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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提升乡村经济活力的重要

途径。本文基于两岸茶产业的现状,探讨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如何发挥各自优势,通过茶产业的深度融

合,实现两岸农业的互补共赢。本文指出两岸茶产业在技术创新、产业链条、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合作潜

力,以及面临的文化差异、市场竞争等挑战。同时,强调了政府在促进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中的角色。最

后,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未来两岸农业合作提供有益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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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tea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rural econom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and win-win situation of agriculture on both sides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ooperation potential of the cross-strait tea industry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chain, 

policy support and other aspect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such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market competi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tea industry. Finally,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new path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tea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ross-strait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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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已

上升为国家战略。茶产业,作为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与经济引擎,

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更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在此背景下,探寻乡村振兴与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对于促进两岸农业合作、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具有非常重大的现

实意义与深远影响。两岸茶产业各具特色,台湾的精致农业与大

陆的规模化生产各有千秋。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两岸茶产业融

合发展的现状、优势、挑战与策略,以期为两岸农业合作提供新

的思路与启示。通过强化政策引导、深化技术创新、促进文化

交流等措施,共同书写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的可持续篇章,为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贡献力量。 

1 乡村振兴战略下两岸茶产业合作背景与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大战略,其目的在于推

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和繁荣。茶产业作

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市场需求。

在此背景下,两岸茶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促

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还能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推动中华文化传

承与发展。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茶叶市场呈现出多元化和高

端化的趋势。两岸作为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和丰富的茶文化资源,加强两岸茶产业合作对于提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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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茶叶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

农村产业的发展,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地方的特色产业

不断创新发展。茶叶作为福建和台湾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在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加

强两岸茶产业合作,可以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转型,实现

可持续发展。两岸茶产业合作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茶文化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有助于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2 两岸茶产业优势及互补性分析 

2.1两岸茶产业优势 

2.1.1地理位置优势：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我

国东海和南海的交通要塞,同时也是我国离东南亚、西亚以及大

洋洲等国家最近的省份之一。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福

建茶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天然的运输优势。特别是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建设地区,其

茶产业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此外,福建省内拥有众

多适宜茶叶生长的气候带和土壤条件,使得福建茶叶在品种和

品质上都具有很高的竞争力。近年来,福建省不断加大对茶产业

的投入,提升茶企的总体质量,推动智能化、清洁化、卫生化生

产,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内外市场的地位。 

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非常

适合茶叶的生长。特别是台湾的高山茶区,如阿里山、冻顶山等,

由于海拔较高,气温适中,云雾缭绕,为茶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生长环境。这些高山茶区所产的茶叶品质优良,口感独特,深受

消费者喜爱。此外,台湾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东亚和东南亚的重

要交通枢纽。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台湾茶叶可以迅速进入

国际市场,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分享其独特的韵味。 

2.1.2资源禀赋优势：福建地理环境多样,包括山地、丘陵

和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为茶叶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

境。不同地区的土壤类型和气候条件也孕育了多样化的茶叶品

种和口感。福建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拥有众多知名的茶叶品

种,如铁观音、大红袍、水仙、本山、毛蟹等。这些茶叶品种各

具特色,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福建茶文化历史悠久,茶

事活动丰富,茶叶消费习惯深入人心。这种深厚的茶文化底蕴为

福建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和消费环境。福建茶

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包括茶叶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等

环节。同时,福建的茶农和茶叶企业拥有丰富的茶叶加工技术和

经验,保证了茶叶品质的稳定提升。 

台湾岛四面环海,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特别

是高山地区,云雾缭绕,为茶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

种气候条件使得台湾茶叶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口感。台湾茶叶品

种繁多,以乌龙茶(青茶)最为著名,如高山乌龙、冻顶乌龙、文

山包种、东方美人茶(膨风茶)等。这些茶叶品种具有独特的品

质特征和风味,深受消费者喜爱。台湾茶农在茶叶制作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法,

使得台湾茶叶在品质上保持领先地位。台湾茶叶在国际市场上

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声誉,特别是在日本、东南亚等地有很高的

市场占有率。这为台湾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

发展机遇。 

2.1.3生产技术优势：福建的茶产业在保留传统制茶工艺的

同时,积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如智能制茶设备、精准农业技术

等,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茶叶品质。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形成了

多种独特的茶叶加工技术,如乌龙茶的传统制作工艺、红茶金骏

眉及正山小种的制作法等,这些技术能够充分展现茶叶的特色

和风味。其茶产业注重品质管理,从茶园管理到茶叶加工、包装、

储存等环节,都建立了严格的品质控制体系,确保茶叶的品质和

安全。福建的茶产业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注重创新研发,推出

新品种、新工艺、新产品,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台湾茶产业在近年来致力于引进和研发自动化、智能化的

制茶设备,形成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茶园注重精细化管理,包括茶园灌溉、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都实现了高度的科学化和精细化,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茶叶在制茶工艺方面有着独特的创新,如采用控温

发酵技术、冷冻保鲜技术等,使茶叶保持最佳的口感和品质。台

湾茶产业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广有机种植、生物防治

等环保生产方式,减少茶叶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2.2两岸茶产业互补性 

2.2.1技术创新互补：大陆在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方面不断

创新,而台湾则在茶叶深加工和产品研发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

两岸可以通过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茶叶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福建茶企研发了空调做青工艺,通过科学控制生产车间温

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大幅度提高产品制优率,这一工艺得到了

台湾同行的认可,并在台湾乌龙茶加工中被普遍采用。这表明,

闽台两地在茶叶加工工艺上具有互补性,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

另外,闽台茶产业在茶树品种方面也有交流创新。福建的台茶种

植面积已达6万多亩,这表明台湾的茶树种植技术和品种在福建

得到了广泛地推广和应用。这种互补性有助于双方提高茶叶品

质和生产效率。在业态创新方面,福建学习借鉴台湾发展休闲农

业的成功经验,扶持建设茶叶小镇、茶庄园等旅游项目,推广茶

园生态游、茶乡体验游等新型旅游业态。这种互补性有助于双

方拓展茶叶产业链,提高茶叶附加值。 

2.2.2产业链条互补：大陆的茶叶产业链较为完整,涵盖了

种植、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而台湾则在茶叶品牌营销和国际

贸易方面具有优势。福建和台湾在茶叶原料供应和加工制作方

面各有优势。福建拥有广阔的茶园和丰富的茶叶资源,为茶叶生

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台湾在茶叶加工制作方面有着丰富的

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在乌龙茶、高山茶等领域享有盛誉。

因此,双方可以通过互补优势,共享茶叶原料资源和加工制作技

术,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其次,福建和台湾在茶叶品牌营销

和市场拓展方面也有各自的优势。福建茶叶品牌众多,市场份额

较大,具有广泛的消费者基础。而台湾茶叶在品质、口感和包装

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尤其在海外市场上有一定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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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双方可以通过品牌营销和市场拓展的互补,共同提升茶叶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最后,两岸在茶叶科技研发和创新驱动

方面也各有优势。福建拥有较为完善的茶叶科研体系和人才队

伍,致力于茶叶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与推广。而台湾

在茶叶科技研发方面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尤其

在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因此,双方可以通过科

技研发和创新驱动的互补,共同推动茶叶产业的创新升级和可

持续发展。两岸可以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和优势互补。 

2.2.3市场环境互补：大陆茶叶市场潜力巨大,消费需求持

续增长,而台湾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福建的茶

叶以量大、价格亲民、种类丰富为特点,能满足大众消费者的需

求。而台湾的茶叶则以品质优良、口感独特、包装精美为特色,

更受高端市场的青睐。这种市场定位的互补使得闽台茶叶在市

场上能够覆盖更广泛的消费群体,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福建

的茶叶销售以传统渠道为主,如茶叶专卖店、超市等,同时也在

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而台湾的茶叶则更注重线上销售和品

牌营销,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产品推广至全国各地。这种销售渠道

和营销模式的互补为闽台茶叶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能够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在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方面,虽然福建茶

叶品牌众多,但缺乏统一的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而台湾茶叶在

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通过举办茶文化活

动、参加国际茶叶展览等方式提升品牌影响力。 

3 探讨两岸茶产业合作模式与机制 

两岸茶产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深化,

两岸茶产业都展现出了勃勃生机。大陆茶产业以其庞大的种植

面积、丰富的茶叶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特点,正逐渐成为全

球茶叶生产和消费的中心。而台湾茶产业则以其精细的制茶工

艺、独特的茶叶品种和高端的市场定位享誉国际。两岸茶产业

各具特色,互补性强,为合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岸茶产

业合作不仅有助于促进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还能推动茶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合作,可以整合两岸的茶叶资源、技术和管

理经验,提升茶叶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同

时,茶产业合作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增进两岸

同胞的相互了解和情感认同。两岸政治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

响到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深度。两岸经济交流的频繁程度决

定了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茶文化作为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

对合作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创新两岸茶产业合作

模式及其实施策略。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两岸茶产业合作,

同时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通过提供

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支持等措施,推动两岸茶产业合作的

深化和发展。随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未来两岸茶产业合作前

景广阔。然而,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市场竞争激烈、技术更新

迅速等。因此,双方应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挑战,把握机遇,

推动两岸茶产业合作的持续发展。通过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和

实施策略,加强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可以有效推动两岸茶产业

的共赢发展。未来,两岸茶产业合作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深化合作,共创辉煌。 

4 结束语 

茶产业作为中华文化精髓,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经济文化交

流桥梁角色,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下,茶产业促进农村

经济、农民增收及生态改善。融合发展路径涵盖技术合作、品

质提升、市场拓展等,通过项目共建实现共赢。面对竞争、标准

统一等挑战,需政策引导。茶产业合作深化两岸经济文化融合,

共促两岸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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