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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健康消费风潮的兴起，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商品受到消费者追捧，抹茶凭借自身的抗氧化、富含茶氨

酸等优点，逐渐在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消费者对于抹茶的消费日益增多，许多商品如奶茶、蛋糕等加

上抹茶成分以后就会获得消费者青睐。有“中国抹茶之都”美称的贵州铜仁，是我国种植抹茶的主产区

之一，虽然近些年知名度不断增加，但是仍然有不少消费者对贵州抹茶的认识模糊，加上日本品牌的竞

争，贵州抹茶要想面向全世界还需要调整自身的市场营销战略，本文基于SWOT分析，深入分析了贵州

抹茶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并提出相应战略，以期为贵州抹茶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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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health-conscious consumption trends, many products beneficial to the hu-
man body are sought after by consumers. Matcha has carved out a prominent niche in the market, 
leveraging its antioxidant properties and rich ltheanine content. Consumer demand for matcha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with products such as milk tea and cakes incorporating matcha ingredients 
gaining significant market favor. Tongren, Guizhou—dubbed “China’s Matcha Capital”—stand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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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nation’s primary matcha production hubs. While its profile has risen in recent years, Gui-
zhou matcha still remains relatively obscure to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consumers. Furthermore, 
faced with intense competition from Japanese brands, the industry must refine its global marketing 
strategy. Drawing on a SWOT analysi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pertaining to Guizhou matcha. It further proposes corre-
sponding strategies, with a view to offering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ma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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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健康消费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在实现自身生存性消费的前提下，开始要求产品的质

量、工艺等，用以满足对健康的追求。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追求带动我国健康食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与升级，

人们热衷于低糖、天然的食品，其中，抹茶凭借着它兼具健康属性与消费热度，正不断释放着市场潜力，

增强在健康消费市场中的影响力。 

2. 贵州抹茶发展现状 

在 2023 年，贵州抹茶以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优秀成绩进入全球市场，来自贵州的抹茶遍及了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2024 年，贵茶集团实现产值 4.38 亿元，并组建了贵茶联盟，实现全省 61 家茶企

联合，带动了带动 14 万亩符合欧盟标准的茶园建设，助力近 10 万茶农增收[1]。贵州的抹茶已实现规模

化生产，在中低端市场占据显著优势，但是在高端市场中，日本企业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欧美地区健

康食品风潮的兴起，使得抹茶的国际需求激增，日本的抹茶头部企业受限于产能不足，导致供不应求，

为了保持抹茶质量，巩固品牌地位，纷纷实施限购政策，为了满足抹茶需求，部分商家转向中国等新兴

产区采购抹茶原料，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是一个打开国际高端市场的机会，但同时面临着保持产品质量稳

定的巨大挑战。 

3. 贵州抹茶产业的 SWOT 分析 

3.1. 优势分析 

优秀的自然环境：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有着 800 到 1200 米的高海拔地形，伴随着低纬度的多云雾气

候，提供了茶树生长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并且土壤肥沃呈现酸性，非常适合茶树生长。这种独特的自然

环境为抹茶原料茶树的种植提供了优质的生态条件，有助于产出高品质的茶叶，在这样气候下生长的茶

叶的氨基酸含量普遍在 4%以上，而一般的茶叶氨基酸含量在 1 至 3%左右[2]。 
规模化生产：铜仁作为“中国抹茶之都”，它的抹茶专用茶园面积达到 25 万亩，占贵州全省抹茶茶

园面积的 60%以上，并且铜仁拥有碾茶生产线 52 条、抹茶精制加工生产线 2 条，涉及 5 个产茶重点县的

24 家茶叶企业，年实现抹茶总产量 1306 t、总产值 3.6 亿元[3]。此外，在《铜仁市 2023 年茶产业发展报

告》中，还可以得知铜仁现在建成了十条抹茶生产线，年产能超 4000 吨，占全国抹茶总产量的 25%，全

球市场份额约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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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优势：贵州作为西部省份，农业用地的工业化开发需求相对较低，农业用地成本显著低于东部

地区。这种“后发优势”使得茶园扩张的边际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流转政策，例

如长期租赁、租金补贴等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地负担；此外，贵州历来有茶叶种植的传统，所以本地的劳

动力对茶叶种植天然具有适应性与传承性，相较于东部的地区，贵州劳动力的培训成本和流失风险都更

加低。目前，贵州抹茶产业已形成“种植–初加工–深加工–销售”的垂直一体化布局，通过内部化交

易减少中间环节的溢价损耗。同时，地理集聚使相关企业可以共享冷链物流、检测认证等基础设施，共

摊固定成本。 

3.2. 劣势分析 

贵州抹茶的品牌建设、推广力度不足，缺乏高知名度的抹茶品牌。铜仁被誉为“中国抹茶之都”，但

是提到铜仁抹茶，却没有相匹配的抹茶品牌，这导致虽然产品具有高质量，但是对于抹茶不熟悉的消费

者难以在第一时间去购买出产自贵州的抹茶，从而使得消费者对贵州抹茶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不高，品牌

附加值较低，不利于贵州抹茶提高市场影响力；此外，在品牌价值推广中，贵州抹茶的文化阐释力度不

足。在推广中，不仅需要注意推广的广度，也要注重品牌的深度，即品牌背后蕴含的文化。贵州抹茶一

方面是后发产业，缺少时间的积淀，历史文化相比于日本的抹茶产业稍显不足，所以能够打造的文化形

象就极为有限。另一方面，虽然抹茶起源自中国，但是由于历史传承等问题，结果抹茶在日本被发扬光

大，以至于许多国人都认为抹茶是舶来品，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被动，不利于抹茶在国内的传播[4]。 
贵州抹茶的品牌创新不够，创新是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创新力度的不足导致贵州抹茶在市场上

缺少竞争力。在抹茶行业，知名度高、品牌认可度高的往往是日本抹茶品牌，它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

持续创新，在全球市场占据领先地位，以日本的丸久小山园抹茶为例，创新性的将抹茶与护眼联系起来，

精准对接现代人用眼健康需求；在品牌营销方面，将抹茶元素与潮流文化相结合，进行跨界营销，吸引

了一批年轻群体。但是贵州抹茶的宣传基本都是依赖传统方式，例如展览会、经销商联系，线上的营销

对于年轻群体缺乏吸引力，也未能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打造与健康消费趋势相关的内容营销，难以在

消费者心中形成鲜明的品牌记忆点。 

3.3. 机会分析 

健康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追求健康的意识不断增强，据中国消费

者协会发布的《健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中提到：2024 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模将达到 9 万亿

元，较 2021 年增长 12.5%，其中绿色纯天然产品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产品正受到消费者的追捧。抹茶富

含茶多酚、咖啡因、氨基酸等多种营销成分，具有抗氧化、提神醒脑等功效[5]，符合健康消费的趋势，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而贵州抹茶依托高海拔、多云雾、禁用除草剂的生态优势，获得了欧盟多项农残

零检出认证，成为全球少数通过“有机 + 富硒”双认证的抹茶产区，正好满足消费者对于健康产品的需

求。 
相应的政策扶持。为了支持各地区的协调健康发展，在 2018 年，我国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

进品牌强农的意见》，明确了要打造一批具有强竞争力、高影响力、底蕴深厚的农业品牌；2019 年，国

发 12 号文件《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支持地方建立起具有优良品质、亮点鲜明的区域公

用品牌。后续的文件也始终坚持这个方向，并给予相应的政策红利。不仅如此，贵州省也出台了相关的

政策支持铜仁抹茶发展，2024 年出台《铜仁市做大做强抹茶产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强

调将资金、人才和资源进行整合，强势赋能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将“梵净抹茶”打造为中国头部抹茶

品牌，进一步提升高端市场占有率；在茶园种植方面，省级层面通过《贵州省茶产业发展条例》，对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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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的茶园给予相应的奖励，激发农户种植热情。 
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崛起，消费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信息的传播也变得快速广泛，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货成为销售的新风向，同时也带来了一

个以自媒体为载体的带货形式，各类品牌借助自媒体平台庞大的宣传渠道，可以有效地提升品牌的推广

力度，而贵州抹茶产业可以借助兴起的现代传媒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3.4. 威胁分析 

产业相关人才短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端人才，无论是制定出精准的营销策略还是运用新技术提

高生产效率，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参与，但是贵州偏远的地理位置和较弱的经济能力导致人才流失，并且

省内院校开设的相关专业还局限于传统的茶产业，针对抹茶标准化种植、功能性产品开发的课程设置不

足；此外，企业的培训能力也未能跟上产业的快速发展，新员工面临着培养周期长、难以胜任工作等困

难，尽管地方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引进人才，但是后续的留存仍旧存在问题，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人才

短缺本质上是人力资源供给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显化，源头还是在于贵州省的经济吸引力不足、教育

落后与产学研协同失效。 
国际品牌垄断高端市场。全球抹茶市场竞争激烈，目前国际上有三大厂商分割了抹茶市场，他们合

计占据了超过 60%的市场份额，分别是来自日本的 Aiya 和 Marushichi Seicha 以及中国贵州省的贵茶集

团，虽然我国的抹茶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二，并且拥有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但是国际的抹茶市

场仍是“日本品牌占据高端地位，我国品牌占据规模”。日本品牌凭借文化溢价和高品质标准保持竞争

优势，往往垄断高端市场，并且在未来随着健康消费的热潮兴起，抹茶市场的集中度预计会进一步提高，

健康化、多元化的抹茶应用将成为增长核心驱动力。 

4. 对策与建议 

4.1. 打造“生态抹茶”核心品牌 

贵州作为我国抹茶的主产区之一，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打造出对标日本高端品牌的抹茶品牌提

供了可能性。首先，基于生态优势构建起高品质抹茶的价值体系，在 2020 年铜仁市发布《梵净抹茶标准

体系》，涵盖了 4 项梵净抹茶地方标准[6]，共同构成包括梵净抹茶种植、管理、采摘、加工、贮藏、运

输、审评检验等从茶园到茶杯的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将优越的自然条件转化为可感知的品牌

价值，形成“生态优势–品质信任–情感认同”的价值传导链条，有利于在消费者心中塑造高端高质量

的品牌形象。此外，针对于高端消费群体“无添加、可溯源”的消费诉求，将生态优势和健康功能深度绑

定，如抹茶茶多酚含量 18%，抗氧化能力是普通绿茶的 3 倍，每日 1 杯补充人体所需 30%硒元素，建立

起抹茶与健康的联系。然后，通过推出不同的季节限定款，在每盒附茶园编号、采摘日期及云雾时长证

书，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一码溯源”，消费者扫码可查看茶园实景影像、农残检测报告及加工工艺视

频，强化“一杯抹茶 = 半亩茶园生态精华”的价值感知。 

4.2. 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增加外来人才留存率 

为了缓解本土人才不够、外来人才留不住的问题，首先推动贵州各高校开设抹茶相关专业，定向培

养茶园管理、加工操作和品质检测等技能型人才，构建起人才培养体系，并且由政府牵头，整合高校、

企业，创建省级抹茶产业学院联盟，有助于及时地将产业需求变化转移到教学当中，实现教学过程与生

产流程的无缝对接。在完成了教学与实践的两方面课程以后，针对于学生的能力，推行抹茶职业技能等

级考试，当学生拥有相应证书，在从事相关行业工作时可以给予优待，从而激发学生的热情。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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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缓解难以留住外来人才的难题，需要通过完善当前的留人机制与奖励机制。首先政府建立起建立“基

础薪酬 + 绩效奖励 + 专项补贴”的复合薪酬结构，对于一些关键岗位，实行协议工资制，对标沿海地

区薪资水平的 80%~90%加上专属津贴，增加外来人才的收益，对于技术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部分给个人

或者团队，并且核心人才可以实现技术入股，获得股权激励。在生活上，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中心，

提供户籍落地、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便捷服务，对于工作年满三年以上实行购房补贴，通过以上策略，

形成“人才涌入–价值创造–生态优化”的正向循环。 

4.3. 强化品牌营销能力 

为了提升贵州抹茶品牌的高端市场占有率与消费者认可度，需依托贵州抹茶文化构建起独特的营销

体系。不同于“日本抹茶 = 禅意美学和江浙抹茶 = 江南雅韵”的既定认知，贵州抹茶将苗族、侗族等

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梵净山生态哲学融入品牌，形成独属于贵州的“山地抹茶文化”，使贵州抹茶在走向

高端市场的过程中找到和其他抹茶品牌不同的独特文化锚点，在消费者心中形成“贵州抹茶 = 特别”的

评价，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反映到包装设计上，就是需要结合贵州抹茶的生态特点，例如采

用侗族靛蓝染工艺纹样，在市场中凭借特色精美的包装脱颖而出；此外，线下也应大力举办如抹茶文化

节、展览会等活动，大力宣传品牌文化价值，提高贵州抹茶的知名度同时，在国际市场中，通过积极参

与国际食品品鉴大会，获得背书提高品牌公信力，制作关于抹茶的主题纪录片，通过宋代点茶技艺在贵

州的活态传承、梵净山古茶树基因研究等内容，还原“抹茶起源中国，贵州是重要传承地”的历史脉络，

使贵州抹茶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文化破圈、品质突围的目标。 

4.4. 加强技术创新能力 

贵州抹茶如何在国际高端市场中打破日本品牌的垄断？其中，新技术研发是一个重要支撑，日本品

牌高端的原因不仅在对抹茶文化的诠释，也在抹茶种植、加工技术的精准应用，所以，贵州抹茶下一步

应聚焦关键技术研发，争取突破产业发展高端化瓶颈。在抹茶种植上，开展抹茶专用茶树品种选育研究，

培育出富含茶多酚、氨基酸且适合贵州山地环境的茶树品种，同时，研发智能化茶园管理系统，利用物

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茶园的土壤湿度、养分、病虫害等情况，实现精准灌溉、施肥和绿色防控；在抹茶

加工工艺上，加大对抹茶超微粉碎、低温干燥、香气保留等核心加工技术的研发投入。引进德国气流粉

碎技术和日本超低温冻干设备，将抹茶粉平均粒径控制在 5~10 μm，提高抹茶粉的细腻度和溶解性。最

后，从全省出发，整合省内优势资源，建设起集技术研发、实验生产、检测认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省级

抹茶技术创新中心，加速创新成果的产生和应用。 

5. 总结 

贵州抹茶产业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政策扶持，近两年得到迅速发展。依托高海拔、低纬度

的独特优势，以梵净山茶区为核心，通过标准化、规模化茶园建设，种植出了一批优秀的抹茶原料，不

仅在国内抹茶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足以媲美日本的老牌抹茶产业，成为带动贵州经济发展的

重要部分。然而，贵州的抹茶产业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高端市场占有率不足、产业人才短缺等困难，

若能解决上述困难，贵州抹茶产业有望在未来三年内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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