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排名保二争一

截止目前，肯尼亚、斯里兰卡
等主要产茶国还没有正式公布
2009 年茶叶出口数据。 根据 2009
年前 11 个月的数据估计，中国茶
叶出口将可能位居全球第二位 。
2008 年， 我国茶叶出口位居全球
第三位。 相比 2008 年，我国茶叶
出口全球排名可能上升一位。

数据显示 ，2009 年前 11 个
月，斯里兰卡减产 12%，产量为 26
万吨，全年产量大概在 30 万吨左
右，除掉内部消耗，出口量约在 30
万吨以下。 照此估测，中国茶叶出
口将超越斯里兰卡， 位居全球第
二位。

往年排名第一位的肯尼亚 ，
2009 年前 11 个月生产茶叶 27.8
万吨，同比减少 9.7%。 2009 年，中
国茶叶出口量有可能与肯尼亚持
平，或者超越肯尼亚。 甚至有资深
人士提出质疑，认为肯尼亚 38 万
吨的出口数据“横空出世 ”，值得
推敲。

“出口强国”引领世界潮流

茶界一直认为， 中国是茶叶
出口大国，但不是出口强国。 我们

需要转换思维方式， 以强国的眼
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以近年的出口数据为支撑，
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这个话题了 。
中国早已经超越了出口大国的地
位，事实上已经是出口强国了。 ”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
会秘书长蔡军认为。

虽然中国茶叶有没有国际品
牌，但“引领世界潮流”的提法应
该是站得住脚的， 主要是从品类
和科技两个角度来讲的。 虽然国
际市场以红茶为主，但是，消费者
对口味创新的喜好， 对身体健康
的关注在不断提高。 这样的话，中
国茶类将是首选， 也是唯一的选
择。 从这个大趋势看，中国茶叶必
将引领世界潮流。

另一方面， 中国茶业科技投
入在持续提高， 特别是政府的科
技资助大幅增加。

产业出口链条重塑成型

中国茶叶出口， 会不会发生
倒退呢？ 历史地看，今年茶叶出口
的增加，是产业链重塑的结果，因
此具有可持续， 不会出现大的反
复。

2009 年，在我国海关记录中，

有近四百家企业直接参与了茶叶
的出口贸易。 其中，出口量一万吨
以上的企业有十家，1000 吨以上
的企业有五十六家， 其余多数企
业都在百吨左右。 这个庞大的出
口企业群， 构成了稳定的出口基
数。

从企业的运行来讲， 在外贸
改革后，特别是 2005 年外贸完全
放开后， 茶叶出口企业逐渐建立
起了自有的基地或合作基地 ，构
建起了以出口企业为龙头和核心
的产供销出口链条。 这样，我国茶
叶已经进入了产业化和规模化的
基础阶段， 成熟的出口产业链基
本成型。

警钟：国际竞争“居安思危”

虽然我国 2009 年出口创下
历史佳绩， 但在国际和国内两个
市场， 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
竞争。 中国茶叶出口，也需“居安
思危”。

中国绿茶虽然出口量稳居世
界第一， 但是也暗含危机。 一方
面，价格、利润很低，内部竞争加
剧，另一方面，还面对国际新兴产
茶国的竞争压力。

印尼和越南绿茶正在国际市

场上对中国绿茶形成广泛的竞争
力。 2008 年， 越南出口绿茶 9 万
吨。 印尼绿茶，也在快速增长。 由
于绿茶价位不高， 没有高额的利
润， 肯尼亚等国还没有大量生产
绿茶。 如果肯尼亚也转产绿茶，我
们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

出口佳绩来之不易

2009 年， 中国农产品出口总
额下降 2.5%。与此对照的是，2009
年，我国茶叶出口量比 2008 年增
加 5000 吨。 虽然总量增长不大，
但也来之不易。

“一方面，日本和欧洲继续急
剧下滑 ， 比 2008 年减少近 4 万
吨。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严重影响
国际消费需求， 影响大型进口商
的采购和推广力度。此外，2009 年
茶叶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在这种
情况下， 依然能够突破 30 万吨，
是难能可喜的。 ”蔡军认为。

欧日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
间，在我们作出适当调整、适应对
方新的贸易规则以后， 中国茶叶
必将能再次大规模重返欧日市
场，茶叶出口将再次大幅增长，成
为我国茶叶出口又一个新的增长
点。

中国茶的国际营销
在企业经营中， 市场营销分析

（4P分析）引导着企业的商业规划和
自检，是一项重要的企业策划工作。

在国际市场， 中国茶产业何尝
不是一个大企业呢？ 用4P分析中国
茶的国际营销， 将在一定程度上引
导我们系统反思中国茶的国际市场
策略， 进一步明确提高出口的市场
策略。

市场营销：一缺三

4P分析， 就是逐一分析企业的
产品、渠道、促销和定价。 将4P分析
应用到茶产品出口， 我们将不难发
现，在四个因素中，只有产品引起了
我们的重视，而渠道 、促销 、定价三
个因素还没有步入行业主流考虑的
范畴，中国茶出口的4P明显是“一缺
三”的高度残缺。

随着中国茶产业的发展， 我们
必须实现完整统一的4P战略。 这是
一种战略性转型。 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曾经可以协调4P携手发展 ，但
是，随着体制改革，原有的系统基本
完全推倒， 新生力量还不足以重建
新的、有秩序的4P系统。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在新
的基础上， 重建一个有利于中国茶
出口的行业4P系统。

产品思考：“茶”是什么？

“普洱茶是什么？ ”———这是云
南某普洱茶研究机构重点攻关的课
题。

“茶是什么？ ”———这个看上去
很浅显的问题，实际上，也让不少业
内巨头叹息。 对它的不同解读，将导
致不同的产业和企业战略方向。

茶是什么？ 我们需要从哲学、社
会学、文化学 、经济学 、科学等多个
方面，去重新认识。

毫无疑问，茶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
这个方面， 我们还需要加大研究力
度，希望引起大家的深思。

我们谈到茶， 动辄就以某国际
知名企业作为标杆。 然而，中国茶与
它，既是相互效仿的对象，也是互相
超越的目标， 不该将其作为茶的标
本。

具体到实物层次，茶提取物、茶
饮料、茶医药等 ，都属于茶的范畴 ，

也都应该进入中国茶的国际营销规
划。

渠道思考：我们在哪里？

目前来看，红茶主要出口市场在
原英属殖民地，而绿茶主要在原法属
殖民地。 其它茶类有自己的渠道吗？

我们的产品能不能摆到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在出口渠道控制中，我
们居于主动地位，还是被动地位？

中茶曾经有自己的国际渠道，在
摩洛哥等国，有自己的专卖店，然而，
现在也萎缩了。 现在，中国茶企基本
没有控制国际渠道的能力，管理权限
只限制在国境线以内，在海外市场完
全居于从属地位。

如何建立新渠道？国内企业很少
具备这个实力。 渠道建立，要依赖国
家的支持和行业外的输血，以及专业
的资深国际贸易人才。

价格思考：谁做主？

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甚至于基
本垄断了国际绿茶市场。 然后，中国
并不能决定茶叶的出口价格。

怎么获得茶叶定价权？统一出口
管理，如建立出口拍卖和出口门槛制
度等。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需要多个
部门协调行动。

即使全国范围内的绿茶、红茶协
调不顺利，某个特色茶的产茶区还是
可以协调的，比方说，安溪铁观音、福
鼎白茶，在茶叶局的协调下，完全可
以统一出口价格，为中国茶叶出口调
控提供一个良好的蓝本和探索。

依靠统一的管理，我们完全可以
控制中国茶叶的国际价格。

促销思考：我们有促销吗？

在海外的媒体上，我们茶叶企业
的报道太少。 我们要学会跟外国媒
体打交道，把我们在国内的软文广告
做到华尔街日报去。 这只是一个简
单促销广告案例。

另一方面，印度、斯里兰卡的茶
叶广告却在海外畅销，广告费用就是
印度政府的专项宣传资金。

如果各级政府和各地企业一起
努力，可以建立一个中国茶叶国际推
广委员会和国际推广基金。 然后，学
习国内风风火火的事件营销，到国外
去宣传推广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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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出口：新成就促新战略
□ 本版报道执笔 薛 城

1 月 26 日，本报刊发了 2009 年茶叶出口突破 30 万吨的报道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应广大读者要
求，就中国茶叶出口多方面的问题，本报记者走访了多位业内资深人士，并摘取其中精华以飨读者。

出口茶：六年涨价五成
中国茶叶出口单价稳步上升

终于突破 30 万吨了 ！ 30.3 万
吨，7.05 亿美元， 同期分别增长 2%
和 3.3%，在岁末年初 ，最新海关数
据为中国茶叶 2009 年出口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从 2004 年至 2009 年， 中国茶
叶出口量逐年小幅递增 ， 依次为
28.0 万 吨 、28.7 万 吨 、28.7 万 吨 、
29.0 万吨 、29.7 万吨 、30.3 万吨 ，美
元创汇金额也不断攀高， 顺序创下
了 4.４ 亿 、4.8 亿 、5.５ 亿 、6.０ 亿 、6.8
亿、7.05 亿的历史新高。

从 2004 年前后开始 ，30 万吨
提升为行业内的热点话题。 经过六
年的等待，这一目标终于实现了。在
倍感欣慰的同时， 我们也难免有蹉
跎之感———跨越 2.03 万吨，需要六
年时间，也未免来得有点晚。

另一方面，我们也惊喜地看到，
茶叶出口创汇额在稳步增加。 按美
元计算 ，2009 年出口单价比 2004
年高一半。 中国茶叶出口，在朝“更
有价值”的山峰攀爬。

昨日的辉煌依然徘徊在眼前，
但是， 我们需要整理行囊继续进发
了。 当 30 万吨的目标已经实现，我
们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寻找？

单纯追求数量的道路， 大概距
离尽头已经不远了。 新的高峰已经
铸就， 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追求茶叶
出口更高的“单位产值”。 这与衡量
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标准有些相
似 ，GDP 很重要 ， 人均 GDP 更重
要。

携带 30 万吨的喜庆和信心，我
们要迈向“更有价值”的高地了！

红茶出口短期内难有大突破
———访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秘书长蔡军

记者：2009年，我国红茶出口情
况怎么样？

蔡军：2009年，中国红茶出口量
4万吨，比2008年略降，主要出口品
种为CTC红茶。 红茶出口企业主要
分布在重庆、 湖南和安徽， 重庆以
CTC为主 。 主要作为拼配料在使
用，平均价格不到

记者：与预测的情况一致吗？
蔡军：2009年，肯尼亚和斯里兰

卡因干旱导致茶叶减产。 我们年中
预测，中国红茶会因此受益。事实恰
恰相反，中国红茶出口量略有下降。

记者： 中国红茶出口下降的直
接原因是什么？

蔡军： 红茶对欧美日出口下降
的主要原因， 是目标市场的农残新
标准。 该标准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
险， 开展有机茶基地建设需要加大
企业投入，但产品价位并没有变化，
企业利润相对缩水， 导致出口积极
性不强。

我们要客观、 冷静看待这些新
标准，不论其是否具有科学性，我们
都必须去适应它。

记者： 红茶出口下降还有没有
更深层次的原因？

蔡军： 中国红茶出口不足的深
层原因，是鲜度不足，加工工艺不适
应国外市场需求。祁红等高价茶，在

国际市场难以被接受。 红茶企业出
口，还在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奋斗，还
谈不上发展。 如果没有工艺和科技
的改善，没有加工基工地的建设，想
在国际上有大作为是有难度的。

在规模上，中国红茶太弱小，小
作坊式生产为主， 不符合国际市场
的现代化要求。

记者： 其它国家的红茶出口情
况怎么样？

蔡军：2009年，肯尼亚和斯里兰
卡对欧美的红茶出口量， 也不会有
大的提高。 因为，相对来说，金融危
机，让大进口商的现金流有压力，融
资困难。

另一方面， 肯尼亚和斯里兰卡
受干旱影响，产能不会有大的突破，
干旱减产幅度都在10%左右。

记者： 我国红茶出口短期内能
大幅改善吗？

蔡军： 在欧美市场推广中国红
茶， 面临着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的竞
争。 欧美公司在这两个国家已经投
入了大量资本， 形成了产供销一条
龙，他们的科技和研发实力，都在中
国工厂之上。 中国要想红茶出口的
大幅度提升， 还有一个漫长的路要
走。 以红茶作为中国茶叶出口的突
破口和新动力，短期内不可能，也不
现实。

红茶出口：10万吨不是梦！
———访茶叶专家于观亭

记者： 我国红茶出口量的最高
纪录是多少？

于观亭：1886 年， 我国茶叶出
口 13 万 4100 吨， 其中红茶 10 万
吨。 此后，我国茶叶出口总量大幅
下降，红茶量随之下滑。 建国后，我
国茶叶出口逐渐恢复，进入增长阶
段。 1984 年 ， 全国茶业出口超过
1886 年的历史最好纪录， 高达 13
万 7000 多吨，但红茶出口量一直在
10 万吨以下。 1988 年，我国红茶出
口达到 10.1 万吨，1989 年红茶出口
创汇 16038 万美元， 分别占当年全
国 茶 叶 出 口 总 量 和 出 口 金 额 的
51.15％和 38.12％，创下了我国红茶
出口的历史最好纪录。 此后，我国
红茶出口再次萎靡不振。

记者：在辉煌的时候，红茶出口
顺利吗？

于观亭：解放后，即使在出口巅
峰时期，红茶出口也一直在亏损运
营。 当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外汇紧张，茶叶出口公司为了完成
外汇创收指标，不得不加大茶叶出
口量，用绿茶赚取的利润补贴红茶
出口，红茶才得以创下历史最高纪
录。 企业出口放开以后，盈利成为
企业首先考虑的因素，红茶也就没
有再出现“亏本赚外汇”的情况。

记者：在我国茶叶出口中，红茶
的理想位置是什么？

于观亭：解放后，长期以来，我
国绿茶基本垄断了占国际绿茶贸
易市场， 现在已达到 80%左右的市
场份额， 占我国茶叶出口总量 70%

以上的份额。 在 180 多万吨的国际
贸易市场上， 红茶占 70%以上的份
额。 绿茶只占 20%的份额。 因此，中
国茶叶出口，如果不抓红茶，很难有
大发展。 10 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
应该去超越。 肯尼亚和斯里兰卡能
做到的红茶出口量， 中国也可以做
到，但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积极
开拓国际红茶市场。

记者：与国外流行的红茶相比，
中国红茶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于观亭：国外红茶，一般具有三
个特点：浓、强、鲜。这恰巧符合欧美
人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结构。 浓，
浸泡物质丰富；强，刺激性强；鲜，鲜
爽度好。中国是茶的故乡，国外红茶
的独特风格， 是在中国红茶的基础
上慢慢改善形成的。我们中国，也有
不少地区可以生产浓 、 强 、 鲜的
CTC 红茶，适合西方需要。

记者： 中国红茶曾经在国际市
场一枝独秀， 但是后来却脱离了国
际红茶市场的主流。 这种脱离的历
史原因是什么？

于观亭： 红茶是从中国传播出
去的，最早是武夷山小种红茶，然后
是工夫红茶。传到欧洲以后，与欧洲
人的饮食喜好略微有点偏离。 英国
人就把中国的红条茶切碎， 搞成碎
茶， 这样就容易浸泡了， 味道也更
浓、更强。但是，红条茶发酵时间长，
鲜度不够，而后改为用鲜叶萎调、揉
切直接做碎茶，发酵时间因此变短，
鲜度增强。 这种红茶很快占领欧美
市场，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三国

加大 CTC 红茶生产， 从而使中国
红茶失去了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

记者： 中国红茶未能重返国际
市场主流的现实原因是什么？

于观亭： 中国红茶逐渐失去市
场的现实原因， 主要与中国红茶的
品质和生产组织方式有关。 第一个
原因是，中国茶叶是中小叶种，虽然
云南和海南也有大叶种，但是，不少
地区的品质达不到欧美消费者的要
求。 广东和广西也适合大叶种红茶
的生产和种植， 但是， 我们开发不
够，加工工艺不够先进。

第二个原因是， 中国红茶价格
偏高。品质达不到要求也没关系，只
要价格合理， 也可以满足国外红茶
拼配的需要。但是，我国红茶生产机
械化程度低，规模小，成本高。 国际
贸易中的红茶， 虽然价格连续四五
年上升，但也就维持在一吨 3000 美
元左右，我国实际出口的红茶，大多
在平均价格以下， 除去出口税费和
税率以后，出口企业利润不大，甚至
没有。在内销市场，红茶价格和利润
都会大大超过国际市场。 红茶企业
的出口意愿也不足。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红茶品质、
产量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不是说会
突然降低， 而是说不同的年份之间
没有统一的标准。过去，立顿红茶有
5%的拼配原料是中国红茶。 可是，
我们的红茶质量不稳定，时高时低，
与国外对质量稳定的要求不相符。
另一方面， 企业会根据国内畅销情
况，调整产品结构，转做绿茶，或者

普洱茶等， 导致产量不稳定。 前两
年，滇红为什么消褪了？都去做普洱
茶了。所以，立顿干脆不用中国红茶
拼配，转而采购印尼和阿根廷红茶。

要解决红茶出口的问题， 首先
是规模化、机械化、大生产，降低成
本，提高质量，从做中档红茶开始。

记者：中国茶文化，能从根本上
解决中国红茶出口问题吗？

于观亭： 茶文化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红茶出口问题。 现在有一些茶
文化工作者， 提出要把中国的茶文
化推向世界，这种说法是对的，我们
不反对。从文化角度讲，我们可以把
我们的茶文化推向全球。 从商品角
度讲， 茶文化也可以把我们的产品
带出去一部分。 但是， 仅仅依靠这
个， 解决不了中国茶的商品经营和
出路问题。茶叶首先是一种商品，必
须要根据商品的运营规律开拓市
场，才能扩大我们茶叶的销售量。立
顿没有像我们这样多的茶文化，但
是，它却畅销世界。

我们“品”茶，一杯龙井茶可以
卖到五十块上百块人民币。 这种茶
文化和茶经济，在国外高层社会、豪
华会所和文化阶层中，是可以的。普
通的外国人也可以品玩一次， 凑凑
热闹。 但是，作为一种饮品，一天到
晚都这样喝，是行不通的。靠茶文化
及茶艺表演带动茶出口， 难以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促进我国茶叶出口，
关键还是要靠“科学发展观”，提高
茶叶质量， 减低成本， 创造知名品
牌，利用现代营销手段去开拓市场。

冷静看待 30万吨突破
徘徊了四五年后，我国茶叶出口量终于突破了 30 万吨，跃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 但是，我们不能沾沾自喜。 实际上，增长幅度仅为 2%，只增加了约
6000 吨。六大茶类中，只有绿茶的出口量增长，增幅为 2.7%，其它茶类出口
量都有所下滑。

从茶叶国际贸易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需太悲观。 肯尼亚和斯里兰
卡茶叶出口量突破 30 万吨关口的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用了十年左右的
时间，他们才从 20 多万吨增长到 30 多万吨。 ———于观亭

战略变更恰逢其时

现在， 中国茶叶面临出口成
本上升 、 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
值， 处于阵痛期， 需要调整出口
战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中
国茶业出口管理进入了战略调整
期。 这一阶段， 出口从计划经济
转向市场经济。 迄今， 出口配额
制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出口调
控已经完全市场化、 国际化， 中
国茶叶出口管理已经成功完成转
型。

2000 年以后， 茶叶出口经营
权放开， 适应了企业和行业发展
的需求， 新兴民营企业如雨后春
笋， 纷纷走向国际市场。 这也是
一段阵痛期， 茶叶出口领域历经
多次洗牌， 许多知名老茶企也因

经营不善而改制或转做他用。
但是， 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

中， 行业并没有形成集约化、 规
模化、 机械化。 调整的阵痛期已
经过去 ， 我们到了革新出口战
略， 迈向这一新方向的发展新阶
段。

新思维： 突出重点 强化科技

“出口战略的新思维应该包
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重点市场 、
重点产品、 重点企业， 进行重点
拓展和重点扶持。 二是， 加大科
技引导作用。” 蔡军说。

2010 年以后的十年， 我们要
明确哪些产品在哪些区域有更好
的市场和品牌前景， 帮助企业制
定产品战略。 企业不能再一哄而
上面对市场，要以消费习惯、科技
研发为基础， 进行市场细分和开

拓。
据悉， 商务部将在建设资金

和形象塑造方面， 支持茶叶企业
出口基地建设。 在国际贸易中 ，
商务部确定的出口基地， 将意味
着国家认可、 规范化和清洁化生
产。 针对不同的市场， 我国将建
立花茶基地、 蒸青茶基地、 乌龙
茶基地、 绿茶基地、 蒸青茶基地
等， 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和机械化
生产。

“在科技研发方面，中国茶需
要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 口味和
人体生理，研究不同的系列产品。
比如，针对血糖、血脂、去脂肪等
保健功效 ， 开发普洱茶系列产
品。 ”蔡军说。

国际市场以红茶为主，但是，
我国绿茶、乌龙茶、普洱茶等，在
国际市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十年时间“叫得响”

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品牌 ，我
国茶叶企业还没有。

2009 年， 相关机构曾在海外
市场推广“中国制造”形象广告 。
不少业内人士建议，依靠政府、行
业协会和出口企业共同集资 ，开
展中国茶叶对外形象宣传。 打造
国际品牌，这是漫长的历史过程，
需要长期、持续地投入，和各方的
广泛参与。

不少业内资深人士认为 ，未
来十年， 我国将会有部分企业脱
颖而出。 依靠区域市场和区域品
牌， 中国茶业品牌将闪耀国际市
场。 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区域
品牌主要有：在阿尔及利亚的“沙
漠之舟”，在摩洛哥的天坛 、骆驼
等。

中国茶的产业竞争力
借用著名学者波特的五力分析

模型， 可以帮助我们从产业链的角
度，分析中国茶的国际竞争力，以便
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出口产业链。

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主要包括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
价还价能力、 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
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行业内竞争
者现在的竞争能力。五种力量的不同
组合变化，将最终影响行业的利润潜
力变化。

那么，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茶的
“五力”都是些什么因素呢？

首先，中国茶产品的供应商是茶
农，出口企业跟茶农是什么关系？ 相
互之间有没有构建起互利双赢的长
期合作？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出口企
业和地方监管部门的重视，茶农在茶
叶出口领域的收益必须得到维护。印
度茶农与出口企业之间的纷争，曾经
对印度出口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要引以为戒。

其次，中国茶的购买者是海外消
费者。 对海外消费者的讨价还价能
力， 我们业内还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需要我们继续补充学习。

第三，中国茶的潜在竞争者在哪
里？ 越南、印尼、阿根廷等国，茶叶生
产都在稳步增加，并在蚕食一部分中
国茶的市场份额。

第四，中国茶的竞争者有什么动
态？印度、斯里兰卡、立顿、川宁等，都
应该引起我们广泛的关注，并开展详
细的应对策略研究。

第五，中国茶的替代品是谁？ 咖
啡、可可、可乐等是众所周知的显性
替代品，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
它的潜在替代品？ 对此，我们行业内
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甚至
连详细的专业研究都没有。

比这些分析更重要的是，我们需
要建立一种机制，来密切观察各个方
面的最新动向， 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提高我们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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