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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地产绿茶
重塑品牌是关键

宁波采摘绿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晋代。在《茶经》中也已有明州
这一茶产地的记录。可见自古宁波就是优秀的绿茶产地。在两年一次
的“中国绿杯”评奖上，宁波的地产绿茶也多次被评选为金奖茶。

为了加快我市林业现代化建设，2007年4月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宁波市八大名茶”的通知，经全国著名茶叶评审专家
评定，望海茶、印雪牌白茶、奉化曲毫、三山玉叶、瀑布仙茗、望府
茶、四明龙尖、天池翠为“宁波市八大名茶”。而后的两三年间，宁
波茶的知名度、种植面积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可以说是宁波地产茶
最辉煌的时候。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如今八大茶的情况似乎并不容乐观。
除了望海茶、奉化曲毫两个品牌在市场上还抱有一定知名度外，似乎
已经很难再寻觅到其他的品牌的踪迹了。

“望海茶和奉化曲毫因为注重品牌打造，对品控比较严格，产量
也相对较大，所以十多年来市场销售情况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其他一
些品牌这些年确实有些变化。例如奉化的天池翠已经退出市场，余姚
的四明龙尖也归在了瀑布仙茗名下。不过也有些新的绿茶品牌成长起
来了，例如象山的半岛仙茗以及福泉山东海龙舌，这几年就比较受市
场欢迎。”竺济法说。

而且从整个市场份额上看，宁波的地产绿茶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一些特定的场合上宁波的地产茶也会被选择，例如作为礼

物送往外地的时候，消费者一般都会选择宁波本地的茶，比如望海
茶，因为更具有地理标识性。但从整体销售情况看，最受欢迎的绿茶
还是西湖龙井和安吉白茶，而且从产量上看，宁波的地产茶目前也无
法和它们相比。”王文佳告诉记者。

目前宁波地区记录在案的绿茶种植面积在18万亩左右，但这两
年受市场导向、其他花木挤占、从业人员缺少等因素影响，种植面积
有缩小的迹象。

对于如何重振宁波地产绿茶大旗，竺济法表示首先要将各家品牌
重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品牌一致对外，才能打出品牌影响力，更有
力地竞争市场份额。

此外，如何培养年轻消费群体，也是宁波乃至整个绿茶产业需要
关注的问题。在记者采访中，不少商家都表示，购买绿茶自饮的消费
者都在五十岁以上，而四十岁以下的消费者几乎都是送礼为主。“特
别是近几年一些营销得比较好的网红茶类出来之后，绿茶的年轻消费
者就更加少了。但事实上，绿茶的品相、口感和保健功能都是茶中佼
佼者，如果能引导年轻消费者关注，对于饮用者和市场都是好
事。”竺济法说。

到店的茶叶“留不住”
连包装都卖疯了

“这批是到北京的，快递马上到了，分得快点。”金钟茶城
B馆一家经销店里，年轻的张琦聪正和其他店员麻利地整理着
店里刚到的安吉白茶。尽管才上市没几天，但店里的安吉白茶
已经销掉了不少。

“现在明前茶一天能卖出一百多斤，好的时候有两百斤左
右，店里订多少就能销出去多少，90%都是宁波本地人买的。
今年龙井、安吉白茶这些比较受欢迎的绿茶品质普遍不错，因
为人工等前期成本的上升，价格大概上涨了10%左右。价格在
七八百一斤的茶叶比较受欢迎。”张琦聪说，近几年绿茶的销量
稳中有升，在江浙一带的销量尤为好。

相较之下，宁波土生土长的绿茶品种今年遭遇了点“产量
瓶颈”。因为天气原因，望海茶、奉化曲毫等品种的抽芽情况大
都不太理想，因此产量也降低了不少。“目前的采摘量仅能满足
老客的需求，我们也不敢大张旗鼓做推销，就怕供不上货。”一
位望海茶的经销商表示。

除了线下实体门店，随着电商的发展，如今线上的绿茶生
意也很不错。80后的王文佳是个“茶二代”，因为家里的茶叶
生意越来越好，从去年开始，她就帮着父亲打理自家店里的生
意，主要负责线上销售。

“北京、上海、山东等地都有我们的客户，这段时间最多的
时候一天能卖出五千多份。而且现在懂茶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
了，有些钻研得比我们还透彻。”王文佳说。

不仅是到店的茶叶“留不住”，配套的礼盒也“卖疯”了。
在茶城一家专售茶叶礼盒包装店记者了解到，在不到两周的时
间里，店里5000多套“明前龙井”包装礼盒已经售空。这还不
包括自有品牌包装的西湖龙井，绿茶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
斑。

贵如金的明前茶
为何“十年未涨”

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销量不错，但不少经销商却表
示，相比其他茶类，绿茶的利润实在太低，售价几乎也是
十年未有大变动。

李良庆是宁波一家奉化曲毫专卖店的负责人，从业十
多年的他告诉记者，一方面因为绿茶“生命周期短”，不
易长期保存，不具有保值功能，而且炒作营销的比较少，
导致绿茶价格多年没大幅上涨，另一方面采茶的人工成本
却一再增加，如此一来让绿茶的利润变得极为微薄。

“十几年前，明前的绿茶就可以卖到两千元一斤，但
当时的采茶工人每天工资只要5块钱左右。而现在，两百
多元一天都不一定叫得到人，但价格却几乎没怎么大涨。
相比较之下，云南普洱、福鼎老白茶、武夷岩茶的身价则
飞涨了许多。”

他的说法也得到了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竺
济法的认同。“因为绿茶历史悠久，饮用人群较大，懂的
人也多，因此没有太多做文章的空间。而且绿茶保存要求
高，成本经营成本就跟着上去了，远不如那些保存要求没
这么高且存得久越能增加身价的茶，所以茶商很少为它制
造话题做营销，也让绿茶利润少且透明度高。”

成本越来越高 产量遭遇“瓶颈”

叫好又叫座的宁波绿茶
为何利润越来越薄
记者 黎莉

陆羽所著《茶经》有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而
众多茶属中，绿茶是属于江南独有的清香。不同于其他
越藏越香的发酵茶，绿茶的生命周期短暂得需用旬来计
算。纷纷春雨中，暮春四月已然来临。而对于绿茶来
说，也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在钟情绿茶的江
浙一带，明前茶已然成为绿茶最高规格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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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提升服务质量，支持乡村发展
宁波银行宁海支行与长街镇人民政

府签订《普惠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实施

全镇授信，简化手续，送贷上门，切实解

决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现新增授

信农户 320 户，新增贷款余额 3500 万

元。

这是宁波银行支持乡村发展的实践

案例之一。宁波银行通过向乡村倾斜信

贷资源，加大扶持特色产业力度，提升金

融服务质量，发挥银行在促进乡村振兴

中的作用。

宁波银行加强金融助农机制建

设。宁波银行立足经营区域，发挥自身

优势，明确牵头部门，协同各方力量，推

进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工作。通过信贷

资源倾斜、落实尽职免责、搭建银政合

作平台等，不断完善助农机制，调动助

农信贷投放积极性，促使各分行、支行

敢贷、愿贷、能贷，持续为乡村振兴提供

信贷支持。

宁波银行加大信贷支持乡村力

度。宁波银行积极投放支小再贷款，降

低农企农户的融资成本，助力乡村振

兴。2020年，宁波银行累积投放各类涉

农再贷款逾 50 亿元，惠及客户近 1500

户。同时办理涉农再贴现业务逾 37亿

元，惠及涉农企业1000余家，同比增长

370.0%。涉农票据平均贴现利率低于

同期同档次贴现加权平均利率20BP，降

低涉农企业融资成本。

宁波银行持续创新服务乡村金融

产品。宁波银行结合各个经营区域特

点，借助科技力量，坚持金融创新，持续

优化产品体系，推出特色化产品，探索开

发多元化金融工具，解决农村困难群众

创业初期的资金难题，提升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水平。一方面，宁波银行为“三

农”客户提供创新型金融产品，提升其融

资能力，减轻“三农”客户融资难题；另一

方面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线上

化、移动化办理业务，推广农村电子支付

推广等，为“三农”客户提供便捷、快速、

高效的金融服务。

宁波银行深入乡村开展金融宣

传。宁波银行持续开展金融下乡活动，

提高乡村群众金融素质和风险防范意

识。通过“金融人才下乡村”“金融知识

进乡村”“金融服务进乡村”等活动，持续

向乡镇网点输送专业的金融人才，走进

乡村普及金融知识，提供业务咨询等服

务，提升乡村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群众

对金融服务的满意度。

从2021年开始，我国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宁波银行将持续支持乡村产业发

展、农民就业增收、农业现代化、乡村建

设等项目，加大“三农”信贷投放，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