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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建设的最新成
果。我国第一家茶庄园——云南柏联普洱茶庄园已成为这种模
式的范本之一。

柏联普洱茶庄园拥有1.1万亩自有茶园基地，以及景迈山
2.8万亩合作古茶园基地；有融入了现代与传统建筑设计风格的
制茶坊，也有利用现代化科技的原产地窖藏；有陈列着百年老
字号产品的茶博物馆，也有景迈山景迈、芒景两大古村落构成
的老山寨；有按照芒景布朗族的“一祖六神”文化打造的茶祖
庙，也有大大小小的佛塔、佛寺，以及藏在雨林深处的私密会
所。而福建、安吉等城市的茶庄园也一次又一次在各地茶博会
上大放异彩，令人“眼红”。

那么，宁波的茶庄园与这些发展得较好的茶庄园有啥差
距？王建行直言：“差距很大。”

在王建行的理想中，茶庄园是集休闲、住宿、旅游、观
赏、体验于一体的地方。他希望，在雨易山房中还可以植入茶
文化博物馆、茶文化展示厅、茶体验中心、茶文创中心、茶文
化休闲区域、一系列不同风格的茶亭等更多具备趣味性、体验
性、文化性的内容，“最好能形成产业链的闭环。”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王建行感觉阻力重重。
一缺资金。目前，雨易山房的硬件投入已超过3000万元，

运营成本每年在500万元以上，且还在逐年递增。这对于王建
行而言，资金压力不小。此外，在茶叶品牌的打造上也需要不
少的资金投入。

雨易山房目前打出的个人茶叶品牌为“雨易红”。王建行
说，茶叶有其特殊的属性，就像衣服要穿过才知道合不合适，
茶要品过才知道好不好。“从这个角度来看，茶叶品牌打造必须
有门店支持。宁波如果有10家雨易红门店，品牌传播效果就产
生了。”除此之外，广告、职工住宿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后续销售、服务体系也不能落下。

“区域公共品牌，如奉化曲毫，有较强的区域带动力，而个
人茶叶品牌要靠自身力量带起来难度是很大的。”王建行无奈
道，企业首先要生存。

二缺系统性政策。“农业系统想要发展是很艰难的。”王建
行说，团队、资金足够强大、发展思维足够明确的个人品牌，
或许更容易走出浙江，走向世界。他希望，政府能够多多辅助
个人品牌的发展，提供专项资金，助力茶农打造优势品牌。

三缺思维。宁波大多数茶农都是从情怀角度出发，而没有
立足商业、金融，没有“提高宁波茶叶在世界的地位”这一思
想高度。“茶农们以销定产的模式正是传统思维的体现，大多数
宁波茶农还没有转变为企业思维。”王建行坦言，自己也正在努
力地从农民情怀向企业思维转变。

发展至第6年时，五龙潭生态茶庄园已获得了适当的盈
利。“第三产业确能很好的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能够吸引城里
人下乡，并将农副产品带回去。”杨晋良称，从茶场建立到
2017年试营业，通过旅游带动农业的比率从5%递增至30%。

不过，杨晋良表示，宁波茶庄园与安吉“一片叶子富一方

百姓”相比，或是与类似莫干山民宿的
产业集群相比，均依然存在差距。

在杨晋良看来，差距不在于硬件，
而在于“软件”。杨晋良说，“茶庄园要
发展，需要把资源整合起来。拥有共同
点的茶庄园可以一起抱团，定一个统一
的标准，就像把散落在民间的珍珠串成
一条项链，形成产业集群，做出标准
化、可复制的模式出来。”

五龙潭茶业计划筹备成立乡村振兴
学院孵化中心，一是培训人才，引进懂
农业、爱农村的科技干部、返乡青年；
二是引进一些利于乡村发展的项目、基
金；三是孵化一些结构小而美的精品农
业产业，并形成产业优势。

业内专家称，茶庄园作为一种茶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模式，是突破单一产
业模型、重构并延长产业链、一二三产
业融合的茶业综合体。茶庄园的模式前
景美好，但却不是短时间能够打造成
的。

目前，宁波乃至全国的茶庄园建设
数量都不多，已建成的雏形茶庄园也存
在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缺乏创新、体
系不成熟、经验不足、政府支持有限等
困境。宁波茶园如何充分挖掘茶文化以
及现有资源，将理想中的茶庄园变成现
实，还需各自努力和多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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