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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茶,为何总是叫不响？
记者 朱一诺 通讯员 麻子明 仇丹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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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茶规模小，品牌多、散、杂，套
牌现象普遍，自主品牌影响力、知名度不
高，市场占有率低等问题早已是行业沉
疴。

由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
究中心联合中国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
杂志、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等权威机构发
布的2018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
行榜上，宁波排名最高的品牌是位于第
66名的望海茶。

宁波茶为何难以走出宁波？天德茶社
创始人潘君耀认为，中国茶叶产区数量
多，地域广，六大茶类各具特色，咖啡、
可乐等外来饮品，奶茶、果茶等新式茶饮
分散了消费者的注意力，消费者的选择多
了，留给绿茶的空间自然被挤压了。单就
传统茶饮而言，近些年抱着健康养生的目
的喝发酵茶，抱着收藏投资的目的喝普洱
茶、白茶，这些流行趋势也都对绿茶市场
造成了一定的刺激和挤压。

潘君耀还提到：“宁波没有茶王。”
近年来，由于消费偏好、消费心理、

资源稀缺、资本进入等因素影响，全省各
主产茶区标志性古茶园竞相成为竞价交易
热门。今年2月底，大部分地区春茶还未
开采时，云南冰岛村老寨茶王树年采摘权
以88万元成交的消息已传遍业内，而茶
王树采摘权的高价成交势必也会影响今年
云南古树茶的走势和普洱茶的整体走势。
从另一方面来说，茶王树作为一种经得起
考证的有形象征，在快节奏的时代，与遥
远的历史文化相比更具有市场优势。

另外，受地理和历史特征影响，宁波
茶园数量多、体量小、分布散，很难聚集
并规范，难以形成合力。如今，宁波茶叶
的成本主要花费在人工采摘上。“这两日
我们有 18 人同时采茶，每人每天 120

元，包吃，报销600元的来回路费。一人一
天大约可采2斤鲜茶，每4斤鲜茶可以制成
1斤高档干茶，再加上包装、销售、承包费
用以及损耗，成本实在很难降下来。”横溪
柯青农场负责人俞柯青说，“现在采茶工也
越来越难找了。”

采茶工难找、采茶成本高，价格上没有
优势，再加上绿茶生产也极其娇贵，储存还
需放冰箱里，且难以久存，再加上宁波本地
茶叶相互之间的竞争内耗很严重，意味着当
年生产的茶如果卖不出去，茶农、茶商将面
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宁波茶山大多产能
过剩，因此，为了不亏本，大多数茶农以销
定产，先预估能卖多少，再决定今年请几个
员工、采多少茶，产量自然高不了。

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竺济法
说：“六大茶类实则大同小异，茶商是利润
至上的。”茶农们以销定产，茶商们更乐意
选择成本低、易保存的其他茶类，以至于宁
波本地茶在宁波市场上的占有率变得很低。

2005年,在中国（杭州）西湖国际茶文
化博览会上，杭州被授予“中国茶都”，之
后，杭州通过一系列举措、投入了大量资
金，终于打响“中国茶都”品牌，也促进
了杭州旅游、餐饮、住宿、购物、房地产
等行业的发展，提升了杭州的城市价值。
而以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宁波，在茶产业上
投入不够。

潘君耀说：“这些年，宁波茶馆开得越
来越多，关掉的也越来越多。”竺济法也提
到，宁波人单纯为了喝茶去茶馆的少之又
少。品茶是慢生活方式，宁波的茶馆虽形式
丰富，但大多体量较小，以谈话、会友为主
要目的，是宁波人的“会客厅”。与此同
时，宁波人喝茶也没有形成如广东人喝早
茶、福建人喝功夫茶、成都人喝盖碗茶那样
的习惯和特色。宁波饮茶氛围还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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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二十年的“望海茶”

如何提高宁波茶品牌知名度，将宁波的茶叶推向市
外？我们或可从宁波如今知名度最高、品牌价值最大的
望海茶身上汲取一些经验，获得一些启发。

望海茶的产地宁海位于东海之滨，天台山、四明山
脉交汇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省名优茶悄然兴起，宁海县
政府瞄准时机，在全省率先展开了历史名茶的开发工
作。1980年，著名茶叶专家陈洋珠在望海岗与茶山一带
试制名茶，炒出了0.9公斤新茶，此茶便被称为“望海
茶”。

望海茶以干茶色泽翠绿、汤色清绿、叶底嫩绿的
“三绿”为特色，具有鲜明的高山云雾茶风韵，在众多名
茶中独树一帜。1984年，望海茶获得了浙江省名茶称
号，成为宁波市第一个省级名茶。

到了1999年，茶叶市场“品牌多，规模小，形不成
合力”的问题愈发明显。为此，宁海县人民政府出台了
《关于实施名茶品牌战略的通知》，开始实施“树一个品
牌、舞一个龙头，建一批基地，带一行产业”为内容的
望海茶品牌战略，将“望海茶”确立为宁海茶叶的龙头
品牌。

望海茶的品牌打造之路由此正式开启。
“一流茶叶、二流包装、三流价格”，这是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流传的一句话。当时，国外茶叶的包装不仅材
料是更为高级的木质或铁质，而且设计也高端美观，在
此衬托下，中国茶叶包装却显粗劣。宁海看到了茶叶包
装对于品牌推广的重要性，特聘了宁波大学的专家为

“望海茶”打造全面的CI品牌形象。
有了高端的包装，产品自然也要名副其实。在产品

质量上，宁海严格把控，对品牌使用单位实施一年一签
协议的严格管理措施，加强对品牌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同时茶业协会开展与宁海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合作，每年
对授权单位进行产品抽查，确保产品质量。

市场竞争激烈，酒香也怕巷子深。为提高茶叶品牌
知名度，宁海积极组织茶企参加各类茶博会，参加各类
名优茶评比。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全县名优茶斗茶比赛、
早茶品茶节、茶文化“四进”等各类茶事活动。近几
年，每年与香港文汇报等合作，开辟望海茶专版，多次
在电视、杂志等公共媒体上做宣传。推广方面，宁海紧跟
市场变化，利用“互联网+”机制，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不但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专卖店，同时建立网站、微信公众
号，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开设旗舰店，多渠道推
广。目前，望海茶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专卖店共计34家，产
品已远销北京、上海、山东、江西等10余个省市。

历经二十年尽心打磨，望海茶品牌先后被授予浙江
省名牌产品、浙江省名牌农产品 （区域公共名牌农产
品）、浙江省著名商标、首届浙江省十大名茶、中华文化
名茶等称号。

回看1980年，当时的望海岗上200亩茶园展现着盎
然绿意。而今，望海茶原料基地已经覆盖全宁海，宁海
茶叶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春芽初露，全县尽显蓬勃生
机。

1999年，当时宁海的名茶均价仅190元一公斤，而
今已经达到800元一公斤；当年，宁海茶叶生产总值
2134万元，到2018年已超3亿元。

2016年，宁海茶叶总产量5800余吨，其中以望海茶
为主的名茶产量达830吨，2018年全县茶叶总产量6470
吨，比去年6221吨增4%。

二十年成绩斐然，如今茶叶已成了宁海县农业主导
产业。

在2018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排行榜上，有名的宁波茶望海
茶排名第66位，品牌价值10.48亿元；余姚瀑布仙茗排名第74位，品
牌价值8.82亿元。上榜的两款宁波茶皆是县域品牌。业内人士表示，
如今宁波茶品牌依然以“一县一品”为主，那么“一县一品”究竟表
现如何，又以怎样的模式在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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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锋芒的“太白滴翠”

在鄞州区，“太白滴翠”这一年轻的区域公共品牌在短短两年内便
崭露头角。

2016年，因宁波行政区划调整，鄞州区原先的“它山堰”品牌划
归海曙区。为整合新鄞州茶叶专业户，鄞州区农林局自2017年年底开
始筹备创立新的品牌，2018年年初正式打出“太白滴翠”这一品牌。

打造品牌关键靠什么？鄞州区农林局林业科科长史红霞说，一是
质量，二是品牌宣传。

在质量上，“太白滴翠”定位高端名优茶。2018年年初，鄞州区
成立太白滴翠茶叶专业合作社，由技术人员严格把关茶叶质量，只有
符合品质要求且有一定规模产量的茶农和企业才可以入社并打出“太
白滴翠”的品牌。

在宣传上，“太白滴翠”统一包装设计，以带有鄞县元素的高端风
格包装面向大众，并利用多种平台、多渠道进行推广，进而一炮而红。

史红霞透露，今年3月，“太白滴翠”还将在3条线路的4辆公交
车上投放车身广告，相信将成为区域内的一道风景线。

宁波茶的4.0版本

记者了解到，“一县一品”的模式在宁波各区县市
内接受程度普遍较高，区域公共品牌也得到了合作社
社员们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区
域内细碎分散的个人品牌。潘光耀认为，“一县一品”
保持了宁波各地方的区域特点，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
求，展现了宁波茶品牌别样的众生相。

实际上，分散于宁波各区县市的宁海望海茶、望府
茶，鄞州太白滴翠，余姚瀑布仙茗，奉化小蟠龙、曲
毫，无论是在统一品牌、重视包装、把控品质，还是在
宣传渠道上，茶品牌的打造模式大同小异，但想打响品
牌，继续扩大品牌影响力，加大投入和创新必不可少。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茶叶销售推广模式有待进化。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宁海计划让茶叶成为宁海

农业、宁波农业的金名片。除了继续提高产量，提升
品牌，宁海还将扬长避短，实施三产融合战略、文化
兴茶战略，积极挖掘望海茶、徐霞客与茶、葛洪与茶
等相关历史文化，在茶馆建设、茶食品、茶养生、茶
体验、茶文化旅游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以文化养茶
叶，将宁海茶叶带入4.0发展阶段，做强宁海茶、宁波
茶、中国茶。

鄞州方面，太白滴翠茶叶专业合作社社员们在发
展模式上也各具特色。塘溪堇山茶艺场投资200多万
元，改建名优茶标准化茶厂，增加自动化生产设备和
流水线；横溪大岙柯青家庭农场正在打造以茶文化为
主题的休闲体验园，包含传统手工茶采摘加工体验
馆、深度开发体验馆、茶陶体验馆、茶文化休闲主题
馆等；横溪八十湾家庭农场建立了餐饮、休闲文化
廊、趣味采摘、度假团建等基础设施。铺设了5公里
的特色观光林荫道，沿途设有十余幢观光茶亭，兴建
了200平方米的茶叶体验木屋馆，可供游客采茶后，
参与制茶过程……

三产融合，延长茶叶产业链，开发茶食品、茶文
创产品等茶周边产品，将一枚茶叶的用途挖深；传承
文化，农旅结合，带动茶文化氛围，打造体验式茶文
化庄园，是接下来宁波茶叶产业和品牌进一步发展要
走的路。

最高排名第66名

“一县一品”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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