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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茶产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李东豪 苗艳波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西安 712046）

【摘要】近年来，西乡县有效利用现代农业项目平台，市、县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等方式对茶产业进行改造，促进茶产业提升和产业链转型

升级。为了快速构建茶叶产业体系，促进茶产业、茶生态、茶经济和茶文化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应实施以基地建设、茶资源开发利用及市场拓

展、茶品牌建设等相应措施。
【关键词】陕南茶产业转型升级

一、西乡茶产业发展现状
西乡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由 70 年代的 5 万亩扩大到 2017 年的 31. 2 万亩，其中通过国家

级绿色、有机、无公害认证的生产基地达 10 万亩，茶叶年产量达

13000 吨以上，茶农年均增长近 1000 元。第二、企业规模不断增加。
到 2017 年有 15 家市级重点龙头茶企，42 个规模企业，1 个国家级

驰名商标，15 个省级驰名商标。同时拥有鹏翔、汉南绿茶、东裕茗茶

等集茶叶种植、加工、国内外贸易、电子商务、新产品研发和茶文化

推广于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第三、茶叶产量和人

均生产总值不断增加。
二、茶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链延伸不足

产业链拓展是指产业链各环节向高知识、高技术、高附加值等

方面的全面提升过程，即知识含量、技术层次、附加值水平的提高过

程。西乡茶叶产业链拓展较为落后。首先，陕南茶叶产业链中的种

植、采摘和贮藏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就目前而言，大部分茶叶的种植

与采摘仍以人工为主，机械化程度较低，对整个茶产业的带动力不

够。同时由于深加工综合利用程度低，产业链条短导致茶叶新型种

子研发技术与国内其他著名茶产业相比较缓慢，不能适应市场需

求，严重制约了产业链的转型与升级。
（二）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较低

虽然有 15 家市级重点龙头茶企，42 个规模企业，但对整个西乡

茶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并不明显，西乡多数茶叶仍然主要依靠民间

力量进行经营生产，产品定价随意，客户群体单一。没有形成与茶产

业关联紧密的产业集群同时陕南茶农组织化程度较差，有时被销售

企业低价收购，销售企业通过对收购的茶叶进行精美的包装在市场

高价出售，造成双方利益不协调，打击茶农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损害

茶农利益。这种分散化的经营限制了新技术和新成果的推广，产业

链条不能形成团体优势，造成茶叶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低，致

使当地茶农乃至单个零售商无法真正融入产业链条的转型升级。
（三）融资渠道不畅

由于西乡茶产业个体生产、合作社、制茶工厂和茶山的分布具

有“小、散、远”的特点导致相互之间的信息传递较慢，而大部分茶企

成立时间不久，规模普遍较小，人脉较狭窄，自身建设不完善，信用

度不高，有价值的资产作抵押匮乏，风险承受能力等。这些因素影响

和限制了在企业和茶农获得资金的渠道。由于资金缺乏，对企业引

进先进制茶工艺和项目建设有一定制约。
（四）品牌效益低下，市场份额小

由于在资金投入和技术水平的落后，虽然西乡茶叶品质优良、
品种多但没有名气，知名品牌几乎没有。造成了“一流的品质，二流

的品牌，三流的价格”极大的影响了茶叶生产商和茶农的积极性。同

时由于消费者地域性的差别和品牌效应的低下，西乡茶叶仍无法打

入南方市场，销售仍以西北地区为主。

三、转型对策建议
（一）拓展产业链向休闲旅游产业与茶业的融合发展延伸

茶旅结合是茶业与旅游业及相联系的服务业一体化发展的新

模式。通过茶业种植、加工、茶艺、茶诗词等方式营造浓重的茶文化

内涵作为一个体系来运作。就茶旅结合对“江塝茗园”、“东裕茗园”
的茶园进行套种樱花，改建专业骑行赛道，漫步道等使茶园形成集

茶景观赏、采茶休闲、家庭度假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具有“生态农业、
现代农业、游览休闲农业”独特的原生态休闲示范基地。同时加强低

档茶叶资源的有效开发和使用，改变茶叶产品价格策略。
（二）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

建立“核心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银行、政府”农业供应链金

融模式。即政府是规划者，由政府出面牵头核心企业，建立专业合作

社。该模式的运行机制：第一，茶农与专业合作社签订订单进行生

产，由合作社对生产进行全过程监督；第二，核心企业与合作社签订

协议，向银行抵押信贷扩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制，降低经营风险；

第三，由合作社负责生产过程中的合理支出和日常生产活动，同时

提供有关技术支持；

（三）拓宽融资渠道

随着西乡茶企业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企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应整合、创新融资渠道：第一，证券、保险等金融公司定期对

茶企普及金融知识，对愿意上市的企业进行专业技术的指导与服

务；第二，众筹：大量分散农户的闲散资金进行集中，按资金比例入

股冲破传统融资的局限性；第三，丰富茶叶工厂和企业以生产设备、
厂房、茶山等固定资产或企业专利、商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作为

担保对象的方式进行融资；第四，发挥茶产业集群融资优势。
（四）努力打造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

为了提高陕南茶叶的品牌知名度和进入国际市场营造良好的

氛围。第一，鼓励龙头茶企参加大型贸洽谈会、国际专场推介会、国
际都市现代农业绿色食品博览会、品茶大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吸引

全球消费者进入平台对特色产品营销来扩大西乡茶叶的品牌知名

度。第二，通过报纸、广播电台、互联网、手机微信等信息平台扩大宣

传力度；第三，鼓励企业到外地发展加盟店、实体店、连锁店努力打

入南方市场提高市场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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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安全制度，强化物资信息保密化，确保信息平台、办公用电脑及其

用品信息安全。
第二，仓库作业人员安全。实行安全操作管理制度化，劳动保护

规范化和教育和培训的常态化，确保仓储安全作业。不断改善仓储

作业人员劳动条件，消除高温、噪音、粉尘和其他有害健康因素，改

善作业人员的工作环境。剧毒性物资应分类存放，并符合剧毒性物

资存放规则。对存放微毒、剧毒性物品的地方应设置“危险品、请勿

靠近”等明显标志，在接触剧毒性物资时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第三，作业设备和设施安全。仓库各设备设施必须建立台账，做

到账、卡、物相符。设备设施应设专人操作保管，定期检查、维修，确

保良好使用状态。特种设备应有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验收、检验报

告和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固定在特种设备显著位

置，并在所在地的市级及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注册登记，方

可投入正式使用。仓库中的特种装备要按周期进行检测。特种设备

要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 主要装卸、搬运装备应随机配置《设备使用

说明书》并严格按要求进行使用。保证库房用电设施安全，电气及防

雷装置定期检测，保证有效。严格动火作业管理。仓库严禁烟火。
第四，仓库消防、防讯管理。（1）仓库应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

配备消防器材及设施，由本单位安全质量监察部统一安排，配置的

消防器材实行定置存放，并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仓库消

防标识齐全，存放有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安装相应的报警装置，与

公安消防队设置直通的报警电话。消防器材及设施的使用、维护与检

查必须规范科学。仓库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掌握正确使用、维护消防器

材和灭火基本方法。（2）建立防汛保障机制，成立防汛应急管理制度

和防汛应急工作小组，建立汛期 24 小明值班制度，接受安全质量监

察部对仓库防汛工作的监督检查。做好现场防汛日常安全工作。
第五，安全保卫管理。外单位机动车辆需登记入库，严禁携带任

何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化工品进入仓库。仓库员工或本单位员工

进入仓库，应主动出示工作证，在门岗值班室登记，所有物资出库均

应凭物资出门证出门，以便门卫出门时核对。根据实际需要，仓库应

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仓库管理员应做到每天四“检查”，即上班检查仓

库门锁有无异常，物品有无丢失；下班检查是否已锁门、拉闸、断电及

是否存在其他不安全隐患；经常检查调整库内温度、湿度，保持通风；

检查易燃、易爆物品或其他特殊物资是否单独存储、妥善保管。
三、结语
安全生产是水电站建设和生产永恒的主题。实践表明，本文推

崇的仓储作业本质安全管理的四要素：作业人员是本质安全的灵

魂、作业设备和设施是本质安全的基础、作业制度是本质安全的关

键和创造本质安全仓储作业环境是实现物资仓储作业本质型、恒久

型安全目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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