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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人们日常生活喜欢的饮品。我国作为茶叶的故

乡，伴随着近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茶叶已由当年“神

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解之”，到现如今成为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人们

对茶的喜爱，也已由当初比较简单的蒸青饼茶发展到现

在众多加工工艺的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黑茶和乌

龙茶，以及现在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茉莉花茶。茶叶在历

史和人们生活当中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完善，体现出广

大人民群众对茶的各种需求，因此茶叶的发展存在着庞

大的市场和潜力。

一、发展现状

钦州市有着悠久的茶叶生产历史，当地气候温和、

雨量充足、土壤肥沃，具备了茶叶种植的优质环境。茶

叶种植是茶农经济来源和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相关数

据统计显示，全市两县四区涉及茶叶生产相关的有 20个

乡镇，经济收入与种茶制茶相关的人口有 10多万。截

止目前，钦州市茶园总面积 85450 亩（开采面积 80500

亩），其中有机茶园面积 2323 亩；干毛茶总产量 17464.8

吨，干毛茶总产值 9.98 亿元；名优茶产量 1849 吨，产

值3.698亿元；绿茶产量1.488万吨，产值7.52亿元；红

茶产量 2364.46 吨，产值 2.35 亿元；黑茶产量 212 吨，

产值 0.107 亿元。全市茶树品种现以福云六号为主，近年

来相继引进了云南大叶种、龙井长叶、乌牛早、桂绿 1

号、黄金芽、白牡丹、金萱、铁观音、金观音、平阳特

早、福安大白、福鼎大毫、白芽奇兰、福云 595、金牡

丹、早春毫、春波绿等优良品种。

钦州全市各县区茶叶生产中，以灵山县的表现最为

突出：2010 至 2015 年连续 5年荣获“全国重点产茶县”

荣誉称号，2014 年荣获“中国名茶之乡”荣誉称号。此

外，灵山绿茶于 2013、2015、2017 年度分别入选农业部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2020 年 4月获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0 年 11 月入选广西

农业品牌“广西好嘢”区域公众品牌目录。灵山茶叶产

品多次在全国、全区茶叶评比中获奖，所取得的这些成

果，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专业人士以及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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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在生产一线的茶企业和茶农的共同协作。《钦州市农业

农村局 2021 年工作要点》中指出：由发展科牵头，以种

植业科、信息科、市水果中心、农科所、经作站、农技

中心为责任单位，要狠抓茶叶产业发展，力争 2021 年茶

叶产量达到 1.62 万吨，同比增长 6.4%以上，同时，加快

建设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持续推进茶产业品牌建设。

浦北县农业农村局《统筹抓好“茶产业、茶文化、茶科

技”推动浦北高质量发展闯出新路子》中报道：要结合

浦北自身条件和优势，统筹抓好“茶产业、茶文化、茶

科技”，要结合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发展优势，

不断探索，在茶叶品种、标准化种植、品牌打造、多元

化市场营销上下功夫，强化产业扶持，培育产业龙头企

业，提高科技支撑能力，做好茶旅融合文章，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高质量的特色产业，要不断

挖掘、丰富茶文化，将茶文化与茶产业发展有机融合，

通过拓展宣传扩大茶叶产品知名度，提升茶叶文化品

味，推动茶产业品牌建设，加快推进浦北茶产业健康发

展。2021 年 6月 7日，钦州市科学技术局发表文章《科

技助推钦州市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出：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市委书记许永锞关于做大做强茶叶产业的重要指

示，市科技局立足新形势新任务，以做强做优做大为目

标，加快转变茶叶产业生产方式，着力构建现代茶叶产

业体系，推动茶叶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茶叶产业高质量

发展，同时，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为契

机，分别在灵山县、浦北县举办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现场培训班，茶叶基地、企业、种植户等约有 200 人参

加培训。而在自治区政府层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广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意见提出加快促进茶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把广西

壮族自治区打造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茉莉花茶、六堡茶产

区，以及绿茶、红茶重点产区。到 2025 年，力争全区茶

园面积发展到 200 万亩左右，一产产值超 200 亿元，二

产产值超 250 亿元，三产产值超 250 亿元，综合产值实

现 700 亿元以上；全区茶产业区域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由

2018 年的第 14名进入前 10名；进入全国茶产业领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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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榜单前 20名的县级产区由 2018 年的 1个增加到 2个

以上。意见还提出了科学优化区域布局、促进绿色种植

生产和提高茶叶加工水平等 10大任务。政府层面对茶叶

产业的重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能

够推动茶产业的发展。

二、茶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优势（以灵山县为例）

1.茶叶生产历史悠久。灵山县茶叶生产具有春茶上市

早、产量高、品质较好的特点，据文献记载，灵山县 500

多年前就有茶叶的种植记录。全县茶叶生产规模小，产

量少，1948 年全县茶园面积仅 2969 亩，在十九世纪六七

十年代得到迅猛发展。90年代后，全县茶叶恢复并稳步

发展，推广种植名优茶茶树品种，是广西最早引进推广

名优茶品种、种植面积最多的县之一。

2.气候适宜，适合茶树生长。茶树喜湿润，生长最

适气温 18 ～ 25℃，年降水 800mm以上，在生长期月降

水量不能少于 100mm，少于 50mm茶树缺水。灵山县地

处低纬度，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中气候温和，夏

长冬短，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冬春季有间歇性寒潮入

侵。据县气象站 1956—1984 年的记录显示，灵山县年

平均气温 21.7℃，无霜期平均为 348d。年降水量平均

为 1658mm，多集中在 4—9月，这期间降水量占全年的

80%，年平均降水日数 161d。

3.区内各级政府重视。2019 年广西区政府出台《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广西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2021 年钦州市政协委员会

报送《关于“加快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

兴”的调研报告》；2021 年广西六堡茶产业发展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尽快出台广西茶产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要加快推进广西六堡茶产业发展集聚区、

六堡茶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项目建设，要加强招商引资力

度，积极引进培育高端茶产业龙头企业，加强企业带动

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六堡茶产业快速发展。

4.桂青种资源丰富，品种优势明显。灵山现有桂青群

体种、云南大叶种面积 1.45 万亩，还有部分失管老桂青

种茶园未纳入统计，若提高对桂青群体种茶园的管理和

投入，则能够提供充足的六堡茶原材料，非常契合自治

区政府提出的重点发展广西六堡茶产业的政策。

（二）存在问题

1.茶树主栽品种单一，茶厂生产规模小，缺少龙头企

业。自从茶叶产业结构调整后，现有的茶园生产品种基

本以福云 6号为主，而新兴茶厂多，但规模不大，小茶

厂甚至一些私人茶厂独立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一

旦受到资金周转问题的影响，很容易导致停产，严重的

可能会直接破产。

2.小众茶叶品种多且杂，品牌效益低，综合经济效

益不高。由于小茶厂众多且分布较散，缺乏统一的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方式，导致出现小众茶叶品牌繁杂的现

象，市场口碑褒贬不一，品牌效益不高，最终导致茶叶

综合经济效益不高，这些情况不利于茶产业的健康发展。

3.茶园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现如今茶叶种植基

本上是以农民为主要生产主体，每户茶园面积 1 ～ 3亩

左右，100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茶场不多，茶叶种植分

散，茶园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茶园管理不统一，

导致茶青品质参差不齐，严重影响加工成品品质。

4.采茶机械化程度低，同时采茶工人老龄化现象严

重，采茶成本不断增高。由于茶园规模化程度不高，多

数茶园比较分散，不利于机械化管理，采茶机械化程度

低，同时由于采茶工人老龄化严重，年轻劳动力外流且

不愿意参与茶叶生产，引起茶叶生产劳动力短缺，导致

采茶成本不断增高，进而降低了茶叶生产的经济效益。

5.成品加工粗放，宣传力度不够，产品知名度不高，

品牌优势小。成品加工多为初级加工产品，精深加工产

品少，小包装产品多，初级、粗包装产品占的比例大，

占总量的 95%以上，同时，由于宣传力度不够，产品

知名度不高，导致茶叶成品大部分在本县销售，县外不

多，粗卖贱卖现象较多，无法实现优质优价，造成茶叶

附加值低，影响综合效益。

6.技术推广缺乏经费扶持，工作开展进度缓慢。由

于缺乏经费扶持，有的技术推广单位已经解体。例如：

主产区灵山县茶叶技术推广中心因缺乏经费扶持，在产

业机构改革中已被撤销，茶叶技术人员已经转战其他单

位，其他县（区）茶叶技术推广岗位，也早已撤销。市

经作站，由于缺乏必要的业务经费，近年来召开专业技

术推广会议的次数不断减少。专业技术人员不能下乡开

展工作，导致与生产第一线脱离信息联系，这样不仅造

成了国家技术资源的浪费，严重地影响了今后茶叶生产

的持续发展。同时，由于经费缺乏，对外进行产业学习

交流的机会也在减少，不利于新品种的引进、新的栽培

管理技术和制茶工艺的改善和提升。

三、发展对策

（一）加大政策、经济扶持和宣传力度

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茶叶生产主管单位，应继续加

大茶叶产业的政策扶持和宣传力度，加大对各级茶叶技

术推广单位和茶企业的经济扶持，给予技术推广工作更

多的经费支持，充分发挥技术推广单位和人员的技术推

广作用。积极搭建良好的产业对外交流台，提供生产技

术和产销方面的第一手优质信息，促进种植技术和加工

工艺的提升，提高产业市场销售竞争力。

（二）完善和优化茶叶产业结构，引进和改良优质

茶叶品种

打造信息化交流平台，整合小、中型生产企业，提



农家科技 185

农 经探讨
NONGJINGTANTAO

高其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构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完

善产业区域生产规划，以茶厂为中心辐射点，最大限度

地整合和扩种茶园，连片种植，方便集约化管理和优

质、无公害茶叶生产技术的实施；对质量和产量较低的

老茶园，逐步引进或改良优新品种；对优质但低产的老

茶园加大管理力度，提高优质原材料产量。此外，完善

茶区交通设施以及产业相关劳动市场，适当提高劳动力

待遇，促进产业生产积极性，保证茶区能够按时采摘、

生产。

（三）促进茶叶精加工、深加工，努力打造自身优

良品牌

通过对外的学习、沟通与交流，改进现有的茶叶生

产加工工艺，加强对初级茶叶产品的精加工、深加工。

努力提升茶叶的品质，研发茶叶新型产品及附属产品种

类，如茶饮、茶叶保健品等相关产品，打造属于自己的

优良品牌，带动产业多元化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利润增

长点。

（四）加大技术培训和推广力度

产业生产相关的技术人员通过政府层面搭建的对外

学习交流平台，将学习到的先进生产技术最大限度地推

广到全产业链，聘请产业内种植管理、制茶工艺、市场

销售等方面的专家对相关的产业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不

断提高他们种、产、销的产业生产能力。

（五）明确市场发展主要方向，因地制宜发挥本地

产业优势

通过对国内外茶产业市场的深刻调研，把握市场发

展主要方向，结合自身发展环境，因地制宜，继续完善

和加大早春茶的生产，不断提高自身早春茶的市场地

位。积极开发有机茶、保健茶等新品茶，促进茶品多元

化发展，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茶叶产出和提高茶叶的生

产效益。结合自治区茶产业发展方向，积极探索和改良

六堡茶生产工艺，发挥本地桂青种的资源优势，将本地

优良桂青种资源融合到六堡茶产业中去，为六堡茶在全

国乃至世界的品牌市场竞争打造优质高产的原材料。

四、结束语

茶叶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茶

产业市场的机遇和竞争并行，谁能够在新时代新发展下

把握住机遇，同时付出绝对的努力，谁就能把握先机，

紧跟市场发展的方向，在滔滔洪流的市场中站稳脚跟。

钦州市作为广西重要的茶叶产区，应当发挥自身优势，

优化茶产叶结构调整、加大对茶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

持、提高茶叶宣传力度，充分体现自身桂青种的优势，

同时结合自治区“十四五规划”中茶产业的发展要求，

在做好早春茶市场工作的同时，深入探索和研究六堡茶

原材料和加工领域，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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