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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建省的茶叶种植历史源远流长，其产量在全国范围内位居前列，茶叶产业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在数字

经济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福建茶叶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对于推动该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当前，福建茶叶产业在出口历程、生产规模及出口结构方面已展现出一定优势。然而，仍存在一些

问题，如茶叶产出效率不高、品牌竞争力不足以及数字化基础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

议：优化茶叶深加工工艺技术、促进传统茶叶生产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推进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协同

发展战略、挖掘并利用福建茶文化的潜在优势、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推动茶业的创新与转型等切实可

行的策略，旨在增强福建茶叶的出口竞争力，促进其出口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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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jian Province has a long history of tea cultivation, and its output ranks among the top in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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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ea industry has formed a considerable scal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discuss how Fujian tea can enhance it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s industry. At present, Fujian’s tea industry has shown 
certain advantages in terms of export history, production scale and export structur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efficient tea production, insufficient brand competitiveness, and 
weak digital foundation.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deep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tea,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ea production mode,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gional brands and corporate brands, tapping and utilizing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Fujian tea 
culture, and us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aiming to enhanc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Fujian tea and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its expor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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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在整体部署下，以“新

基建”“乡村振兴”作为重要契机，发展“以数据为中心”的数字技术农业得到高度重视，成为目前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挖掘“数据要素”潜在价值，推进“三农”新发展，已成为现

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茶叶作为福建省的第二大农产品，对推动该省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茶叶产业的发展能够激发茶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其经济收入，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

济发展，助力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竞争的加剧，茶叶进口质量检验日益严格，以及

新兴茶叶产业国带来的冲击，福建茶叶要想保持竞争优势，必须积极应对挑战，开展数字化创新工作，

提升茶叶质量，制定应对策略，打造自身品牌优势。 

2. 福建茶叶出口市场现状分析 

2.1. 福建省茶叶出口规模 

见图 1，从出口量上看，福建省茶叶的出口总量在 2017 年是 19509.9 吨，在 2018 年，茶叶的出口量

为 24098.1 吨，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较 2017 年增长了 23.52%，2019 年其茶叶出口量几乎维持不变，

为 23,994 吨，2020 年伊始，受经济形势影响导致出口总量略微下降，出口总量均为 22004.5 吨，随着国

家政策的扶持以及经济的不断恢复，2021年和 2022福建茶叶的出口量分别达到 26147.7吨和 31800.9吨。

从出口额上看，从 2017 年的 23,896 万美元到 2022 年的 53100.9 万美元，几乎每年都在逐渐增长，六年

间，出口的总金额增加了近 3 亿美元。在茶叶的出口均价方面，呈现着持续上涨的趋势，2022 年每千克

茶叶为 16.69 美元。总的来看，福建的茶叶出口量和出口额虽然呈现波动，但是总体的趋势是向好发展

的。 
见表 1 可知，与其他的产茶大省相比较，2022 年福建省茶叶的总产量位列第一，出口量在产茶大省

中却排名第四位，出口量仅占总产量的 10.19%，可以看出福建省的茶叶生产大部分用于内销，仅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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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2 年海关信息数据库。 

Figure 1. The total export trade of Fujian tea from 2017 to 2022 
图 1. 2017~2022 年福建茶叶出口贸易总量 

 
Table 1.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and export data of Fujian Province and other major tea exporting provinces in 2022 
表 1. 2022 年福建省与其他茶叶出口大省产业总产量及出口数据 

省市 出口额(亿美元) 出口量(万吨) 总产量(万吨) 均价(美元/千克) 出口量排名 

福建 5.31 3.18 52.08 16.69 4 

浙江 4.84 15.38 19.8 3.14 1 

安徽 2.45 6.21 13.43 3.95 2 

贵州 0.85 0.49 45.4 17.23 9 

湖北 2 2.45 43 8.13 5 

湖南 1.40 4.76 32 2.94 3 

江西 1.30 1.41 7.9 9.24 6 

重庆 0.06 0.65 4.73 0.94 7 

河南 0.44 0.61 8.3 7.10 8 

四川 0.14 0.61 38.9 2.32 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茶叶产品用于出口，表现福建茶叶的出口比例相对较低，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出口发展空间。 

2.2. 福建省茶叶出口商品结构 

福建省主要出口的传统农产品之一就是茶叶[2]，以乌龙茶、绿茶、红茶、茉莉花茶、普洱茶等为代

表。见图 2，直观清晰地展示了出口量最大的是乌龙茶，与其乌龙茶能够排毒养颜，加快新陈代谢的特点

是分不开的。据悉欧美地区、日本每年都从福建进口茶叶，其中，日本人尤其喜欢喝乌龙茶，这与日本

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密不可分的，在鼎盛期可以占据乌龙茶总出口量的 90%。 
2021 年福建各茶叶商品出口额见图 3，各种茶叶的出口额大体上都保持着增长趋势。其他种类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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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1 年福建茶叶网。 

Figure 2. Commodity structure of tea expor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21 
图 2. 2021 年福建省茶叶出口商品结构 

 

 
数据来源：2021 年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分析报告。 

Figure 3. Exports of tea commod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21 
图 3. 2021 年福建省各茶叶商品出口额 

 
叶的出口额占比较低，仅占总金额的 3.7%。福建省出口的其他茶叶中，比较出名的有茉莉花茶、福建

白茶、普洱茶等，这些茶叶都有比较好的保健作用，由于宣传和产品开发等方面不足，以至于出口量较

小。 
见图 2 和图 3，绿茶是 2021 年福建茶叶出口的第二梯队，占据着超过 30%的出口量和 46.5%的出口

总额。据悉福建省绿茶发展历史悠久，主要出口马来西亚，美国，日本和非洲，是福建各茶叶出口中销

量最广的品种。应抓住其产量大，技术成熟，发挥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福建花茶、普洱茶也占据着

11%的出口份额，虽然比重不高，但仍然是福建茶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福建红茶的出口量相比于其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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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茶，是非常的微不足道。据茶农反映，红茶的出口国主要是欧美地区，主要出口的品种是正山小种，

功夫红茶等。红茶的出口的地区比较集中，相对于其他种类茶叶生产成本高，并且有农药遗留等问题，

都限制了茶叶出口。福建茶叶的种类出口占比不均衡，应从多方面促进茶叶的均衡发展。 

3. 福建省茶叶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3.1. 生产要素 

3.1.1. 基本生产要素 
福建在基本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主要在于茶叶生产区生态地理环境优越，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境内丘陵连绵不绝，多有山峰、盆地、河谷穿插其中，利于雨水的排泄；福

建省处于北回归线附近，由于地形和季风环流的作用，所以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暖热湿润，日

照充足，一整年的平均气温在 17 度到 21 度之间，且年平均降水量也处于 1400~2000 mm，有利于农作物

生长；福建省总面积为 12.4 万平方公里，茶树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逐渐增长；福建省土壤多以红色土为

主，土壤肥沃，呈酸性，适宜茶叶生产，而且茶叶发展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福建茶叶也有其本身特色，

这都将有利于茶叶的出口。 

3.1.2. 高级生产要素 
在生产技术方面，主要是福建省茶叶产业主要以家庭式作坊为主，因此茶叶生产的规模比较小。起

初，福建省对于茶叶的加工，在预防病虫灾害、运输、储藏、生产等方面投资较少，生产设备落后，技术

上仍然循规蹈矩。近年来，福建省在加工，出口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但在生产方式方面仍保持传统。

在生产自动化的使用上，与新兴国际产茶国仍无法媲美，存在较大的差距，且很多加工企业卫生不达标

受进口国的限制。福建的茶叶出口主要集中在出口茶叶原料上，由于其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利润空间较

小，在国际上没有竞争优势，很难形成品牌和规模。 
在人力资源方面，福建茶叶的劳动者总体素质低下。福建茶农仍以家庭为主体，福建省茶叶出口的

竞争力受到劳动者的素质影响。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仅有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这种生产者团体存

在以下缺点：第一，学习新的生产方式能力较弱；第二，福建茶叶生产还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和“以需

定产”的生产经营现状，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第三，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市场反应较慢，缺乏获取信

息的能力；第四，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高效的合作组织。现在，福建省专业化的大茶园中已经有了专门从

事茶叶种植的技术人员，不过规模还不够强大。福建茶叶产业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从容应对国际竞争和挑

战，需要大量添设高科技设备、引进高素质的人才。 

3.2. 需求条件 

从需求规模角度来看，福建省在需求规模上具有明显的优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福建省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近年来，受全球新冠病毒流行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略有下降。随

着经济发展，福建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会随着全球的经济局势的逐渐好转而不断提高，而且，我国的人

口大约有 14.11 亿[3]，对茶叶的需求量也比较大，这对于茶叶的发展有一定的增长潜力。 
从需求结构和层次角度来看，福建省的整体消费处于低端层次，尽管福建省的经济发展颇为迅速，

但从整体上来看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福建省相较于其他省份来说，茶叶的发展仍存在着很大

的增长空间。福建省居民需求处于从基本温饱到多样化需求过渡阶段，因此，这个阶段导致了低端产品

比较多，高档产品比较少。此外，茶叶品质参差不齐，品种比较单一，同质产品较多，这些因素抑制了茶

叶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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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及支持产业 

目前，与我国的产茶大省或新兴茶叶国家相比，福建茶叶产业所涉及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却差强

人意。第一，品牌企业和集团企业数量较为稀少，竞争优势不强，市场占有率低；第二，对于茶叶产品加

工转化相对慢；第三，质量标准化和检验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质量标准和

检验制度相对成熟，而福建省才刚刚起步；第四，茶叶生产加工链短，技术水平低，导致茶叶产品竞争

力相对薄弱。 

3.4. 企业的策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形式在福建省茶叶产品的经营中效果甚佳，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福

建省茶叶产业的发展受制于分散、规模较小的形式，造成产业链比较短、落后的销售模式、滞后的市场

信息等弊端目前，福建茶叶大都属于小作坊式的经营模式，没有品牌支撑力等问题，造成茶叶的竞争力

程度很低。福建茶叶企业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其一，茶叶经过初次加工，品质较低，加工过粗，包装劣

质，以散装茶叶为主，尚未满足国际市场上的技术要求[4]；其二，缺乏对福建茶叶的品牌树立意识，竞

争力弱；其三。福建茶叶产业对茶叶的技术投入资金力度不够，茶产业科研技术能力弱，创新能力不足，

造成竞争力落后。 

3.5. 政府政策 

福建省政府十分重视茶叶发展，给予茶叶产业支持与发展。福建省政府为了促进茶叶产业的发展，

先后出台了各项政策：一是扶植茶叶企业的发展，提高福建省茶叶产业的竞争力；二是加大对产业企

业的资金支持力度，达到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条，使福建省由茶叶资源大省转向茶叶产业强省；

三是建造绿色生态茶园，提高产品附加值，推进技术升级，达到企业的发展精深加工；四是加大茶叶

政府政策宣传力度，传授茶叶企业进步的经验，达到大规模化经营。由此可见，政府的政策扶持促进

福建省茶叶产业的发展，使福建茶叶尽快地走出国门，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展现出福建茶叶的独特之

处。 

3.6. 机遇 

为了提高福建省茶叶的出口竞争力，要敢于抓住机遇。首先，近年来，人们的收入增加，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不断提高。茶叶是一种健康的绿色产品，被众多消费者所追捧，饮茶文化作为一种绿色时尚也

逐渐兴起，福建省应该利用绿色消费理念，抓住高端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促进茶叶的销售；其次，跨境

电商发展日益火爆，我国跨境电商主要以出口为主的发展蒸蒸日上，据调查显示，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

逐年上涨，2023 年我国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高达 2.38 万亿元[5]，为福建省茶叶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为福建省茶叶“走出去”提供了路径。 

4. 数字经济下提升福建茶叶出口竞争力的策略 

4.1. 提高精加工技术，发展茶类衍生品 

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福建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之一在于深化精加工技术和茶类衍生品的创新。

这不仅涉及传统的生产流程优化，更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的赋能。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扶持，鼓励茶企

业进行科技创新，企业自身积极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更新茶叶生产设备，鼓励培养优秀人才，使茶叶

的质量更上一个台阶[6]。建议福建茶叶企业积极引入物联网(IoT)和人工智能(AI)，建立连续化、自动化

的加工生产线，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与智能调控。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精准优化提取工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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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有效成分的利用率，进而开发出新型茶饮、日用品及功能性产品。从而最大化茶资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福建独特的茶文化是其重要的无形资产。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以创新茶文

化体验，如茶旅游、茶研学和茶博会等[7]，吸引更多国内外消费者。同时，通过云计算平台，福建茶叶

产业可以学习借鉴其他主要产茶省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多元化茶产品的开发，实现产业的技

术创新和市场拓展。 

4.2. 促进传统生产方式转型，推动数字生态茶园建设 

为了提升福建茶叶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必须加快推进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建设完善生产、采

摘、加工等环节基础设施建设，以机械工作代替人工作业，提高设备科技含量。发展茶叶类重点现代农

业产业园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以茶叶为主导产业的 40 个农业产业强镇和 200 个产业强村，形成闽

茶产业“圈状”发展新格局[8]。在龙头企业的引领下，推动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实现茶产业与茶科技的

深度融合。利用 5G、物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时监测茶园的生长环境，收集并传输数据至监

控平台，构建完整的数据链条。通过数据驱动的管理手段，实现精准施肥、施药及病虫害防治，规范茶

叶质量标准，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利润。为茶叶生产各环节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强化茶园的科学管理，

促进数字生态茶园的建设与发展。 

4.3. 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捆绑，打造福建茶品牌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福建茶叶产业的发展应遵循“政府引导、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的路

径。通过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建立品牌管理机构，并借鉴斯里兰卡成功的“国家地理标志 + 区域地理

标志 + 企业品牌”管理模式，强化品牌建设的投资力度，完善品牌监管体系，并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利

用数字化工具，如大数据分析、企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方式，也可以利用食安云等官

方网络工具平台[9]可以有效提升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平和白芽奇兰等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

影响力。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描绘消费者画像，对茶叶需求客户进行细致定位，实现市场营销的精准化。

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举办富有特色的品牌活动，不断延伸品牌的文化链条，以文化为引擎驱动品牌

市场拓展，又以品牌发展反哺文化内涵的丰富，形成品牌与文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促进茶叶多元化

推广，让福建茶叶真正走向世界[10]。同时重视知识产权，强化商标意识，同时，在此过程中，应高度重

视知识产权保护，为福建茶叶商标权的发展保驾护航[11]。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深化福建茶叶品牌的国际影

响力，推动福建茶产业在数字化浪潮中乘风破浪，实现高质量发展。 

4.4. 发挥福建茶文化优势，针对性开拓市场 

福建茶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观背景，

利用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对沿线国家进行福建茶文化的精准宣传，从而提升其在全球文化场域中

的影响力。构建融合“闽茶文化、采茶生活体验、休闲娱乐元素”的茶文化旅游线路，并结合虚拟现实

(VR)技术，为潜在游客提供深度的文化沉浸体验。在海外设立茶文化交流中心，运用多语言数字媒体内

容，深入讲述闽茶的历史与文化故事，以此增强其跨文化的吸引力。依托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国际茶

日等重要国际平台，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洞察不同国家对茶叶进口品种的需求模式与消费偏好，

实现市场的精细化定位。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升加工技术和优化产品结构，满足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

需求，进而拓展利润空间。采用跨境电商模式，突破传统营销模式的局限，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媒

体营销策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市场覆盖率和品牌知名度。数字化手段的系统应用，不仅有助于闽茶

文化在国内的传承与发展，也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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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索福建茶叶产业提升出口竞争力的策略，对

于推动该省茶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尽管福建茶叶产业凭借其悠久的出口历史、庞

大的生产规模及多元化的出口结构，已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仍面临着茶叶生产效率不高、

品牌国际影响力有限以及数字化应用基础薄弱等挑战。鉴于此，本研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策略：

通过优化茶叶深加工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传统茶叶生产模式向现代化转型，增强生产效率与灵

活性；实施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协同发展战略，构建强有力的国际品牌形象；深入挖掘福建茶文化的

独特魅力，作为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切入点；并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广阔舞台，加速茶产业的创

新与数字化转型。这些综合策略不仅旨在直接提升福建茶叶的出口竞争力，更长远地，将有力促进该省

茶产业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福建乃至中国茶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产业升级注入新的活力与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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