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叶调查报告 4篇 

1 市茶产业现状 

1.1种植面积的变化 

茶叶是市传统农作物，1978 年开始，茶叶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调动了茶农的积极性，1982 年全市茶叶面积达到 8.1 万亩，为历史最

高水平，产量 350 吨。百亩以上茶叶基地有 136 个，其中，500 亩以

上的有 34 个。有茶叶初制厂 53 家，精制茶厂 4 家。有地方传统名茶

八个。即：南城麻姑茶、金溪云林茶、临川竹叶青、南丰军峰岩茶、

宜黄米茶、黎川德胜毛峰、南城洪门岭茶和甜茶等。1982 年后，由于

茶叶市场不景气，加上 1991 年的特大冻害和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市茶叶生产不断受挫，茶园面积逐年下降，到九十年代未，面积不足 3

万亩。进入本世纪，经过淘汰和调整，到 XX 年，全市茶叶总面积 2.6

万亩，茶叶总产量1525 吨。百亩以上茶园不到50 个，茶叶初制厂10

余家，精制厂 1 个，八个地方传统名茶绝大部分没有形成产量，消声

灭迹。XX 年以来，白茶和青茶（乌龙茶）等茶类有一定发展，其中，

白茶面积约 3000 亩，青茶面积约 3500 亩。 

1.2种植品种 

市茶树主要品种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安徽、福建等地引进的

上梅州、福鼎大白和茶树群体品种，种植面积占现有面积的 80% 左右。

上世纪九十年代引进了乌牛早、福云 595 、龙井 43、浙农 117 等品种，

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 5% 左右。进入本世纪以来，引进了安吉白茶、安

溪铁观音等品种，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 15% 左右。 

1.3茶叶产量 

市茶叶绝大部分为绿茶，年产量 1519 吨，占总产量的 99.56% ，

其中，名优茶产量 254.7 吨，占茶叶总产量的 16.7% ，主要品种有：

龙井茶、毛峰茶、麻菇茶等。近几年开发出白茶、青茶等新茶类型，

其中，白茶产量2.2吨，占总产量的0.14% ；乌龙茶产量3.5吨，占总

产量的 0.3% 。 

2 茶叶基地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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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茶叶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调整，在传统绿茶生产的基础上，发展

了白茶、青茶生产，并且形成了一批生产规模较大，种植品种集中，

有一定影响茶叶生产基地，总面积达到 13800 亩。 

2.1绿茶生产基地 

绿茶在市种植历史较长，是一项传统农业产业，是市茶产业的主

打品种，在全市各县（区）都有生产。主要基地有： 

2.1.1金溪县华侨农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引进婺源绿茶群体品种，种植面积最大时

达1.2万亩，后因城市建设用地需要，茶叶面积逐年减少，现有种植面

积4100 余亩。全场有七个分场，现已全部改为个体承包经营，每年生

产龙井等春茶 25 吨，珠茶 90 吨，亩平均产值 1400 万元。珠茶销售

上海、浙江市场。该场生产的“秀谷银毫”多次被评为省名优茶和地

方名茶。 

2.1.2南城县麻菇山茶场 

有 300 多年茶叶生产历史，茶树品种以地方麻菇茶为主，上世纪

八十年代形成一个发展高峰，引进了上梅州、福鼎大白等茶叶良种，

面积发展到3200 多亩。后因旅游开发、茶农下山，茶园失管，面积逐

年减少，现保留面积 1750 亩，年产春茶约 16 吨，产值 128 万元。

1985 年麻菇茶被评为“省地方优质名茶”。 

2.2白茶生产基地 

白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在市种植，主要品种是福建的“福

鼎大白”，由于是作绿茶品种引进的，因此，没有生产白茶。近些年

来，随着人们对白茶认识的提高，将其识为“名贵茶“，江南茶区出

现了“白茶热”，市从 XX 年开始引进种植生产白茶，现有面积约

3000 亩，主要种植基地有二个。 

2.2.1市农业科技园示范茶场白茶基地 

由浙江茶农丁岳进父子承包，XX 年从浙江引进“安吉白茶”，在

该场原有老茶树品种“鸠坑”近 30 亩的基础上，扩种 50 余亩白茶，

总面积达到 80 余亩。XX年在临川区太阳乡新建白茶基地面积 200 亩。

该茶场以制做手工名茶为主，现白茶产量 1000 公斤，产值 60 万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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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近年来，该场引进、培育的茶树品种 100 多个。该场生产的“玉

茗芙蓉”、“玉茗春”等产品，获得 XX年全国茶叶学会“中茶杯”特

等奖和一等奖，多次获得省优质名茶称号。 

2.2.2县香檀山茶业有限公司白茶基地 

县香檀山茶业有限公司是县 XX年通过招商引资从浙江安吉引进客

商姚根富创办的茶叶企业，几年来，在县马头山、高埠等乡镇种植安

吉白茶面积2300 多亩，计划在XX年将白茶种植面积发展到8000 亩。

XX年生产安吉白茶 2100 多斤，产值 168 万元。近年来，公司生产的

“白茶”多次获省优质名茶称号。 

2.3铁观音生产基地 

青茶（乌龙茶）主要产于福建等南方茶区，市过去没有种植。近

年来，随着来投资的福建客商的增加，市场对青茶的需求量也随之增

加。同时，由于土地、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和低廉，一些有识之士开

始在投资发展青茶。铁观音是青茶（乌龙茶）中品质上乘、种植面积

最大、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一种。XX 年，福建人从福建安溪引进铁观音

茶树在崇仁县河上乡试验种植 200 亩，现已投产，加工的的铁观音茶

色泽、口味、香气等指标均达到要求，与福建安溪本地产品没有多少

区别。这一结果初步说明从福建安溪引进铁观音到种植生产是可行的。

目前，市铁观音种植面积约 3500 亩，主要种植基地有三个： 

2.3.1省江南有机茶开发有限公司铁观音基地 

省江南有机茶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XX年9 月，由福建客商严文周

创办。XX 年初，在南城县万坊镇黎家边村建立 30 亩茶苗繁育基地，

从福建安溪引进“红心铁观音”短穗进行扦插培育，当年，出圃红心

铁观音茶苗 900 多万株，全部种植在公司的茶园。XX年春，公司分别

在临川区秋溪乡、乐安县南村乡和山砀乡、南城县麻菇山、黎川县龙

安镇建立铁观音茶种植示范基地，总面积1600 多亩，全部按照有机茶

标准组织生产。XX 年，公司利用自产茶叶和联营基地茶叶，可生产铁

观音茶 1XX 公斤，产值 720 万元。公司计划用 3－5 年时间，将铁观

音种植面积发展到 3 万亩。 

2.3.2乐安县大华山茶业开发有限公司铁观音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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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县大华山茶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XX年，由乐安人董崇芳创

办。XX、XX二年，公司先后从福建安溪引进铁观音茶苗，在乐安县南

村乡种植 450 亩和 200 亩。今年，预计可产茶 450 公斤，产值 27 万

元，产品全部由县外贸包销。为了促进铁观音茶销售，在国家供销合

作总社的支持下，XX 年成立了中国供销合作社乐安县华盖山茶业专业

合作社。 

2.3.3崇仁县河上乡铁观音基地 

河上乡是市最早引进种植铁观音的地方，XX 年，福建安溪人在该

乡岗山村种植铁观音80 亩，获得成功。XX年和 XX年，岗山村支部书

记付国发接收福建人种植的铁观音茶园，并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210 亩，

所加工制做的铁观音茶经安溪品茶技师鉴评，认为该乡生产的铁观音

茶色泽、口味、香气等指标均达到要求，与安溪本地产品没有多少区

别。在试种成功的基础上，该乡 XX年和 XX年分别增加铁观音种植面

积 400 亩和 500 亩，总面积达到 1100 亩。XX年，预计全乡可生产铁

观音茶 800 公斤，产值 16 万元。 

3 存在问题 

3.1产业化水平不高 

市 50% 以上茶场是作坊式加工，产品质量标准不统一，拳头产品

不多，龙头企业少而散，各自为战，生产、加工和销售呈分散的局面，

环节多、成本高、损耗大，没有形成产业合力和规模效益。没有精深

加工产品，大都为初级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特别是绿毛茶均价仅为

20 元/公斤左右，加上间接成本偏高等，茶叶整体经济效益不理想。 

3.2品种结构与布局不够合理 

一方面是无性系品种少。市茶树无性系品种是近些年才引进种植，

面积占总面积的1/3，在老茶区主栽的茶叶品种仍是外地引进的“群体

种”实生苗和 20 年前引进的“福鼎大白”实生苗，株间差异大，鲜叶

质量不统一，且采叶期集中，近年来引进的白毫早、平阳特早等早熟

无性系品种尚未形成规模，早、中、晚品种的结构还尚需调整。另一

方面是茶类结构比较单一。市茶叶 99% 以上为绿茶，绿茶又以价格低

廉的珠茶等机制粗茶为主，价值高、市场走俏的白茶、青茶产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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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总体效益处于低位。 

3.3对茶业投入少，茶园基础设施差 

各级财政对茶业的投入极其有限，茶农自我积累、自我投入的能

力不足，茶叶生产条件差；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手段落伍，技术推

广经费少，难以对广大茶农进行必要的科学用药、用肥培训，一些新

技术无法及时有效地在茶区得到推广应用，茶农科学种茶水平提高不

快，一些老茶场，茶叶加工厂房陈旧，设备落后，加上缺少冷藏条件，

无法从源头上保证茶产品的质量。大部分茶园年久老化，基础设施不

配套，生产上受制于天的现状未能改变。 

3.4标准化生产仍处起步阶段 

市无公害茶叶标准化生产尚未全面实施，目前金溪县华侨农场上

报的无公害茶园，大多是低水平的管理模式。部分地区在新建茶园时，

对水土保持不够重视，建园过程的水土流失较为严重。部分丘陵连片

茶园的病虫害防治缺乏科学性，过分依赖农药，造成不必要的环境污

染。茶叶质量安全检测体系不配套，质量检测尚未正常开展。 

4 市茶产业发展意见 

茶叶因含有人体必需的磷、钾、硫、镁、锰、氟、铝、钙、钠、

铁、铜、锌、硒等 27 种无机矿质元素和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

氨基酸、生物碱、茶多酚、有机酸、色素、香气成分、维生素、皂苷、

甾醇等多种有机化合物，自古以来被识为“万病之药”，深受人们的

喜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叶的消费量和

消费水平也随之增长。市是个农业大市，有 500 多年茶叶种植历史，

种植加工基础较好，有发展茶产业的潜力。通过这次调查，我们看到，

近年来，市茶产业在沉静多年后，开始复苏，彰显新的生机，因此，

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 

4.1发展思路与目标 

4.1.1发展思路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标准化、无害化生产为手段，以龙头企业

为依托，实现产业化经营；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规模开发、做出特

色；巩固提高绿茶、积极发展白茶、稳步开发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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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发展目标到，用五年时间，使全市茶叶总面积发展到 6 万亩，

总产量达到 3100 吨，实现茶产业总产值 10 亿元。重点发展三大茶，

其中：绿茶，由于总体效益不高，品种老化混杂，以巩固面积、改造

提高为主，面积保持在 2.5万亩左右，产量 1300 吨；白茶，因其营养

价值高，种植加工技术成熟，市场潜力大，应大力发展，面积达到 3

万亩，产量 300 吨；青茶是新引进茶品种，由于在市种植加工时间短，

种植加工技术和销售两头在外，要积极开发、稳步推进，品种以铁观

音为主，面积达到 1.5万亩，产量 1500 吨。 

4.2主要措施 

为了做优做大做强市茶叶产业，要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4.2.1搞好产业布局和规划 

要充分发挥现有茶叶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按照因地制宜、规模

开发的原则搞好茶产业布局。绿茶：以金溪为主，重点抓好老茶园更

新改造，增加名优茶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白茶：以、临川为主，选

用白茶、绿茶兼用的优良品种，大力发展；青茶：以乐安、南城、黎

川、崇仁为主，品种以铁观音为主，加强与福建安溪的合作，引进加

工销售人才，稳步发展，做出特色。茶园的选址要按照无公害、绿色

产品的要求进行，避开污染源，单个茶园的规划面积控制在1000 亩以

下，以 200 －300 亩为宜，以防规模过大，难以组织足够的采摘人力。 

4.2.2加强茶业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抓好茶树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茶树无性系良种是发展名优茶

的必要条件，是推行机械化和促进茶叶产业升级，实现优质高效的根

本保证。主产县（区）要建立一个茶树良种繁育基地，做到自繁自用，

促进茶树品种结构调整，推进茶树品种改良。二是搞好技术服务体系

建设。主产区要建立县（区）、乡（镇）的茶叶生产技术网络，使茶

农能方便得到所需的技术服务，使新技术能迅速地在生产中得到示范

推广。三是加大培训力度。积极开展茶农技术和信息培训，为茶农传

授先进实用技术和市场经济知识，从根本上降低农残，提高茶叶品质，

实现农民增收。 

4.2.3抓好茶叶标准化实施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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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的国际化，对茶叶产品的质量与卫生的要求更加规范，

因此必须加大投入，加强产品标准化和卫生监控体系建设。首先，要

加强茶叶标准化建设。不仅要制订完善的茶叶产品标准体系，而且要

制订茶叶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建立茶叶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指导茶

农按标准组织茶叶生产。第二，要建立、健全茶叶质量监控体系。要

完善市级茶叶检测机构的检测设备和功能，同时在茶叶主产区建立产

地检测机构，不仅重视终端产品质量检测，而且要逐步实现“生产、

贮运、销售”全过程质量控制，严格按标准要求组织生产和销售。 

4.2.4发展壮大龙头企业 

小规模生产和分散经营方式是影响茶叶综合竞争力及整个行业效

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小茶厂，规模小、设备差，技术水平低，经营随

意性大，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难于同农户之间形成稳定的产品供需

关系。因此，各主产茶区应选择一些资金、设备、技术雄厚，发展潜

力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也可以资本为纽带对现有企业进行资产重

组，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创立大品牌和名牌，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

竞争。要大力推广“公司+ 农户”或“公司+ 基地+ 农户”及农业专业

合作社等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提高茶叶产业化水平，增加茶农收入。

要树立品牌意识，搞好产品的商标注册，改进茶叶包装，树立名茶品

牌，提高茶叶生产的经济效益和企业的知名度。 

4.2.5加强领导搞好服务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发展氛围。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

媒体要加强茶产业发展的宣传报道，用典型的人和事来影响和推动茶

产业发展。二是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新区要

加快种植、加工技术人才引进和培养，确保重点产区每千亩种植面积

不少于 1 名技术人员。要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各级业务主管部

门要定期举办培训班，种植大户每年轮训 1－2 次。三是抓好典型示范，

增强辐射能力。主产县（区）、乡（镇）要抓好示范茶园建设，各相

关部门要通过挂村、包片、帮困等形式，抓好示范。四是加强监管和

服务，优化茶产业发展环境。要加大技术服务、资金支持和执法力度，

整顿茶叶市场、苗木市场和农药市场，严厉打击破坏茶园、生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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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劣苗和商标侵权及销售禁用农药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生产者、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五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大力扶持茶

叶生产，要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茶业技术推广，对开发大户要给予一

定的茶苗补贴，对龙头企业在政策上要予以倾斜，使之产生规模效益，

辐射带动市茶叶产业发展。 

万州区茶叶消费状况调查报告  

万州区多经站、信息协会联合调查组  

(吴 逍  执笔)  

1、调查目的  

万州区历史上盛产茶叶，近 10 多年来，创新名优茶不断获奖，无

公害茶叶基地建设也有很大进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

茶文化和茶与健康的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区茶叶行业的经济发展必将

面临更高更新的要求。为了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万州区茶叶消费状况

和市场发展空间等问题，完善茶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努力开拓其工

作新局面，并为我区茶叶行业的发展，茶叶生产企业开发产品的定位

和市场营销的策略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合理化建议及决策参考，特

组织策划进行本次调查。  

2、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问卷式，事先拟定 10 个与人们生活习习相关的问题，包

括定性或定量问题，采用封闭式或开放式提问。通过《万州经济信息》

编辑部在 1~4 月发行杂志时伴随发出问卷，并回收进行统计分析，力

求处理数据形成信息，提炼信息形成知识，应用知识指导发展行为。  

3、调查结果  

3、1、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发出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答卷 285 份。  

在被调查的285 人中，男性有202 人，女性有83 人，分别占71%

和 29% ，显然，男性居多。明确年龄段的有 274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96% ，其中 30 岁以下的占 17% ，30~50 岁的占 56% ，50 岁以上的

占 27% ，所以，为主的是中年人。愿意告诉月收入的有 204 人，占被

调查人数的 72% ，其中月收入低于 500 元的占 19% ，月收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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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000 元之间的占 50% ，月收入高于 1000 元的占 31% ，所以，

有一半的人月收入为 500~1000 元。能够确定职业的有 265 人，占被

调查人数的 93% ，其中由多到少的位序是企业人员、打工者、事业人

员、公务员、生意人和教师，分别占 35% 、20% 、19% 、13% 、7%

和 6% 。这是本次调查对象的几个基本特点。  

3、2、调查结果分析小结  

3、2、1、经常喝茶者人数过半  

在被调查者中，从来不喝茶的人占 3% ，97% 的绝大多数人是喝茶

的，其中喝茶已成习惯的占 54% ，偶尔喝的占 38% ，认识茶叶于健康

有利而开始喝的占 5% 。调查显示，茶叶在万州人生活消费中有广阔的

市场，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喝茶。  

3、2、2、茶叶消费产品以中档茶为主  

按万州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把茶叶价位分成低档、中档、中高档

和高档 4 个等级，选择茶叶价位由多到少的位序是每市斤 40~60 元，

低于 20 元，80~120 元，高于 200 元，分别占点击人次数的 41% 、

31% 、19% 和9% 。调查表明，万州人消费茶叶的价位区间是齐全的，

但受限于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茶叶消费产品以中档茶（每市斤

40~60 元）为主，这些消费者主要是公务员和企事业人员。低档茶

（每市斤低于 20 元）的消费比例也较大，其消费人群主要是打工者和

生意人。  

3、2、3、茶叶消费总额有 3200 万元  

有 76% 的人能够确认喝茶消费占自己总收入的比重，其中小于 1%

的占 37% ，在 1~2% 之间的占 41% ，在 3~5% 之间的占 17% ，大于

5% 的占 5% 。调查认为，万州人消费茶叶的总花销状况是 78% 的人用

于茶叶消费的开支不足自己总收入的 2% 。若以城镇成人居民 30 万人，

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 元计算，花在茶叶消费上的资金至少

有 3200 万元。目前，我区茶叶总产值约 700 万元，可见市场份额仅

足五分之一。  

3、2、4、缺乏对喝茶的好处的深层认识  

喝茶对人体健康的功效主要体现在“三抗三增”，即抗感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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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列出了 12 项好处，即喝茶能抗感染、助消化、减肥、美容、抗辐射、

除口臭、抗癌症、提神、利尿、清热去火、防蛀牙和预防高血压，一

个好处都不知的人占1% ，全部都选的人仅4‰， 70% 的人能认可2~4

项好处，并首选提神。选择点击人次数由多到少的位序是提神占 28% ，

利尿占 15% ，清热去火占 14% ，助消化占 13% ，除口臭占 9% ，最后

是抗辐射，仅占 1% 。调查表明，万州人对喝茶功效的认识，还停留在

一般的传统的基础之上，而对茶与健康的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知之不多。

当然，这也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开展茶文化活动做得很不够。  

3、2、5、名优茶品牌宣传需加大力度  

近 10 多年来，万州区创新名优茶和获奖情况如下：玉毫雪——

1995 年（成都）四川“甘露杯”优质奖，凤凰春—— 1999 年（重庆）

重庆“三峡杯”优质奖，流杯银针——（杭州）全国“中茶杯”优质

奖，太白银针——（宁波）全国“中绿杯”银奖，茉莉花茶——万州

区名牌农产品，涌湖龙芽——万州区名牌农产品（ 4 月，寒山云雾在

重庆永川获全国“华茗杯”金奖）。本次调查，竞有 13% 的人不知上

述一个名优茶，87% 的人知道上述 1~3 个，各种名优茶的知晓点击人

次数由多到少的位序是茉莉花茶、太白银针、流杯银针、凤凰春、玉

毫雪和涌湖龙芽，分别占 38% 、22% 、13% 、10% 、9% 和 8% 。调查

显示，13% 的万州人没有关注自己的名优茶品牌，而茉莉花茶的知名

度居首，可能源于有较长的生产和消费历史或是其它名优茶产量和上

市太少。所以，名优茶生产企业在开拓市场宣传品牌的过程中应加大

宣传力度和努力扩大生产规模。  

3、2、6、绿色食品概念已普及深入人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直接泡饮的

茶叶的安全质量非常关注。茶叶按农残等生化指标的要求主要分为三

大类：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无公害茶和绿色食品茶，允

许在茶叶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国家规定的肥料、农药、植物激素

和添加剂，在这些投入品使用方面，无公害茶要求 A 级，绿色食品茶

要求AA级，农残指标都要限量在国标和行标允许水准以内，两者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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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使用任何肥料和农药等投入品，强调回归大自然，各个生产环

节没有一点人为污染，故其面积和产量相当有限。所以，人们形象地

比喻为，在茶叶的金塔中，无公害茶是塔基，是市场准入的基本要求，

有机茶是塔尖，是茶叶中的纯天然食品。在本次调查中，对此一无所

知的人占 1% ，含糊不清的人占 4% ，认为最好的茶是绿色食品茶的占

56% ，是无公害茶的占 27% ，是有机茶的占 12% 。显然，88% 的人对

有机茶的概念不甚了解，而 60% 的人受绿色食品的宣传影响较深。  

3、2、7、68% 的人喜欢喝绿茶  

茶叶按品类特征主要分为 8 种：红茶、白茶、黄茶、黑茶、绿茶、

花茶、乌龙茶和普洱茶。人们在回答喜欢喝哪一种茶时，绿茶居首，

其次为花茶，第三是乌龙茶，第四是红茶，而最少的点击人次数是黑

茶。调查表明，68% 的万州人喜欢喝绿茶，这对茶叶生产企业的产品

定位无疑是个重要的决策依据，也同时说明万州的大多数人是鼎崇时

尚和紧跟潮流的。  

3、2、8、90% 的人知道如何保管好茶叶  

保管好茶叶，通常要注意 4 个条件：低温、干燥、避光和密封。

这样才能阻止茶叶内含成份的分解，阻止串味和吸潮，从而防止失养、

发霉和陈化变质。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列出了正反相对的 4 组 8 个条

件，全选对的人占 14% ，而 90% 的人首选干燥，同时认为还需要密封

的有67% ，或需要避光的有51% ，或需要低温的有32% 。不容忽视的

是，对其它保管条件的选择点击人次数，高温占 25‰，潮湿占 12‰，

曝光占 7‰，散开占 4‰。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还有 5% 的人是缺

乏生活基本常识的。  

3、2、9、买茶时首要选择口味  

万州人买茶时主要考虑什么？我们以外观、口味、价格、包装、

品牌作调查，选择口味的人占 80% ，既要口味还考虑价格的人有 40% ，

而看包装的人占 9% ，其选择点击人次数由多到少的位序是口味、价格、

品牌、外观和包装，分别占 43% ，22% ，16% ，14% 和 5% 。调查显

示，万州人买茶时很实惠，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口味，其次是价格，而

茶叶调查报告4篇_调查报告_--第11页

茶叶调查报告4篇_调查报告_--第11页



30% 的人也将之

作为购买因素之一。  

3、2、10、七成人常在办公室喝茶  

万州人常在何处喝茶呢？调查表明，69% 的人常在办公室喝茶，

既在办公室又在家里喝茶的人有 59% ，而到过茶楼喝茶的人占 14% ，

在其它社交场所喝茶的人占 13% 。由此看来,喝茶办公是万州人的一大

特点,这可能与福利喝茶有关,同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万州的茶楼生意仍

是冷清，茶楼文化的开拓空间还是很大的。  

4、建议  

4、1、要高度重视茶叶产业化发展  

本次调查表明，97% 的万州人都会喝茶，且有 54% 的人已成习惯，

其茶叶年消费资金估计约 3200 万元，而我区茶叶总产值只有 700 万

元，市场潜力很大。因此，茶叶在万州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

加上茶叶产品一直是我区优势农产品之一，也是山区退耕还林和发展

经济促农增收的骨干项目，所以，我们应当很好地研究如何抓好做大

我区的茶叶产业——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充分

发挥其生态、资源和市场优势。这是我区政府、业务部门和茶叶生产

企业应当努力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4、2、要准确把握人文特点和市场需求  

由于 68% 的万州人喜好喝绿茶，60% 的人青睐绿色食品茶，市场

茶叶消费产品以每市斤 40~60 元的中档茶为主，人们买茶时首要选择

口味，其次考虑价格，所以，我区茶叶行业的发展方向必须重视这几

个特点，而我区茶叶生产企业在产品开发定位和营销策略等方面也必

须关注这几个需求，这样才能适销对路，抓稳市场，求得效益最大化，

并超前引导而促进茶业的健康发展。  

4、3、要大力开展茶文化活动  

调查表明，万州人普遍缺乏对喝茶好处的深层认识，尤其对茶与

健康的现代医学研究成果知之甚少，同时，13% 的人不知道我区创新

名优茶的品牌，茉莉花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印象深刻，还有少数人

缺乏保管好茶叶的生活基本常识，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在茶叶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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