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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红茶产业发展状况调研及思考
张蕾  李欣  梁咏玲

安徽大学，江淮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祁门红茶自武夷山发源，经过江西，再到两湖，来到安徽祁红。祁红茶人以匠心独运为豪，以执着踏实、精益求精为荣，
以传承和弘扬祁红基因为骄傲。从创制伊始，到万国博览会获得大奖，再到茶叶复兴之路，祁红的百年沉浮融汇成一部前赴后继、
不断进取的恢弘篇章。近年来，祁门红茶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本文从种、产、销着手，深入实地调研这些问题，结合相关
数据展开分析，并给出相应对策，以期对祁门红茶产业振兴起到一定作用，从而为国家乡村振兴在祁门产业振兴中的落地提供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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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地处黄山西麓，
东北与黄山市黟县接壤，东南与黄山市休宁县为
邻，西北连池州市石台县、东至县，西南迄省境，
与江西省毗邻。它是安徽的南大门，属古徽州“一
府六县”，总面积 2257 平方千米。[1] 地处北纬
30 度黄金产茶带上，森林覆盖率高达 88.6% 以
上，为祁门红茶的生长奠定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祁门县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
四季分明。年均气温在 15-18℃之间，年降水量
在 1600-2000 毫米之间。祁门县地势高低差异较
大，海拔高度 100 米至 1700 米不等。祁门以及
周边雨量充沛，云雾多漫射光的生长环境，茶叶
的持嫩性较好，积累比较好的内含成分。当地黄
壤和红壤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利于茶树
生长的同时，还为茶树提供丰富的养分，使茶叶
品质更上一层楼。

十三五期间，实施“祁红产业‘2111’计划”，
祁红产业发展五大提升工程，祁门茶业出口质量
安全示范区创建，祁门茶叶“三区同创”等建设，
为祁门红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十四五时期，为推动茶叶经济长期平稳

的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农业现代化，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2] 根据《祁门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总体要求，
结合具体发展实际，编制《祁门县“十四五”祁
红茶产业发展规化 (2021-2025）》，此次规划
的总体目标是打造“世界红茶之都”和祁红发展
“2111”远期目标，重点推进“五大工程，六大
体系”建设。

一、调研对象选取

祁门县作为中国著名的茶叶产区，拥有丰富
的茶叶资源和悠久的茶文化。祁门县现有茶叶店
共 959 家，这些企业在规模、注册资本和公司类
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占
比分析，就企业规模、注册资本分布、公司类型
等维度分析并选取本次实地调研对象。

（一）企业规模分布
祁门县从事茶叶相关事宜的企业约为 959 家，

按照企业规模可得如下数据： 加工厂 465 家，
占比 48.4%，微型企业 179 家，占比 18.6%，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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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 87 家，占比 9%，中型企业 181 家，占比
18.8%，中高型企业 26 家，占比 2.7%，大型企业
19 家，占比 1.9%，超大型只有 2 家。

从以上数据可知，祁门县茶企以中小型企业
为主，超大型企业稀少，其中加工厂所占份额几
乎到了一半，而产业规模极大的大型及以上的企
业却刚过 2%，此种分布表明产业集中度较低。
因此团队选取安徽省祁门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超
大型龙头企业代表，祁门箬坑德和祥为加工厂代
表作为实地调研对象。

（二）公司注册时间
根据企业注册时间，注册地在祁门的茶企

几乎都成立于 2000 年以后具体如下：2000 年以
前成立的 2 家，2001 年 -2005 年有 19 家，2006
年 -2010 年有 47 家，2011 年 -2015 年有 195 家，
2016 年 -2020 年 有 427 家，2021 年 -2024 年 有
269 家。注册成立的茶企在 2000 年后呈现出加速
发展的整体态势，2016-2020 年间成立的茶企数
量几乎为过去数量的两倍。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茶叶行业的创
业活跃度显著增加，特别是在 2016 年到 2020 年
国家政策期间，注册的公司数量达到高峰，说明
这一阶段的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对新企业的吸引
力较强。因此选取创立于此时间段中的梅南红茶
厂作为调研对象。

（三）公司类型分布
根据茶企所有制的不同，气门茶企分为：未

注册 1 家，个人独资 29 家，普通合伙 7 家，个
体户 512 家，集体所有 2 家，合作社 174 家，股
份有限 2 家，有限责任 232 家。

个体工商户超过了一半的市场份额，有限责
任公司也占到了四分之一，因此选取个体工商户
祁门箬坑德和祥和祁门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地
调研对象。考虑到个人独资企业对局部茶叶种植、
生产和销售的影响，团队将茗圣源茶业有限公司
纳入调研对象之中。

综上所述，团队依据公司规模、注册时间和
公司类型三个指标维度，最终选取了祁门箬坑德
和祥、祁门红有限责任公司、梅南红以及茗圣源
茶业有限公司作为此次实地调研对象。

二、祁门红茶发展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团队发现祁门红茶市场较为
混乱，监管力度不够，造成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
进一步扰乱了红茶市场。大量资金的涌入，使得
原有的高标准老传统的茶叶品牌受到发展空间的
挤压，甚至有经典品牌因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传
承而消失。进而使得祁门当地的年青人纷纷逃离
祁门红茶极具地域属性的产业，最终将导致祁门
红茶发展受阻。

第一，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自 2015 年脱贫攻坚战打响，祁门县响应号召，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红茶产业，2016 年至 2020 年
就成立了 427 家茶企，茶叶行业的创业活跃度显
著增加，注册公司数量达到高峰。

茶企数量的增多一方面给当地茶经济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活力，同时给红茶的市场监管带来了
挑战。针对祁门红茶的 959 家茶企规模梳理，加
工厂和微型企业总数达到了 644 家，占总规模的
67.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祁门县主要是以加
工厂和微小企业为主。而加工厂以及微小企业数
量众多，分布较为分散，规模较小，成立跨度时
间长，多为个体所经营，只在茶季从事生产活动，
这就造成了监管的范围广、时间短，这就使得监
管不到位风险以及监管实施难度极大的提升。

同时，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周期长，政府给予
重视，所以关注度较高，理应地就会受到监管机
构地高度重视，监管力度就会加强。这就造成法
规政策执行力度有差异，针对大型企业而言，执
法人员在执法的时候具有较强的执法力度，对于
微小企业而言，可能存在执法力度不强的情况。
进一步地，就会导致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地加工
厂和微小企业经营乱象丛生，可能出现拼凑茶、
茶叶价格虚高以及难以符合茶叶等级鉴定的茶
叶。 [5]

第二，祁门红茶等级鉴定标准不明确
祁门县政府牵头，行业联合会商讨，制定了

祁门红茶地统一等级标准。但由于祁门县东西南
北四路茶叶在外形，色泽，香气，汤色，叶底均
存在明显差异，加上制作工艺上地传承发展不一
致，因而导致出台的统一标准，难以覆盖四路茶
叶的品质需求。进而导致了四路茶根据各自的特
色制定了各自的标准，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
现，进一步使得祁门红茶市场标准混乱频出，使
消费者在购买时难以判断品质优劣。

另一方面，祁门红茶等级鉴定主要依赖于人
工观察和经验判断，可能出现鉴定结果不准确的
情况。红茶鉴定从业人员的水平层次不齐、口味
倾向差异较大，部分从业者甚至都没有经过专业
培训，这就为茶叶的出厂入市等级评定增加了难
度，进一步加剧了祁门红茶标准的不明确，甚至
是混乱。 [6]

第三，品牌建设力度有待加强
茶文化以得不到广泛传播，导致消费者对其

认知程度有限，不利于进一步打响产品知名度。
对于祁门红，天之红等大型企业而言，他们注重
产品的品牌定位，品牌形象建设全面持久，品牌
传播度高、知名度强。而对于大部分加工厂和微
小型企业来说，仅能做到红茶的种植、制作和销
售，难以做到对品牌的重视与建设。

红茶品牌形象陈旧，红茶包装采用简易包装，
缺乏新颖性，难以吸引当代年轻消费者，同时也
不利于打出自身品牌的品牌价值。红茶品牌传播
力不足，红茶宣传渠道单一，宣传范围有限。“互
联网 +”思维欠缺，很少采用现代化网络宣传方
式，个人红茶品牌在社交媒体曝光度较低，知名
度不高。

同时自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落地以来，大量茶
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承包了原始农户茶园，
低价收购农户茶叶，对红茶种植、制作市场进行
瓜分，创立诸多新生代品牌，采用“互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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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开展宣传、销售，大大挤压了原有品牌发展
空间。原有的老品牌因固守传统，没有跟随现代
化潮流，在同类型企业受到挤压，其市场竞争力
逐渐减小，不利于老品牌的传承与保护，造成新
品牌毫无市场竞争力、老品牌逐渐淡出民众视野
的尴尬局面。

第四，缺乏年轻血液
团队通过走访箬坑村，培前村等村，发现村

内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不再愿意从事茶叶
种植，从事茶叶种植的多为 40 岁以上的茶农。
祁门县域内多为山地，且优质茶树均在未开发的
高山上，中老年人随着身体的衰老加剧了采茶的
风险程度，迫使其逐渐放弃对茶树的管理。聘请
的采茶工由于其创收的初发性，使得所采鲜叶品
质存在巨大差异，这为茶叶质量埋下隐患。周而
复始，造成了茶叶种植采摘的不良循环。随着一
代人的老去，有些传承已久的种植、采摘技艺将
不复存在。

此外，团队还走访了祁门县部分茶叶门店。
发现茶叶门店老板也多以中年为主，且大多又是
微小企业，难以适应目前“互联网 +”模式的需求，
仍然以实体销售和熟客介绍等方式售卖茶叶。这
样势必造成大量不懂祁门红茶的电商大量涌入倾
占市场，待红利达到顶峰，祁门红茶也就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尴尬境遇。

三、新背景下的发展建议

祁门红茶在发展中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也
呈现出总量逐步上升、质量不断提升的局面。为
进一步推动祁门红茶产业发展，针对出现的问题，
给出相应的建议，以期能在祁门县当地茶商应对
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的祁门红茶
产业中发挥些微的作用。[7]

首先，提高市场监管力度，保证祁门红茶品
质。从法律法规角度出发，祁门红茶市场监管法
律法规体系需进一步健全，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
问题要及时做出反应，充分论证问题产生根源，
做到祁门红茶种植管理、生产加工、销售市场监
管无死角，做到监管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
必严，定期或随机对祁门红茶市场进行巡查，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祁门红茶的行为。从服务茶
企茶农角度出发，由政府牵头打造一个平台，吸
纳不同类型企业家、祁门红茶传承人和相关技术
人员，制定切实可行的等级划分标准，使得消费
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做到祁门红茶
质量整体上台阶，生产加工标准化，经营销售规
范化，非遗传承有后人的局面。

其次，加强与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合作，引
进祁门红茶所需的新鲜血液。自 2015 年脱贫攻
坚战打响，祁门县大力发展红茶产业，鼓励大学
生创业，2016 年至 2020 年成立了 427 家茶企，
茶叶行业的创业活跃度显著增加，注册公司数量
达到高峰，响应了国家第一个百年目标。“坚持
把论文写进田野大地上”是对涉农高校回信中的
一句话，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作贡献，是新时代赋予涉农高校的光荣使命，更
是总书记对师生们的期望和嘱托。[8] 在这一背景
下，需要进一步加强与高校合作，共同建立大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实践场所，让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祁门红茶产业振兴的队伍
里。同时也要做好外出读书打工人员的返乡政策
引导，鼓励这些走出去的本地籍人员返乡创业，
尤其是鼓励他们从事“互联网 +”、人工智能背
景下的祁门红茶整链条的创新工作，使得祁门红
茶的传统孕育出新时代的“茶苗”。

再次，明确细化产品等级标准，科学合理划
分市场产品。针对祁门红茶外销市场，政府应采
用国际标准进行等级划分和质量把控，鼓励参照
国际红茶标准进行种植制作，确保符合国际市场
需求和标准，进而持续振兴祁门红茶国际市场。
针对祁门红茶内销市场，祁门县政府可以结合国
家相关标准以及传承人、茶农的经验和技艺，综
合确定科学、符合实际的划分等级标准，促使占
比较大的加工厂和微型企业进一步规范生产加
工。祁门红茶产业需要加强对制作者的培训和指
导，积极推动产品标准化建设，提高制作工艺水
平，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同时，要加大对传统制
作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力度，让更多人强化传承技
艺的意识，了解和掌握祁门红茶的制作技艺，从
而推动祁门红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销售渠道信息化网络化，品牌建设多
样化标准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线上销售
已今日茶叶市场，祁门红茶市场需要加强销售数
据渠道信息化建设，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扩大线
上销售市场份额。祁门红茶需要对已有的品牌做
好保护工作，进一步规范其品牌的相关标准，对
新型品牌要及时吸纳，进而建立祁门红茶多元化
的标准化品牌体系，进一步为弘扬祁门红茶打下
坚实的品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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