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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新化红茶发展迅猛。文章分析了新化红茶品牌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化红茶

品牌高质量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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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Xinhua black tea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Xinhua black tea brand, and puts forwar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Xinhua 

black tea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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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化红茶品牌建设初见成

效,2018年新化红茶被评为湖南十大名茶,

成功注册了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经

成为了全县区域公共品牌。然而,新化红

茶在全国品牌知名度不高,品牌发展有诸

多短板。通过对新化红茶品牌发展现状的

研究,研究出新化红茶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有助于全县乡村振兴的开展。 

1 新化红茶品牌发展现状 

新化全县企业注册红茶商标32个,其

中上梅红、梅山悠悠情、渠江红、柳叶眉、

十八红、月光、红寒红等15个品牌获中国

农业博览会、湖南茶业博览会、第八届国

际鼎承茶王奖、中国亚太名茶等殊

荣,2018年新化红茶被评为湖南十大名茶,

成功注册了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 新化红茶品牌发展的优势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优势、各

级领导的政策关怀、人力资源和旅游资

源丰富等因素,近年来新化红茶的品牌

发展优势凸显。 

2.1地理环境优越。新化县位于湖南

省中部偏西,雪峰山北段的东南麓,资水

中游。地处北纬27°31′-28°14′,东经

110°45′—111°41′,为亚热带季风性

湿润气候。其中,西北部雪峰山脉高耸,

是新化红茶的主产区,这里常年云雾缭绕,

水资源丰富,植被覆盖率高,土壤有机质

富含微量元素,有机质含量高,非常适合

红茶树的生长。因为新化丰富的水资源,

茶树与林木共同生长,再加上有机耕种的

模式,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绿色环保无污

染,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新化红茶

的优良品质。 

2.2政策支持力度大。几年来,由于

省、市、县的重点扶持培育,新化红茶已

成为了新化一县一特,乡村振兴的重点

扶贫产业。新化县人民政府出台了《新

化县茶叶产业发展规划(2015-2020)》,

成立了县茶叶产业开发领导小组。为了

加强茶叶发展规划和建设的实施,保证

茶叶产业开发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委、县

政府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顾问、以县长

为组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为副组长,相

关单位负责人组成的“新化县茶叶产业

开发领导小组”。2015年,《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娄底市资源型城市

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18〕

9号)提出,将新化县列入全省新一轮茶

叶产业重点布局县,享受全省茶叶主产

县待遇,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为新化茶叶

品牌的发展注入强心剂。 

2.3人力旅游资源丰富。一是新化县

是湖南省人口第一大县,人力资源丰富,

新化红茶的主要产茶区所在乡镇虽然地

广人稀,但是茶厂所在的加工区和营销区

人口密集,有利于新化红茶品牌推广,再

加上新化是全国知名的文印之乡,新化文

印产业人遍布全国,新化人都喝新化茶,

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广告效益。二是新化

县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县,旅游资源丰富,

辖区内有4A级景区3个,占娄底市的一半,

新化县委、县政府注重茶旅融合发展,新

化渠江源茶文化景区已经基本建成规模、

天门雅天门已经成功升级为4A级景区,雅

天茶文茶谷观光园等茶文化人文景观已

经建成,与安化茶马古道接壤的大熊山国

家森林公园也已经成为茶文化的推广基

地。集合茶叶生产加工、休闲、观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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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体验、养生于一体的茶旅精品路线

热度越来越高,广受欢迎,有助于茶产业

的新型产业集群发展。 

3 品牌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化红茶作为区域品牌,在娄底市

境内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全省乃至

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声名鹊起,这是由多

种因素造成的。 

3.1加工生产模式较为粗犷,集约化

生产规模不够。新化县8.3万亩茶园,老茶

园就有4.5万亩,老茶园品种老化,产量低,

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造成了很多老茶园

的荒废；新茶园3.8万亩,大宝是个大部分

是由各个茶企自主打造,技术含量低,规划

不合理,建园不合理。生产成本比石门等兄

弟县市高出30%以上。与安化县相比,安化

县的茶园大多采取机械化生产、加工,茶叶

的价格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十几元到上万

元不等,但是新化红茶因为成本较高,机

械化水平低,在价格区间上没有优势,缺

乏市场竞争力,难以打开品牌知名度。 

3.2全国知名度不高,品牌价值提升

难。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大

力支持,湖南茶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根据

《2020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

告》安化黑茶在全国排名第8位,品牌价值

37.13亿元,岳阳黄茶品牌价值18.78亿元,

全国排名47位,而新化红茶品牌从未上榜

过全国百强,如果长此以往,一旦缺乏政府

和政策支持,有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3.3茶企茶产业协会融合度不高。由

于公司质量开拓能力有限,茶企和茶产业

协会的融合度不高,新化红茶的品牌推广

主要依靠政府,作为公共品牌要有独立的

营销计划和策略,专业的营销团队,结合

现在的网红经济模式,加大创新宣传力

度。但是,现在新化的茶厂和茶产业协会

相互之间非理性竞争,标准不同,质量良

莠不齐,没有拧成一股绳,还比较浪费品

牌资源,茶叶企业融合发展的滞后性造成

了新化红茶茶业做不大,品牌提升难,已经

越来越制约新化红茶品牌的高质量发展。 

4 新化红茶品牌高质量发展思路 

建立新化红茶品牌高质量发展的运

行机制,集合营销策略、人力、旅游资源

等各种优势,打造全国知名茶叶品牌。 

4.1提升营销策略。一是深入新化人

喝新化茶的理念,新化是人口大县,人口

近160万,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者

群体；再加上新化文印产业遍布全国,利

用这一优势开展文印产业与茶产业的销

售融合,开拓思路,以文印广告的方式推

广新化红茶,事半功倍。二是运用淘宝等

电商拓宽渠道,运用网上直播等方式对茶

叶采摘、加工、包装等生产制作过程予以

曝光,让消费者喝的放心。湖南湘耀农业

有限公司从2020年4月开始在抖音和淘宝

上直播销售新化红茶以来,每天电商销售

新化红茶1万多元,效果初步显现。 

4.2资源高效融合。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既需要生态绿色的自然资源,也需要特

殊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保证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的公共品牌声誉,就要求在在开

发旅游资源实现茶旅融合的过程中,不仅

只开发地理资源,还要实现辖区内各种资

源的有效融合,以茶旅融合为主,带动其

他旅游文化发展,将茶旅文化丰富起来,

满足各种消费群体的需求,使得旅游产业

优势发展最大化,延长产业链,使得新化

红茶的效益多元化。现在,新化建成了一

批茶文化产业园,在将来,打造属于新化

红茶的特色产业园势在必行,像涟源市的

博盛生态产业园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范例,

只有将地理标志和茶旅文化有机结合起

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品牌高质量发展。 

4.3品牌共创。品牌共创需要政府、

企业、协会和消费者共同创建,区域品牌

的打造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需要全

社会的广泛参与。在品牌共创的过程中,

各主体要分工合作,政府政策支持,企业

要打造精品,协会要维护市场秩序,消费

者要及时反馈数据问卷,只有各自做好

本职工作,把持通力合作才能集聚各方

智慧,构建品牌联盟,联手打造区域品牌,

要实现新化红茶质的飞跃,就要把概念

转变为措施,用品牌共创来提升产品的

竞争力和认知度,提升品牌的附加值。 

5 结论与建议 

新化红茶品牌的发展,有助于提升

其价值,创造持续的品牌影响力与独特

生命力,为新化十四五规划建设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动力。然而,如何实

现区域产品地理标志向全国品牌的提升,

还需要长期和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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