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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昭通市茶叶生产具有较好的传统，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亮点之一。在全面分析昭通市茶产业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昭通市茶产业的发展应以小叶茶和苦丁茶为重点。分析了茶产品的市场情况并

结合昭通地区实际情况对茶产业基地建设进行了合理布局，指出未来实现昭通市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茶园管理水平和茶叶加工工艺水平；加大投资力度，增加茶叶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

加强市场开发，打造昭通小叶茶特色和有机苦丁茶品牌；实施绿色生产战略，提高茶叶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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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滇、川、黔三省结合部，面积23 021km2，其中山区面积占96．24％，

25。以上的坡地占43．81％，为典型的山地构造地貌[1]。境内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滞后，是国家

重点扶持的金沙江下游和乌蒙山区的贫困片区之一。昭通山区面积大，气候温和湿润，十分有利于茶叶生

长，是云南小叶茶的主产区，茶叶生产在当地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并且成为昭通的特色产业之一。

在“十一五”昭通市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利用昭通独特的气候特征和山区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建设昭

通特色小叶茶产业基地，对于实现当地农业的生产发展和农民的生活宽裕等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一、昭通市茶产业发展现状

(一)茶生产以云南小叶茶为特色

昭通山区面积大，盐津、绥江、大关、彝良、威信、水富、镇雄和永善等县境内500～1 000m海拔、

坡度小于25。的坡地，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无霜期近300d，茶树生育期长，采摘时间达5个月以上，

十分适合于小叶茶树生长。当前，昭通小叶茶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较大规模，成为云南省特有的小叶茶

主产区。据统计，2004年昭通市有效茶园面积达9 913hm2，投产面积7 753hm2，平均单产465kg／hm2，

全市年产干茶3 551．5t，产值达5 890．5万元。昭通现有茶园中，良种茶园3 473hm2，占投产茶园的

44．88％，其中优质苦丁茶园面积1 820hm2，占苦丁茶园面积的2／3。昭通市产茶山区环境良好，大多数

茶园均呈自然生长状态，栽培管理上很少施用农药化肥而具备绿色生产条件，符合现代生活追求的绿色食

品潮流，因而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二)茶加工业已有一定基础

昭通市茶叶产量虽然相对较少，但茶叶加工业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在品种上和品牌上已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优势。当前，昭通茶加工业主要品种有本地优良小叶茶和苦丁茶，生产茶类有烘青绿茶、晒青绿

茶、出口红条茶、红碎茶、南路边销茶、特制名茶、再加工茉莉花茶、沱茶、优质苦丁茶等。成品茶有大

关“翠华贡茶”，盐津“苗岭碧芽”、“摩崖银毫”、“毛峰”、“十里香”，水富“毛尖”、“银芽”、盐津“寒

烟翠苦丁茶”等名优产品。其中大关翠华茶据1912年大关县志记载“曾在巴拿马赛会获二等商标”，盐津

县生产的“苗岭碧芽”2001年荣获成都第二届国际茶博览会金奖，“苗岭碧芽”和“摩崖银毫”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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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5日在农业部举办的“中茶杯”评审会上分别荣获金奖和银奖，盐津生产的“寒烟翠苦丁茶”

2002年6月获韩国举办的国际名茶“特别奖”。而且，昭通当地比较著名的茶叶企业不仅收购和加工茶

叶，本身也拥有相当规模的茶叶种植基地，目前已经形成茶叶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发展的格局。

(三)茶产业管理粗放。加工水平较低

昭通茶叶生产基本上属于纯自然生产状态，茶园管理比较粗放。2004年昭通茶叶单产465kg／hm2，

远低于全国平均茶叶单产990kg／hm2的水平，也低于云南省和毗邻的贵州省的平均水平。昭通许多茶园

存在规模较小、茶树老化等问题，生产率较低，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生产管理中科技含量低，茶叶种植户

几乎没有专业开展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及修剪等生产管理，几乎没有从事以茶叶种苗选育及种植技术试

验、示范、推广的专业机构。总体上看，昭通茶叶加工业目前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茶叶产品，

加工水平还不是很高，每年的茶叶产量中以毛茶出售的比例仍然过高，产品的包装和商标品牌的宣传力度

不够，造成茶叶产品的附加值偏低。按现有茶产量与产值计算，昭通每公斤茶叶仅16元左右，比云南省

的平均25元／kg低1／3。此外，昭通现有的茶叶加工企业的管理水平低下，很难在国内外茶叶市场的竞争

中占据优势；茶叶加工和销售企业都存在小而散的问题，造成加工技术推广难、信息沟通难，无法形成规

模化生产。

二、产业发展思路

昭通市茶产业发展要紧紧抓住当前茶叶市场良性发展的机遇，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积极面对国内

外茶叶市场的挑战，利用云南小叶茶主产区的特色，打造昭通茶叶品牌。以昭通市现有茶园为基础，以市

场为导向，逐步扩大茶园种植面积；以科技为依托，提高茶园管理水平，增加茶叶产量。通过联合和竞

争，扩大茶叶加工企业规模，引进设备，提高加工工艺水平，新品种培育建设，培育规模化茶园生产基

地；以提高茶叶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地方经济为出发点开拓市场，实施产业

化、集约化经营，培植龙头企业，搞好茶叶的加工服务，增强加工能力。昭通市茶叶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要

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合理利用资源和土地，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坚持走发展无公害产

品和绿色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增长。

三、市场分析与产品定位

(一)市场分析

就国际市场分析，目前全世界的茶总量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据专家预测，茶叶将主导21

世界的饮料市场，世界茶叶市场前景较为乐观。近年来欧盟和日本等对茶叶农药残留超标问题纷纷设限，

这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的茶叶出口，但是也为我国发展无公害绿色茶叶基地建设问题提供了机

遇。昭通地区茶叶由于无污染、品质好处于一种有利的国际茶叶市场环境之中。2004年我国茶叶出口量

占我国茶产量的1／3，仅占世界茶叶市场份额的6％。随着绿茶和特种茶市场的开拓，我国茶叶出口仍有

较大的增长空间。就国内市场来看，茶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有19个省、市、区产茶，

2004年国内销售量66万t，人均0．5kg，茶叶人均消费量低于中等消费国的人均水平，如加拿大人均年

消费茶叶0．94kg，伊朗0．98kg，摩洛哥0．79kg，苏丹0．86kg。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叶作为我国传

统的饮品，其消费量将会有较大的增长，国内的茶叶市场潜力巨大。

(二)产品定位

昭通市茶产业发展，主要是在现有小叶茶生产的基础上推行清洁生产，生产无污染、无公害的茶叶产

品，逐步扩大茶园面积，通过提高单产来增加产量，进一步打造昭通特色小叶茶品牌，加强昭通市小叶茶

品牌的宣传力度，在延续和扩大原有品牌市场占有率的同时，积极创建昭通“有机小叶茶”品牌。以小叶

茶的生产和发展为龙头，积极建设无公害绿色小叶茶基地，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进一步提高小叶茶质

量，茶叶基地建设主要面向昭通小叶茶加工厂，为其提供稳定、质优的原料。茶叶加工业定位于主要进行

小叶茶和苦丁茶等品种的精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主要产品为中、高档茶叶以及茶饮料。茶叶主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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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云南、四川、上海等国内城市地区，并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高档茶叶出口到日本、韩国、东南亚、欧

美等国家和地区；茶饮料主要面向国内云南、四川等周边地区。

四、基地建设与布局

(一)茶叶生产基地

根据昭通茶产业发展思路，茶叶生产基地建设将逐步扩大小叶茶种植面积，积极改造中低产茶园，稳

步扩大无公害茶园面积，积极发展苦丁茶生产。根据农业部发布的无公害茶叶行业标准NY 5017的要求，

切实制订生态环境保护计划、茶园肥培管理计划、低产低效茶园更新改造计划、病虫草害防治计划等系列

技术方案，建设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心]。小叶茶生产基地重点布局在盐津、绥江、镇雄、彝良、大关、威

信和水富7县；在大关、盐津、彝良和绥江4个县选择基础较好的乡镇进行苦丁茶生产基地建设(图1)。

一方面积极结合退耕还林工程，利用空闲山地，适当扩大茶园面积。同时，加强科技投入，实行茶园集约

化经营管理，提高单产水平，增加茶叶产量，最终形成规模化生产。在茶叶生产基地建设过程中，应按照

无公害标准进行种植、采摘和管理。“十一五”期间力争使昭通市茶园投产总面积达到1万hm2。通过加

强管理和改造低产茶园，提高单产水平。

(二)茶叶加工基地

／温i豺 N 昭通茶叶加工基地主要根据“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心㈣ A 的原则，“十一五”期间，主要在盐津、绥江、镇雄、彝

∥一《．!。： 良、大关、威信和水富7个茶叶生产县建设茶叶加工基

＼C§＼释√ 厶＼1 地，同时进行老茶叶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十一

／水善令大关县h!卜一蹬县乙 五”期间力争使昭通市实现3 000t的高档茶叶生产规模。

／／jL私矗<～_V、epj 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提高茶叶生产工艺和茶叶加工能

．√铺阳区父姆吠“鬻县 J 力，提高茶叶加工质量，重点支持精制茶和名优茶加工，

／、 ]u／． ／ ＼／L—一厂 以原有的茶叶品牌为基础，集中规模化生产，突出昭通茶

＼⋯7 叶名牌，使昭通茶叶在国内知名茶叶品牌中占有一席之

f醵县1√ 黪椰瞵生产基地
地。

、 √
4

篓!‘兰兰竺曩地 (三)小叶茶品种资源和苗圃基地
＼ ／～ 氟 茶叶加：t基地 、一’ 川‘小⋯‘烈叩’。一w幽留岫
沙。

。i 小响≮品种资源和苗谰基地 要充分利用昭通小叶茶特色，建设小叶茶品种资源和

苗圃基地。盐津是昭通小叶茶的最集中产区，可考虑在盐

图1昭通市茶叶生产与加工基地布局示意图 津选择基础较好的乡村进行重点建设，形成小叶茶品种资

源和苗圃基地，建设规模为135hm2。同时，通过基地建设，结合昭通旅游业发展，还可以成为昭通农业

生态旅游的重要景点，最终形成集昭通小叶茶品种保护、苗圃、旅游观光、科技示范咨询、品茶和茶文

化、茶产品和相关茶业产品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五、保障措施

(一)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茶园管理水平和茶叶加工工艺水平

昭通市茶产业的发展，在种苗培育、茶场改良、栽培管理、加工工艺、产品保鲜运输、质量安全检测

等方面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茶叶生产加工的科技含量。要充分重视提高茶农、茶工的素质，加强职业

教育，开展技术培训，重视培育企业文化。茶叶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和制定茶叶的标准化生产

规程。要尽快建立茶叶质量检测中心，把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经验结合起来，确立合理的技术指标和技术

措施，形成以云南特有的以小叶茶生产为基础的茶叶生产标准。

(二)加大投资力度。增加茶叶生产能力和加工能力

茶产业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茶产业发展的投资方面，可以采取政府集资统筹发

展和招商引资的方式，千方百计增加投入，政府部门可以在税收、贷款等方面采取灵活的措施，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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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返还、技术改造、退耕还林、扶贫、市场建设、科技推广等政策和措施，使投资向茶产业倾斜，鼓励

和支持茶加工龙头企业发展，探索建立企业与茶农之问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连接机制，推进茶叶

的产业化发展；配套建设相应的、必要的水利工程和一定的改土建路工程，给昭通茶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

内部和外部发展环境，推动昭通茶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加强市场开发，打造昭通小叶茶特色和有机苦丁茶品牌

根据世界茶叶市场的交易中心从消费国转向生产国的新动向，昭通茶叶的市场开发逐渐必须依托昭

通、昆明等城市的茶叶的绿色批发市场，逐步实现向全国甚至国外的市场扩张，建立茶叶销售网络的电子

商务绿色市场；地方政府应鼓励和扶持茶叶专业技术协会，茶农经济合作社的发展，提高茶农的组织化程

度[33；积极参加茶叶交易会、名优茶展销会，制定鼓励开拓茶叶市场的政策，规范市场秩序，紧密结合连

接云南、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建设，开拓茶叶的绿色国际通道，立足积极开拓内销市场，恢复东欧

及穆斯林国家市场，大力拓展东南亚及欧美市场，全面进行营销创新。

(四)实施绿色生产战略，提高茶叶质量安全

目前中国茶叶中农药残留较高；茶叶中铅含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影响了茶叶的出口和销售口]。昭通

茶在走向国内外的发展过程中，要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必须密切关注国际茶产品发展动态，做到高起

点、严要求、高质量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昭通茶种植地区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绿色栽培等优势，高

度重视无公害、绿色、有机茶的生产，从茶园建设、良种培育、生产、加工、包装直至运输、销售及消费

全过程均符合国际及国家有关标准：如IS09000质量体系标准、有机茶标准、绿色茶标准、无公害茶标

准。同时建立和完善茶叶质量保证体系，进行相关质量标准认证。彻底摆脱无标准生产、看茶做茶等手工

作坊式落后的生产管理方式，用标准管质量、用标准监督质量，确保茶叶质量稳定和提高口]，实现昭通茶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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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 industry in Zhaotong City possesses good tradition，and thus becomes one of the highlights

in local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On the basis of completel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ea in—

dustry in Zhaotong City，this paper points out this development should 1ay emphasis on small Ieaf tea and

kudingcha．It analyzes the market situation of tea products，and carries out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for con—

structing tea production bases，comb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Zhaotong Prefecture．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in the fu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a industry in Zhaotong；to improve management level of tea garden and tea processing

level as well；to strengthen investment，SO as to increase tea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capacities；to an—

hanc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o dissemin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aotong Small Leaf Tea and to create

the brand of organic Kuding Tea；to implement green production strategy，SO as to improve tea quality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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