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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茶叶市场中，传统品类占据主导地位，但抹茶凭借健康属性近年快速崛起。但贵州抹茶仍面临品

牌认知度低、产业链附加值不足等问题。本研究基于SWOT-PEST模型，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维

度分析贵州抹茶电商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并提出以电商赋能为核心的对策：强化生态文化

叙事、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拓展国内外市场，助力贵州抹茶实现从“原料输出”向“品牌引领”

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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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lobal tea market, traditional categories dominate, but matcha has been rising rapidly in re-
cent years by virtue of its health attributes. However, Guizhou matcha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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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brand recognition and insufficient value added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Based on the SWOT-PEST 
mode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e-com-
merce development of matcha in Guizhou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with e-commerce empowerment at the core: strengthen-
ing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narrative,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and expand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so as to help Guizhou matcha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raw material output” to “brand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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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茶产业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农业的三产融合、促进了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增收

问题[1]。从全球茶叶市场格局看，传统强势品类如绿茶、红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抹茶是碾茶经过研磨

成超微粉而成，可用于直接饮用、食品添加剂、化妆品、色素、保健品等方面，是一种无污染的保健品原

材料[2]，在亚洲及欧美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抹茶产业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是绿色富民的好项目、

大产业。日本抹茶凭借百年工艺传承和品牌化运营占据高端市场，中国抹茶产业发展虽起步较晚，但依

托独特自然资源与政策支持，已成为全球重要原料供应基地。其中，贵州省作为中国抹茶核心产区，凭

借“世界茶海”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近年来通过“茶旅融合”“电商赋能”等战略推动产业升级。然

而，在消费升级与市场竞争加剧的双重背景下，贵州抹茶仍面临品牌认知度不足、产业链附加值低、标

准化体系欠缺等问题，亟需系统性研究其发展路径。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 SWOT-PEST 模型，从战略环境分析视角切入，系统梳理贵州抹茶产业发

展的内部优势劣势与外部机遇挑战[3]，并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新消费驱动及“双循环”发展战略，提出

电商赋能下的品牌升级路径与产业优化对策，旨在为贵州抹茶实现从“原料输出”向“品牌引领”、从

“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2. 贵州抹茶电商发展现状——以铜仁市江口县为例 

据 2023 年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抹茶产业发展白皮书》，贵州抹茶的产业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目前已形成以铜仁市为重点的连片种植基地，种植面积突破 20 万亩，占全国市场份额超 70%，

并建成国内首个抹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抹茶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近年来，贵州抹茶依托“世

界茶海”的生态优势与政策红利，通过电商渠道实现快速发展。截至 2023 年，其线上销售额突破 80 亿

元，年均增长率超 25%，占全国抹茶电商市场的 65%以上，形成了以淘宝、京东、拼多多为主流渠道，

抖音、小红书等社交电商增速显著的多元化销售格局。 

2.1. 江口县抹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江口县作为贵州省抹茶产业核心示范区，其种植规模与产能呈现显著增长态势。根据《江口县农业

农村局 2023 年统计报告》，全县抹茶种植面积从 2018 年的 1.2 万亩扩展至 2023 年的 3.5 万亩，年均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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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增长率达 24.6%，占全国抹茶种植面积的 12%。产销量方面，2022 年江口县抹茶总产量突破 800 吨，

占贵州省总产量的 73%，其中通过电商渠道销售的抹茶产品占比达 45%。这一增长得益于当地政府推行

的“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 

2.2. 江口县抹茶企业集群化发展特征 

《抹茶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贵茶集团作为茶企龙头企业，在江口县建成全球最大单体抹茶精制

车间，年产能达 600 吨，占据国内抹茶出口市场 28%份额；在贵茶集团引领下中小微企业配套发展，包

括梵净山翠峰茶业等 12 家本土企业，专注抹茶衍生品开发，如抹茶粉、抹茶冰淇淋原料等；在此背景下

新型经营主体正在崛起，2022 年新增电商专营企业 9 家，其中“梵山抹茶”旗舰店实现年销售额破千万

元。 

2.3. 江口县抹茶电商发展之路 

调研结果显示，江口县抹茶电商发展路径呈现多维突破与创新特征，通过构建“平台 + 供应链 + 服
务”三维体系实现线上销售跃升。在平台建设方面，依托天猫、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地理标志馆，

结合抖音直播带货模式，拓宽抹茶市场消费渠道；供应链层面重点突破冷链物流瓶颈，建成县级电商仓

储中心并整合顺丰、京东资源，将配送时效大幅度压缩，同时开发独立包装等电商专供产品。 

3. 贵州抹茶电商发展的 SWOT-PEST 分析 

3.1. SWOT-PEST 内部优势分析 

3.1.1. 政治优势 
贵州将抹茶产业列为“一县一业”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方向，通过《贵州省抹茶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25 年)》明确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并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用于技术研发、品牌推广和电商基建。

依托“一带一路”陆海新通道枢纽地位，贵州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

省内建立标准化体系，制定《贵州抹茶》地方标准并推动 50 余家龙头企业通过“三品一标”认证，为电

商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3.1.2. 经济优势 
《抹茶产业发展白皮书》内容显示，贵州已形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链条发展模式，2023

年抹茶种植面积突破 20 万亩，占全国市场份额超 70%，为电商提供充足原料保障。通过“订单农业”引

导农户按市场需求种植有机抹茶，提升附加值。电商渠道快速渗透，2023 年线上销售额达 80 亿元，年均

增长率 25%，其中抖音、小红书等社交电商增速显著，直播带货占比超 30%。政策支持的“黔货出山”

行动进一步减少中间环节成本，助力中小企业扩大利润空间。 

3.1.3. 社会优势 
贵州作为“茶马古道”起点，拥有两千多年抹茶酿造史，“古法制茶技艺”被列入省级非遗，为产品

注入文化基因。多元文化元素与抹茶产品深度融合，形成差异化卖点。健康消费趋势下，抹茶的低咖啡

因、高茶多酚特性契合 Z 世代需求，推动功能性食品销量激增，社会认同度持续提升。 

3.1.4. 技术优势 
抹茶产业依托“水肥一体化”和“智能滴灌”等先进技术，显著提升了种植效率和产品品质的稳定

性。通过区块链溯源技术，实现了从茶园到消费者的全程质量监控，确保了产品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在电商与物流领域，5G 网络的全面覆盖为直播电商的常态化运营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建立了多个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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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直播基地，并培养了大量本土网红主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影响力。智能仓储系统的应用优化了库

存管理，降低了运营成本，而冷链物流覆盖率的提升则有效保障了鲜食类产品的新鲜供应。这些技术创

新不仅增强了生产效率，还大幅提升了市场响应能力，为抹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2. SWOT-PEST 内部劣势分析 

3.2.1. 经济劣势 
根据《抹茶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数据来看，贵州抹茶产业呈现“原料强、成品弱”的特征，70%以

上的产值集中在原料供应环节，深加工产品占比不足 20%，导致利润空间受限。中小微企业占市场主体

超 80%，普遍面临融资难、技术投入不足问题，同质化竞争加剧，产品多以低价策略抢占市场份额。此

外，物流成本高企削弱价格竞争力——贵州地处西南内陆，冷链物流覆盖率不足 30%，鲜食类产品损耗

率达 15%~20%，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 

3.2.2. 社会文化劣势 
“贵州抹茶”区域品牌尚未形成统一形象，消费者对其认知仍停留在“原料供应地”阶段，与日本

宇治抹茶的品牌溢价能力差距显著。尽管拥有“茶马古道”“苗绣”等文化资源，但文化元素的运用多停

留在包装设计层面，缺乏深度叙事与情感共鸣。同时，专业人才匮乏制约产业创新——仅有少部分的中

小企业配备专职电商团队，非遗技艺传承与现代营销理念融合不足，导致文化附加值难以转化为市场竞

争力。 

3.3. SWOT-PEST 外部机遇分析 

3.3.1. 政治机遇 
国家“乡村振兴”“双循环”战略为贵州抹茶产业提供顶层支持，《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区域特色品牌打造。贵州作为“一带一路”陆海新通道枢纽，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及跨境电商政策红利，RCEP 协议生效进一步降低东南亚市场关税壁垒，为成品茶出口创造有利条

件。 

3.3.2. 经济机遇 
健康饮食趋势的兴起推动了抹茶功能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为抹茶电商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经济机

遇。Z 世代消费者对“天然有机”属性的偏好加速了市场细分，为贵州抹茶提供了差异化的竞争赛道。与

此同时，跨境电商的扩展为抹茶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量空间，东南亚和欧美市场对高品质抹茶原料及成品

的需求持续旺盛。贵州抹茶产业可以通过“贴牌 + 自主品牌”双轨模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提

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这一系列趋势为抹茶电商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地方经济带来了

新的增长点。 

3.3.3. 技术机遇 
5G、区块链、冷链物流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贵州抹茶电商的产业生态。在销售端，5G 网络的

高速率与低延迟特性为短视频和直播电商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贵州抹茶能够通过实时互动展示产品特

色，例如高清直播茶园采摘、古法制茶工艺等场景化内容，吸引消费者参与并降低获客成本。区块链技

术的深度应用不仅实现了从种植到消费的全流程溯源，还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和品质稳定性的信

任感，例如通过扫码即可查看茶叶的种植环境、加工时间及质检记录。在仓储与物流环节，智能仓储系

统通过动态库存管理和自动化分拣技术，显著减少了人力成本与存储损耗；冷链物流网络的逐步完善则

保障了鲜食类抹茶产品(如抹茶冰淇淋、茶味甜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新鲜度，解决了传统物流模式下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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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问题。在生产端，物联网监测设备与智能滴灌技术的普及，使茶农能够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强

度等数据，精准调整种植策略，提升茶叶原料的产量与品质稳定性，同时降低因自然灾害或管理疏漏导

致的产能波动风险。这些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不仅优化了贵州抹茶产业链的运营效率，更为其打造差

异化竞争优势、拓展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3.4. SWOT-PEST 外部挑战分析 

3.4.1. 经济挑战 
抹茶电商发展面临多重经济挑战。在国际市场上，日本宇治抹茶凭借百年工艺传承和严格的品质管

理体系，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壁垒，并通过“匠人精神”叙事与高端茶具、文化空间的结合，将产品溢价能

力推向极致，长期主导全球市场份额。一些地区则通过文化资本的巧妙运用，与知名机构联名推出限量

产品，将传统文化符号融入设计，成功塑造了“东方美学”标签，在高端礼品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之

下，贵州抹茶尽管拥有全球领先的原料供应优势，却因缺乏国际化认证体系和品牌故事输出能力，长期

局限于“原料供应商”角色，国际市场份额较低。 
在国内市场，抹茶同样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绿茶和红茶凭借成熟的消费群体和渠道布局占据主流地

位[4]，而新兴草本饮品通过精准的功能性营销抢占健康消费市场，使抹茶陷入同质化竞争。部分企业为

降低成本，过度依赖代工贴牌模式，导致产品定位模糊，难以摆脱价格战的困境。此外，贵州地处西南

内陆，物流网络辐射能力有限，冷链设施覆盖率不足，导致鲜食类抹茶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易因温度波动

而品质下降，不仅损耗率高，还需承担额外的保鲜成本，进一步削弱了价格竞争力。这种“高成本、低附

加值”的局面，使得贵州抹茶在国内外市场均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3.4.2. 技术挑战 
技术应用层面，贵州抹茶产业面临“数字赋能不均衡”问题：头部企业通过 5G 直播、区块链溯源等

技术抢占市场，但中小微企业因资金短缺难以实现技术升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信息孤岛现象严重。

文化融合方面，尽管贵州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但技术应用多停留于包装设计等浅层，缺乏通过

AR/VR、元宇宙等新技术讲好“茶马古道”故事的深度实践，文化附加值未能有效转化为市场溢价能力。

此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不完善，电商平台用户数据泄露风险可能影响消费者信任[5]。 

4. 加快贵州抹茶电商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4.1. 充分利用生态及文化优势丰富品牌内涵 

贵州作为“世界茶海”，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积淀为抹茶品牌建设提供了不可复制的核心资源。

这里日照充足、昼夜温差显著，云雾缭绕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茶叶鲜爽醇厚的天然品质，而千年茶马古道

的驼铃声声，则为抹茶注入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基因。为强化品牌差异化，需以生态故事为基底，通过影

像与文字媒介讲述这片土地与抹茶的共生传奇——例如拍摄纪录片《茶马古道上的抹茶密码》，穿插古

籍记载、茶农口述史与现代生产工艺对比，展现从唐宋茶马互市到当代“一带一路”茶叶贸易的文明传

承。在产品设计层面，可将其他多元文化转化为包装视觉语言，推出限量版手绘礼盒，让消费者触摸到

的不仅是商品，更是活态的非遗艺术。 

4.2. 从技术视角解决经济与社会劣势 

贵州抹茶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突破深加工关键技术提升产

业竞争力。当前贵州抹茶企业普遍面临深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多数企业仍停留在初级生产和终端营销

环节，导致产品附加值较低。要改变这一现状，企业必须聚焦抹茶品质提升，攻克抹茶超微粉碎、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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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鲜、风味稳定等核心技术，完善从种植到加工的标准化体系；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开发抹茶烘焙、抹

茶饮品、抹茶保健品等多元化产品，结合电商需求研发便携式抹茶单品，并利用大数据精准捕捉消费趋

势，与新兴茶饮品牌建立深度合作。此外，可通过茶渣回收利用技术开发抹茶面膜、茶纤维制品等绿色

衍生品，构建循环经济模式。通过“技术创新 + 产业链整合 + 电商赋能”的三维升级，贵州抹茶将实

现从原料输出向高值化品牌转型，最终形成具有贵州特色的抹茶产业生态圈。 

4.3. 抓住经济机遇，发挥“文旅+”效应 

贵州抹茶产业应抓住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文旅 + 电商”的联动效应，以技

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依托贵州生态优势，开发抹茶主题文旅体验项目，如抹茶庄园观光、抹

茶非遗工坊等，结合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强化品牌传播；另一方面，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抹茶溯源

体系，通过 VR/AR 技术打造沉浸式云体验，并依托跨境电商拓宽国际市场。同时，构建“智慧茶园 + 精
深加工 + 文旅电商”的全产业链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偏好，开发符合年轻群体需求的抹茶新式茶

饮、文创产品，推动贵州抹茶从农产品向文化消费品升级，最终形成“以文促产、以旅带销、以电助农”

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4.4.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品牌竞争力 

贵州需构建全渠道、多层次的品牌传播体系，突破“原料输出”认知局限[6]。首先，整合新媒体资

源，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爆款内容矩阵”——联合本土网红主播推出“抹茶溯源直播”，通过

AR 技术展示茶园种植、古法制茶工艺，增强消费者沉浸式体验；邀请知名美食博主开展“贵州抹茶挑战

赛”，以趣味短视频传播产品特色。其次，强化政府主导的公共品牌推广，联合《人民日报》、央视等媒

体策划“世界抹茶看中国”专题报道，突出贵州在茶种起源、非遗技艺等方面的独特性。此外，通过国际

展会(如广交会、布鲁塞尔食品展)设立“贵州抹茶专区”，与国际采购商建立直接联系，争取欧盟有机认

证、美国 FDA 注册等资质，提升品牌公信力。同步推进“品牌联名计划”——与茶饮品牌(如喜茶、奈雪)
推出限定产品，借助其用户基数快速扩大市场覆盖。最后，建立消费者反馈机制，通过电商平台数据分

析精准定位需求痛点，定期发布《贵州抹茶品质白皮书》，巩固“天然有机”“文化传承者”的品牌形

象，最终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国际知名品牌”的跃升。 

4.5. 优化抹茶电商服务平台 

贵州需构建高效、普惠的电商服务体系，突破地理限制与中小企业能力瓶颈。首先，完善物流基础

设施，依托“黔货出山”政策推动省级电商物流枢纽建设，整合中小微企业仓储资源，建立共享冷链仓

库，降低生鲜类产品损耗率。其次，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整合生产端、销售端与物流端数据，提供

市场趋势分析、供应链管理、智能营销等工具，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同步推广区块链溯源技术，实

现从种植到消费的全流程透明化，增强消费者信任。此外，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发“黔茶云仓”管理

系统，提供实时库存预警、物流路径优化等服务。最后，强化政策配套，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电商平台技

术研发与迭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免费数据分析、店铺装修等培训，推动贵

州抹茶电商从“分散经营”向“集约化服务”转型[7]。 

5. 结语 

贵州抹茶以其独特的生态优势和优秀的产品品质为基础，以发展规划为导向，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

电商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远离抹茶一、二线消费城市、运输成本较高、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不足等

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从政府、协会、企业多元协同推广抹茶电商发展，充分利用产区生态与社会优势，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51678


史跃 等 
 

 

DOI: 10.12677/ecl.2025.1451678 3598 电子商务评论 
 

从全产业连角度解决制约产业和品牌发展的问题，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多角度为新贵州抹茶建设

提出建议，为其进一步扩展市场份额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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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访谈提纲 

提纲一  政府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编号： ) (地点： ) 
您好！感谢您同意接受我们的访谈！本次访谈将聚焦贵州抹茶消费因素及营销策略研究。在此向您

郑重承诺：访谈将严格恪守理规范，不会泄露任何访谈内容给第三方或将其用于本研究之外的任何用途。

最终成果中不会包含任何涉及您个人信息或可识别您身份的暗示，谢谢！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工作顺利，

生活愉快！ 
一、个人基本信息介绍 
1. 您的姓名？ 
2. 您的年龄？ 
3. 您的政治面貌？ 
4. 您在单位担何种职务？ 
5. 您在单位工作年限以及主要工作内容？ 
二、铜仁市(江口县)抹茶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1.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产业发展现状？ 
2.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产业优惠政策？ 
3.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企业引进方案与政策措施？ 
4.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产业发展蓝图与规划？ 
5.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电商发展状况与发展困境？ 
6.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与规划？ 
7. 铜仁市(江口县)抹茶文化的传播效果？ 
8. 对建立抹茶地理标识、建立区域公共品牌的看法与取得进展？ 
9. 政府出台了哪些政策措施来支持抹茶电商发展？ 
10. 政府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开展抹茶产品的营销推广活动？ 

提纲二  抹茶企业访谈提纲 
(编号： ) (地点： ) 
一、个人基本信息介绍 
1. 您的姓名？ 
2. 您的年龄？ 
3. 您的政治面貌？ 
4. 您在企业担何种职务？ 
5. 您在公司工作年限以及主要工作内容？ 
二、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1. 请简要介绍贵公司的发展历程、主营业务及核心产品？ 
2. 贵公司抹茶产品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 
3. 与市面上其他品牌相比，差异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三、市场与销售 
1. 企业抹茶销售主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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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从传统茶转变为制作抹茶的历程与动机？ 
3. 贵公司的主要目标客户群体是哪些？他们的消费习惯和偏好有哪些特点？ 
4. 贵公司采取了哪些电商营销策略来推广、销售抹茶产品？效果如何？ 
5. 您认为线上和线下(电商)渠道在抹茶产品销售中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6. 贵公司未来在抹茶产品研发、电商市场拓展等方面有哪些规划？ 

提纲三  村委会(典型茶村)访谈提纲 
(编号： ) (地点： ) 
一、个人基本信息介绍 
1. 您的姓名？ 
2. 您的年龄？ 
3. 您的政治面貌？ 
4. 您在单位担何种职务？ 
5. 您在单位工作年限以及主要工作内容？ 
二、抹茶电商发展下村集体发展基本情况 
1. 介绍本村抹茶产业、抹茶电商发展历程？ 
2. 本村抹茶产业电商发展规划？ 
3. 本村抹茶茶园面积、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基本情况？ 
4. 本村抹茶种植面临的质量、亩产、技术问题？ 
5. 政府对抹茶种植、抹茶电商的技术培训与帮扶？ 
6. 村委会目前主要通过哪些模式销售抹茶？ 
7. 村委会如何协调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保障双方利益？ 
8. 您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支持村委会采取电商模式销售抹茶有哪些期待和建议？ 

附录 2. 访谈图片 

 
Figure A1. Research on tea plantation in Luoxiang Village, Nuxi Town, 
Jiangkou County 
图 A1. 在江口县怒溪镇骆象村茶园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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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A2. Research at Yunshe Scenic Matcha Shop in Jiangkou County 
图 A2. 在江口县云舍景区抹茶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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