品牌特色$对于新兴茶叶

区域品牌而言!可以鼓励龙头企业开设加盟店!按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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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市的等级制定补贴!统一的加盟店形象既能提

高品牌知名度!又能凸显品牌个性$

茶叶品牌的营销应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网上购

物是众多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利用互联网便捷,广泛

等优势进行茶叶销售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目前许多茶企已开通了线上交易平台!售卖茶叶的综

合网站也日渐增加$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日益崛起

的新兴媒体!利用其所提供的平台进行宣传$如可结

合当地的旅游资源!在微博平台推出由茶叶品牌赞助

的免费茶旅游的优惠活动!参与者需转发微博!到截止

日期时抽选出中奖人员!并在微博上进行跟踪报道!与

消费者进行互动!在%润物细无声中&提高品牌的知名

度$同时还应结合社会热点!抓住时机进行宣传$

$#,

!

评比认定是辅助

纵观
#$!B

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行榜

的前
C$

名!无一不是获得过众多省级,国家级的奖

项$排行前三的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和信阳毛尖都

拥有地理标志商标证明,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地理标志产品,最具影响力中国农产品等荣

誉或认证!福州茉莉花茶于
#$!B

年入选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入选
#$!$

年上海世博会评选

的十大名茶!销售额屡创新高$中国茶叶市场存在明

显的认品牌现象!真正懂得鉴赏茶的消费者仍在少

数!对于大部分茶叶消费者而言!一个茶叶品牌所获

得的荣誉越多!越能证实这个品牌的真实性,可靠性!

越能让消费者对品牌个性产生更多的认同$

塑造一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并非一时之功!更不

可能一蹴而就$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应具备打持

久战的决心和毅力$对于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而

言!参加茶赛,茶类评比等活动!争取认证商标仍是主

流!这反过来也推动了茶叶企业生产品质优异,质量

上乘的茶叶!寻找自身特色!获得市场认可$但需要

注意!拥有好产品并不等于拥有好市场!也不意味着

能够成就好品牌!荣誉认定只是辅助而不是首要的追

求目标$

,

!

结语

想要从众多茶叶品牌中脱颖而出!需要具备鲜

明,独特的品牌特性$针对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拥有的品牌定位模糊,个性特色缺失,推广效力不足

等缺点!塑造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个性特色应成为茶

叶品牌发展的战略基础!跳出桎梏!联合多方!共同

打造$

参考文献

"

!

#

RE]O_9IET_2%*

!

ILU292DRLbE]8R355')

.

R,65(6')F

5,

W

60&5'&(

4

R60&5'&(4,M6(

.

',)0-&-345(6K3'-1')

.

)

ES'1()&(

M6,J%P(1()

"

:

#

8E36,

W

(0)R-0))')

.

%531'(4

!

#$$#

!

!$

*

?

+)

?A"@=$B8

"

#

#

%2UL9>9[LO*8E1'5

1

4M,6(P,615,5+(M'645'443(

"

:

#

8R-0&(

Q60)1')

.

!

#$$B

!

!

*

!

+)

B@!!8

"

C

#

U2[>2OL72D[R[2O2RRE8Z')4+'

W

K60)1')

.

)

>&,)&(

W

5,M

+,-'4J0)1(S,-35',)M,65+()05',)K60)1

"

:

#

8R-0&(Q60)F

1')

.

!

#$$?

!

C

*

C

+)

##;@#B=8

"

B

#朱玉林!康文星
8

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需求与供给

分析"

:

#

8

求索!

#$$?

*

=

+)

C"@C=8

"

"

#沈鹏熠
8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过程及其运行机制"

:

#

8

农

业现代化研究!

#$!!

!

C#

*

"

+)

"AA@";!8

"

?

#浙江大学
D>]I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茶叶品牌价值

评估课题组
8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

#$$;@

#$!C

+"

:

#

8

中国茶叶!

#$!C

*

"

+)

B@!#8

0Q@&R&;<('&'7/P&

L

8(>0K89

=

<'

=

A8&18

=

<('&HINEH<@?9&'7

[_>9NO')

.

F

/

3)

!

O2_G0F)0

!

b_%+()

.

F

/

'

*

%&+,,-,MU0)0

.

(J()5

!

<3

`

'0)>

.

6'&3-536(0)1<,6(456

/

_)'S(64'5

/

!

<3\+,3C"$$$#

!

D+')0

+

5E:;9&@;

)

2),36&,3)56

/

!

J0)

/

5(0K60)134(6(

.

',)0-

W

3K-'&K60)1040M,6J,M()1,64(J()5

!

0)1456'S(5,K3'-1K60)101S0)50

.

(40)1M(0536(4

W

6,J')()55,,&&3

W/

04

W

0&(M,6,)(

W

(64,)')5+(5(0J06Y(58>)0-

/

\(5+(044(44J()5,M5+(#$!BD+')(4(5(006(0

W

3K-'&K60)1S0-3(6(

W

,650K,35

5+(5,

W

C$5(0K60)14

!

1'4&3445+(

W

6(4()54'5305',),M5(006(0

W

3K-'&K60)1

W

(64,)0-'5

/

J')')

.

0)1

W

6,K-(J4

!

0)15+()

W

35M,6P061

W

60&5'&0-K60)1

4+0

W

')

.

45605(

./

8

%8

F

C(97:

)

5(0

'

6(

.

',)0-

W

3K-'&K60)1

'

K60)1

W

(64,)0-'5

/

!"

!!!!!!!!!!!!!!!

新兴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个性的挖掘及塑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