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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其已然成为推动市场拓展和提升用户体验的重要途径。本文发现“梵净抹茶”

存在品牌定位模糊、渠道协同不足、供应链效率低下及文化附加值薄弱等问题。本研究以电子商务为背

景，聚焦“梵净抹茶”区域特色产品的营销困境，利用PEST分析法，分析了当前“梵净抹茶”营销发展

面临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及技术环境，总结了有利于“梵净抹茶”发展的积极因素，也针

对当前种业物流过程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改进优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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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market 
expansion and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Fanjing Matcha” has problems such 
as ambiguous brand positioning, insufficient channel coordination, low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and 
weak cultural added value. This study, with e-commerce as the background, focuses on the market-
ing predicament of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product “Fanjing Matcha”. By using the PE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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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t analyze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that the current 
marketing development of “Fanjing Matcha” is facing, summarizes the positive factor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anjing Matcha”, and also proposes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var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eed logistic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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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消费升级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新茶饮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其中抹茶

类创新饮品凭借独特风味与健康属性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品类。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对农产品流通体系

的重构效应日益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8.3%，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增幅达 18.3%，农村电商渗透率突破 35%，标志着数字化浪潮正深刻重塑农产品市场格局。 
中国作为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与茶叶生产核心国，在全球茶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1]。据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我国茶叶总产量高达 325 万吨，位居世界首位；茶叶总出口量达 37.41 万吨，占全球茶

叶贸易量的 21.7%，仅次于肯尼亚，展现出强大的产业竞争力[2]。这一成绩既彰显了我国茶产业的强大

韧性，也折射出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随着农村光纤覆盖率提升至 98.7%，以及县域消费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38%，区域特色农产品虽迎来上行机遇，但普遍面临品牌溢价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

足等发展瓶颈。尽管国家“数商兴农”战略与乡村振兴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技术支撑与制度保障，但现有研究多聚焦茶叶宏观产业分析或普适性电商营销理论，对兼具地域生态优

势与文化底蕴的细分品类关注不足，难以满足特色农产品差异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梵净抹茶”作为贵州省铜仁市地理标志产品，依托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资源与千年贡

茶文化积淀，具备“高鲜爽度、低农残”的品质特征与文化赋能优势。然而，其产业发展仍面临渠道结构

失衡、品牌认知度低、供应链效率滞后等问题。因此本研究以电子商务为切入点，系统剖析“梵净抹茶”

在品牌定位、渠道整合、文化价值转化及供应链优化中的现实困境，构建适应新消费场景的全渠道营销

策略框架，探索地理标志产品如何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文化增值、品牌溢价与市场拓展的协同发展，以

期为区域特色农产品电商化转型提供理论创新与实践参考。 

2. “梵净抹茶”营销策略 PEST 分析 

2.1. 政治环境分析(P) 

2.1.1. 国家方针政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其中培育特色产业是关键路径。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茶叶产业在我国农业经济中始终占据支柱地位。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

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亟需通过茶产业振兴赋能区域经济发展。《中国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

(2021~2025)》明确指出，未来五年要着力提升茶产业国际竞争力，加速中国茶品牌全球化进程，推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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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国茶”向“世界茶”的历史跨越，这为新时代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2.1.2. 贵州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 
2024 年 9 月 25 日，贵州省在 2021 年出台的《贵州省茶产业发展条例》基础上，继续修订并出台新

《条例》。《条例》从茶叶种植与加工、质量管控、品牌建设与产业融合、扶持与服务等七个方面为贵州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和技术指导，充分彰显出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贵州茶业高质量

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2.1.3. 铜仁市关于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积极响应国家、省市关于推动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政策，铜仁市结合当地市情，紧随其后

制定发布了《关于加快生态茶产业发展的意见》及《我市茶产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等系列政策文件，

从发展目标、重点工作、扶持内容、保障措施几个方面详细规划了至 2028 年的铜仁市茶叶发展蓝图，切

实体现出铜仁市关于加快推进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助力推动乡村振兴的信心与决心。 

2.2. 经济环境分析(E) 

根据《抹茶产业发展白皮书(2024)》发布数据来看，2023 年铜仁实现抹茶产销突破 1000 吨，产品畅

销国内 30 多个大中城市，出口美国、德国、加拿大、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等 40 多个国家及地区，年产

值 3.5 亿元，铜仁也在力争升格为国际抹茶文化中心、抹茶交易中心和“世界抹茶之都”。 

2.3. 社会环境分析(S) 

在电子商务背景下，“梵净抹茶”的营销策略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

升，抹茶作为一种天然、健康的饮品，契合了现代人对绿色食品的需求[3]。同时，数字化生活方式的普

及推动了线上消费的快速增长，为“梵净抹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为

地方特色产品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消费者对文化体验的追求也为“梵净抹茶”与土家文化的融合

营销提供了契机。社会对非遗文化的重视进一步增强了品牌的文化附加值，助力其差异化竞争。 

2.4. 技术环境分析(T) 

随着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梵净抹茶”的生产工艺与制作环境也在持续革新。传统的手工采

摘方式效率较低，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还难以保证鲜叶质量的稳定性。机械化作业的普及显著降

低了茶园的管理与人工成本。“梵净抹茶”作为高品质抹茶的代表，其生产目前仍以手工或小型机械结

合为主，标准化机械作业茶园相对较少。其制作流程主要包括：鲜叶采摘、摊放、杀青、揉捻、干燥和包

装六个步骤。“梵净抹茶”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香气闻名，这不仅得益于优质的鲜叶原料，更离不开当地

精湛的杀青工艺[4]。通过科学技术的赋能，“梵净抹茶”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正逐步迈向现代化、

规模化生产的新阶段。 

3. “梵净抹茶”营销策略存在问题分析 

3.1. 品牌认知与定位模糊 

3.1.1. 消费者认知的三重困境 
在电商平台环境下，“梵净抹茶”的品牌认知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多数消费者对这一地域特

色产品的理解停留在初级阶段：一方面，依然存在不少人群认为“梵净抹茶”与传统绿茶没有本质区别，

这种品类属性的混淆直接削弱了产品独特性；另一方面，涉及品牌联想时，“高山云雾”“绿色健康”等

自然属性词汇高频出现，而“非遗工艺”“民族文化”等核心文化符号的提及率则很低。这种认知断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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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梵净抹茶”难以在竞争激烈的茶饮市场中形成差异化优势。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目标客群定位的错位。现有营销策略虽强调“高端品质”形象，但实际购买群体

仍以中老年消费者为主，年轻消费群体占比并不高。这与电商平台主流消费人群画像存在显著偏差，反

映出品牌未能有效传递符合年轻世代价值主张的文化内涵。 

3.1.2. 品牌定位的多维矛盾 
从市场实践层面观察，“梵净抹茶”面临三重定位困境。首先是区域特色与全国市场的平衡难题：

过度依赖“贵州高山”等地理标识，反而弱化了产品应有的文化纵深感。其次是功能属性与文化价值的

割裂。产品宣传同时突出“零添加防腐剂”的技术优势与“千年古茶树”的历史底蕴，这种多头并进的定

位策略导致消费者认知混乱。实际调研中发现，将“健康养生”作为首要购买动机的消费者中，仅有约

30%的被调查者能准确说出“梵净抹茶”的独特工艺。最后是目标客群的重叠危机。在传统茶饮品牌占据

主流市场格局的背景下，“梵净抹茶”既未能突破西湖龙井等老牌茶饮的消费者心智壁垒，又未建立起

区别于新式茶饮品牌的鲜明个性。这种夹缝中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了品牌溢价能力。 

3.1.3. 文化符号的传播失效 
作为承载着千年茶文化基因的产品，“梵净抹茶”的文化价值尚未得到有效挖掘。当前品牌传播中

存在两个显著短板：一是文化元素的具象化不足，包装设计多采用常规山水图案，未能将“武陵遗韵”

“苗绣技艺”等独有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二是体验场景的缺失，消费者难以通过现有营

销渠道获得“采茶–制茶–品茶”的完整文化体验，导致品牌认同感难以深化。 
相比之下，日本宇治抹茶通过茶道表演、动漫联名等创新形式，成功将文化元素转化为消费者可参

与的价值体验。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传播手段的创新度上，更反映出“梵净抹茶”在文化资源整合与转

化方面的系统性不足。 

3.2. 全渠道营销协同失效 

3.2.1. 线上渠道的孤立化运营 
“梵净抹茶”在电商领域的布局呈现出明显的“渠道割裂”特征。传统电商平台(淘宝、京东)仍占据

主导地位，但运营策略停留在产品陈列与价格竞争层面，未能充分发挥平台流量优势。与此同时，短视

频平台虽开设账号，但内容同质化严重，多以“高山云雾”“手工采摘”等场景短视频为主，缺乏与消费

者的深度互动。这种“重销售轻传播”的策略导致线上渠道难以形成持续的用户黏性。 

3.2.2. 线下体验的价值错位 
线下实体渠道本应成为品牌体验的重要载体，但“梵净抹茶”的线下布局存在明显短板。现有体验

店多分布在景区周边，功能局限于产品展示与简单试饮，未能与线上流量形成有效呼应。更值得关注的

是，线下渠道与电商促销活动的联动几乎为零，曾有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后，到店提货时却被告知需额

外支付运费，这种“渠道壁垒”直接影响了消费体验。 

3.2.3. 社交媒体的资源浪费 
在社交电商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梵净抹茶”的社交媒体运营未能抓住关键机遇。抖音、小红书等

平台的官方账号虽有一定粉丝量，但内容更新频率低，且缺乏与 KOL/KOC 的深度合作。对比同类品牌

“小罐茶”通过茶艺师直播打造文化 IP 的成功案例，“梵净抹茶”的社交传播始终停留在产品功能的表

层介绍，未能通过场景化内容引发情感共鸣。这种“有平台无内容”的困境，导致社交媒体渠道的引流

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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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供应链数字化短板 

3.3.1. 物流网络脆弱性制约市场拓展 
“梵净抹茶”的供应链体系在电商环境下暴露出显著脆弱性。由于缺乏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旺季

时仓库爆仓现象频发，2023 年“双十一”期间曾出现订单处理延迟 48 小时的极端情况。冷链物流覆盖率

不足的情况，导致鲜萃抹茶等高附加值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变质率较高，客户投诉率较传统茶饮产品高。

更严峻的是末端配送体系不健全，乡镇地区配送周期长达 5~7 天，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3.3.2. 技术应用滞后埋下质量隐患 
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信息流尚未实现贯通，各环节间存在明显断层。电商平台销售数据无法实时同

步至生产部门，这种信息割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使企业难以应对突发舆情，企业因无法快速追溯问

题批次，被迫召回全部库存，品牌声誉遭受重创。 

3.3.3. 技术应用滞后埋下质量隐患 
尽管部分企业引入基础 ERP 系统，但生产环节仍依赖人工经验判断。炒青工序缺乏温度智能调控设

备，导致茶叶氧化严重，次品率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包装车间未采用视觉识别技术分拣瑕疵品，金属

异物混入问题频发。在物联网应用方面，仓储环境监测仅覆盖少部分仓库，温湿度异常导致的茶叶陈化

问题未被有效控制。这种技术应用的滞后性不仅影响产品品质稳定性，更使企业在面对消费升级趋势时

丧失核心竞争力。 

3.4. 文化 IP 开发滞后 

3.4.1. 文化资源的浅层化利用 
“梵净抹茶”的文化底蕴本应成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但现有营销策略对文化元素的开发停留在表

层。产品包装设计多采用“青山绿水”的固定视觉模板，未能将“武陵山珍”“千年古茶树”等独特文化

符号进行故事化呈现。这种对文化资源的简单堆砌，导致消费者难以建立情感连接。当然还存在文化 IP
的碎片化使用，企业虽推出“抹茶 + 苗绣”概念，但仅在包装袋角落点缀刺绣花纹，未形成贯穿产品线

的完整叙事。 

3.4.2. IP 转化能力的结构性缺失 
“梵净抹茶”在文化价值商业化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现有文创产品开发滞后，仅停留在茶具、笔记

本等常规品类，缺乏与年轻消费场景的契合点。对比日本宇治抹茶推出的茶道机器人、抹茶主题手办等

爆款 IP 衍生品，“梵净抹茶”的文创产品不仅种类单一，且设计风格陈旧，难以引发 Z 世代兴趣。 

3.4.3. 文化创新的持续性不足 
在文化 IP 迭代速度加快的当下，“梵净抹茶”的营销策略仍显保守。品牌长期依赖“千年古茶”单

一故事线，未根据市场变化注入新元素。例如针对年轻群体推出的“抹茶拿铁”产品，宣传重点仍是原

料产地，却未结合咖啡文化打造“东方咖啡”新概念。这种创新惰性导致品牌逐渐失去市场敏锐度。 

4. 电商平台背景下“梵净抹茶”营销策略建议 

4.1. 重构“地理标志 + 文化符号”的品牌矩阵 

为提升“梵净抹茶”品牌的市场辨识度与溢价能力，亟需构建融合地理标志公信力与文化符号感召

力的品牌矩阵，实现从单一产品标识向复合价值体系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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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品牌核心价值的重塑：打造“双地标”价值坐标系 
“梵净抹茶”的品牌价值重构关键在于建立兼具地理标识权威性与文化标识独特性的“双地标”价

值体系[5]。首先，必须突破“贵州高山茶”的单薄定位，系统整合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的生态稀缺

性与区域内“千年古茶树群落”的历史文化传承性，深度提炼其核心文化内核。其次，需基于此内核凝

练具有高度概括力与情感共鸣的品牌核心价值主张，例如“云雾滋养，千年茶魂”，清晰传达其生态禀

赋与历史积淀的双重稀缺价值，为后续品牌传播与符号塑造奠定坚实基础。 

4.1.2. 文化符号的具象化表达：构建“可触摸的文化体验” 
将抽象文化价值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可参与的具象体验，是品牌矩阵落地的核心环节。首先，在

视觉传达层面，应聚焦于设计承载地域文化元素的标准化符号体系，并优先应用于核心产品包装。包装

设计可考虑采用适度工艺提升质感，并辅以二维码链接至精简的多媒体文化故事，实现符号的初步立体

化呈现，避免初期过度复杂的“十二韵”系列规划。其次，在线下触点构建上，应摒弃独立建设大型文化

综合体的高成本模式，转而寻求嵌入或合作利用现有文旅空间，设立“抹茶文化体验角”。该体验角可

集成精简的茶道展示、简易非遗互动以及基于移动端 AR 扫描的“古茶树虚拟探访”功能，通过低成本、

模块化的方式提供沉浸式文化触点，并可设计轻量级扫码积分机制引导分享与复购。最后，在提升产品

文化附加值与信任度方面，应务实应用现有成熟技术。可考虑为高价值产品批次提供基于二维码的数字

认证证书，清晰记录其产地溯源及关键生产环节信息，并选择性关联其参与过的线下文化活动记录，赋

予其一定的“文化足迹”属性，增强收藏与情感联结，替代高投入、高复杂度的区块链“文化护照”构

想。上述三个层面需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起一个成本可控、触手可及、且能有效传递“双地标”价值的品

牌文化体验生态。 

4.2. 打造“社交电商 + 新零售”的全渠道融合模式 

为适应数字化消费趋势并突破渠道局限，“梵净抹茶”亟需构建融合社交电商精准触达与新零售场

景体验的无缝消费闭环，实现流量获取、用户沉淀与价值转化的全链路优化。 

4.2.1. 社交电商生态的立体化构建 
构建“梵净抹茶”的社交电商生态，核心在于超越单纯流量采买，通过内容驱动与社群运营实现深

度用户连接与裂变传播[6]。首先，直播电商应作为关键抓手，在主流平台建立常态化“茶山直播间”，

重点聚焦于真实、透明地展示核心价值环节，通过过程可视化强化产品可信度与生态价值主张，而非仅

追求娱乐化表演。其次，私域流量运营需深度聚焦用户价值创造与关系沉淀。在自有平台(如微信小程序)
构建“抹茶文化社群”，依据用户兴趣与行为数据分层推送定制化内容，并设计有效的用户参与机制。

最后，需建立基于用户贡献度的激励体系，例如通过参与社群互动、内容分享、复购等行为累积积分，

兑换专属权益，以此培养高价值用户忠诚度并激发其主动传播意愿，形成可持续的社交裂变基础。 

4.2.2. 新零售场景的沉浸式重构 
新零售场景重构的目标是实现线上线下渠道的功能互补与数据贯通，创造便捷性与体验感兼具的无

界消费旅程。首先，线下触点应摒弃高成本的独立“前店后仓”模式，优先采取轻资产策略，在核心城市

或旅游区选择合作门店嵌入“梵净抹茶文化体验点”。该点位需精炼核心体验元素，并配备经过培训的

导购人员，核心功能在于品牌价值传递、产品体验引导及线上私域引流。其次，社区下沉市场拓展需借

力成熟平台生态，与头部社区团购平台合作，开发符合家庭消费场景的联名定制款，并设计“团长专属

激励机制”与“限时社群拼购”活动，高效触达目标客群。最后，全渠道会员体系与数据整合是价值闭环

的关键。必须建立统一的会员身份识别系统，贯通线上线下消费、互动行为数据。基于此，设计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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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员权益与服务，例如线上消费积分可兑换线下专属品鉴课程或文化工坊体验，线下消费记录则同步

累积线上会员等级并解锁相应折扣或新品优先购资格。这种双向权益流通机制能有效促进跨渠道流转，

形成“体验–转化–忠诚”的正向循环，同时为精准营销与产品优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4.3. 建设“区块链 + 物联网”的智慧供应链体系 

为适应数字化消费趋势并突破渠道局限，“梵净抹茶”亟需构建融合社交电商精准触达与新零售场

景体验的无缝消费闭环，实现流量获取、用户沉淀与价值转化的全链路优化。 

4.3.1. 区块链技术赋能全流程溯源与信任重构 
“梵净抹茶”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透明溯源体系，以破解传统茶产业存在的信息

壁垒。在生产端，通过为古茶树植入唯一编码并布设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等

生长参数，结合加工车间部署的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既可自动校验农残指标与工艺标准，又能对异常

批次实施即时拦截，从源头保障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创新建立了“茶农–合作社–企业”三方的分

布式账本，茶农凭种植数据链生成可验证的溯源证书，终端消费者扫码即可核验认证信息，这种模式经

普洱茶产区实践检验，成功带动品牌溢价率达 18%，有效重构了茶产业“生产可追溯、质量可管控、消

费可信任”的价值生态[7]。 

4.3.2. 物联网技术驱动仓储物流智能化升级 
物联网技术的深度应用显著提升了“梵净抹茶”供应链的智能化水平：在仓储环节，通过在冷库及

仓储区部署温湿度传感器、气体监测仪等设备，构建实时调控系统以降低企业成本。运输过程中，结合

车载 GPS、RFID 标签与云端平台实现动态路径规划和温控设备远程操作，特别开发的“湿度预警系统”

能针对“梵净抹茶”易潮特性自动启动干燥装置，保障品质稳定；终端配送阶段，为每个包裹配备物联

网追踪器，消费者可通过小程序实时查看运输轨迹、温湿度变化曲线，以降低投诉率与提高配送准时率。

全链条物联网技术的贯通，实现了从仓储环境精准管控到终端配送可视化的全过程优化。 

4.4. 实施“文化 IP + 跨界联名”的增值营销工程 

为深化“梵净抹茶”品牌价值内涵并拓展市场边界，亟需构建融合文化 IP 深度开发与跨界协同创新

的增值营销体系，实现品牌文化赋能与市场增量的双重目标。 

4.4.1. 文化 IP 的体系化开发与场景渗透 
“梵净抹茶”IP 体系的构建应突破单一自然遗产标签，转向系统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并实现多场景渗

透。首先，需系统梳理梵净山区域文化，提炼具有高辨识度与情感连接力的核心文化符号，并委托专业

机构设计符合现代审美的标准化 IP视觉形象，优先应用于核心产品包装、电商平台主视觉及基础衍生品，

以统一品牌认知并控制初期复杂度。其次，数字传播应聚焦轻量化策略，制作以 IP 故事、制茶技艺、茶

园生态为主题的系列创意短视频，依托主流短视频平台精准投放，强化知识性与互动性，并寻求与地方

文旅部门、高校合作以降低成本。最后，场景渗透需注重资源整合与实效，线上可利用 H5 技术在电商平

台开发轻量级互动模块，提供积分兑换等激励；线下则优先寻求与现有文旅设施合作，嵌入模块化 AR 体

验程序展示茶文化，并设立简易非遗体验角，实现文化体验的低成本、高频次触达与区域文旅协同。 

4.4.2. 跨界联名的创新路径与价值释放 
跨界联名旨在通过战略协同创造增量价值，其核心在于精准选择伙伴、深化文化融合与配套有效传

播。首先，在伙伴选择与产品设计上，食品领域应优先联合理念契合、渠道互补的新锐咖啡或烘焙品牌，

开发突出“梵净抹茶”原料核心地位的风味联名款，辅以实用性强、成本可控的限量赠品；文创领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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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协调下，与认证非遗传承人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功能的

小型文创伴手礼，并明确知识产权与利益分配。其次，联名价值的释放依赖整合传播策略，预热期应策

划“联名背后的故事”微纪录片/图文内容，通过合作方矩阵及地方平台分发，塑造文化深度与情感共鸣；

销售期则需设计激励性用户分享活动，鼓励创意 UGC 内容产出并基于质量进行奖励，同时优化电商平台

专属页面与促销工具促进转化。最后，应建立以联名产品销售贡献率、新客获取率、社交媒体声量及优

质 UGC 数量为核心的评估指标体系，确保联名活动的实际效益与可持续性。 

5. 结语 

本研究以电子商务为背景，系统剖析了“梵净抹茶”在品牌定位、渠道协同、供应链管理和文化 IP
开发等方面的现存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地理标志 + 文化符号”品牌重构、“社交电商 + 新零售”全

渠道融合、区块链物联网智慧供应链建设及跨界联名增值营销等策略建议。研究表明，“梵净抹茶”需

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供应链透明度、以文化 IP 增强情感联结、借全渠道融合拓展消费场景，方能突破传

统茶饮市场竞争桎梏。未来，随着电商生态持续演变，“梵净抹茶”需进一步强化数据驱动决策能力，在

坚守生态品质的基础上，实现从区域特色产品向全国性文化消费品牌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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