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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名优茶
6&7+''-& 3-%+%3-3

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的问卷调查分析! 发现被调查者首先关注的是名优茶内在

品质和安全! 其次是知名度和价格% 不同用途的名优茶! 消费者的价格承受力不同! 商务礼品茶要高于自用% 约

/!189

和
8!1/9

消费者对名优茶的早和嫩持无所谓态度%

4"189

消费者认为群体品种或无性系品种制名优茶各有特

色! 不过偏爱无性系的比例远高于群体品种% 有
/:1:9

消费者喜欢手工制作或手工结合机制名优茶! 只有
$6169

消

费者喜欢纯机制茶% 对无公害& 绿色和有机等三大认证! 以及质量安全'

;<

(认证的认可程度分别达
=$169

和
7:169

%

8814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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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者会注重名优茶的品牌和专用包装! 比较喜欢的包装单位是
:6 >

和
!?0 >

) 名优茶生产者与

消费者对名优茶的手工与机制& 早与嫩认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应引起高度重视! 以保证名优茶产业健康稳定发

展)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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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饮料是世界上消费量巨大的一种健康饮料# 为不同阶层+ 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和不同民族的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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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所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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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统计& 世界上有
'"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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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采收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一直呈稳步递增趋势 !

(

"

# 自
(""'

年开始& 中国再次成

为世界第一大产茶国和消费国!

(

"

#

(")"

年世界茶叶产量达到了
*)+,(!

万
-

& 其中中国
)*.,')

万
-

& 占世

界总产量的
!',*/

!

!

"

# 中国自
("

世纪
0"

年代中期以来进行茶产业结构调整& 最近几年名优茶产业得到

了快速发展# 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统计&

("))

年全国茶园面积
(!*,*

万
12

(

& 茶叶总产量
)'',.

万
-

&

其中名优茶产量
+.,+

万
-

& 约占茶叶总产量的
*!,*/

& 干毛茶总产值
.(3

亿元人民币& 名优茶产值
'+4

亿元& 占总产值的
.+,3/

& 名优茶在中国茶产业发展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浙江省名优茶产值占总产值

的
3(,"/

!

*

"

# 名优茶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茶叶科技进步等因素密切有关& 名优茶

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要以消费者对名优茶的需求为依据( 对于茶叶消费行为& 已有一些报道& 陈东灵!

'

"

对于一般的茶叶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 汤一等!

+

"

' 张莉琴!

.

"分别针对杭州' 北京居民的茶叶消费行为进

行调查和量化分析) 王金福等!

0

"对乌龙茶' 郝赫等!

3

"对品牌茶叶消费行为进行了定性分析* 对中国茶叶

中最重要的名优茶消费需求与消费行为的调查分析未见报道*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名优茶的消费需求

趋势& 实现名优茶生产与消费环节的无缝对接& 本研究基于消费者的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与连续
0

届

+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的
( 30+

个茶样相应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以期进一步促进名优茶产业的健康稳

定发展*

)

调查方法与样本描述

!"!

调查方法

(")"

年
!!'

月& 对杭州和北京等
(

个茶叶专业市场-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举办的茶艺师'

评茶师培训班学员等进行了名优茶消费需求与行为的问卷调查# 调查采用书面问卷的形式& 随机调查了

!!"

位消费者& 回收有效问卷
!""

份& 有效问卷率为
3",3/

# 调查内容侧重消费者对名优茶生产' 消费

有关环节的需求& 包括消费者基本情况.年龄- 收入- 工作单位- 饮茶史- 饮茶频率和偏好%& 对名优茶

的认识.涵义- 名优茶的早与嫩%& 名优茶购买.用途- 价格- 途径%& 茶树良种与名优茶& 手工和机制名

优茶& 名优茶的质量- 安全- 品牌- 包装等共
((

项* 调查数据采用
56789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样本描述

),(,)

地域与年龄分布 调查对象分布于安徽- 北京- 福建-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山东- 山西- 陕西- 上海- 四川- 台湾- 天津- 云

南- 浙江和重庆等
(+

个省.市- 自治区%& 包括名优茶产区和销区& 其中浙江- 福建- 江苏- 江西-

湖北- 北京- 安徽- 上海- 贵州和山东等都在
)4

人以上) 男性
).+

人& 占
'0,./

& 女性
)(*

人& 占

*),!/

) 年龄分布在
():!4

岁占
!',./

&

!):*4

岁和
*):'4

岁各占
(!,./

&

():'4

岁共占
0!,)/

*

),(,(

工作单位和收入情况 被调查对象的工作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
))3

人.占
!3,./

%& 社会团体

0

人& 企业
'0

人.占
)3,!/

%& 个体或私营企业
'0

人.占
(4,./

%& 其他
+!

人.占
(),!/

%* 月收入在
) 44),44:

( 444,44

元占
(!,4/

&

( 44),44:! 444,44

元占
(*,4/

&

! 444,44

元以上占
!0,!/

*

),(,!

饮茶史和饮茶习惯 被调查对象的饮茶时间
) ;

以内的
**

人&

):! ;!+

人&

! ;

以上
((4

人.占

.!,!/

%* 每周饮茶
.

次以上的
).4

人.占
'+,./

%& 饮茶
!:.

次
.4

人.占
(!,!/

%& 小于
!

次
)+

人.占
',!/

%&

偶尔饮茶
**

人.占
)*,./

%* 被调查对象
(!.

人次.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了一个以上的选项%饮用绿茶& 占

+),./

* 如果考虑到部分不固定饮用某一茶类的消费者& 其比例基本上与中国绿茶占全国茶叶产量的比

例!

*

"相当& 在被调查人群中& 红茶和乌龙茶消费者各占约
)4,4/

& 白茶和普洱茶各占约
',4/

.表
)

%*

(

结果与分析

#"!

对名优茶涵义的理解

(,),)

消费者对名优茶内涵的理解 调查表明/ 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认为& 名优茶是 +质量上乘的茶,&

还有
!.,!/

的消费者认为它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优质%茶,&

',./

认为是+外形好的茶,& 只有
(,!/

认为

是+价格高的茶,* 可见& 对于名优茶的+内涵,& 首先是品质& 然后是知名度& 再次才是外形*

(,),(

消费者对名优茶早与嫩的理解 名优茶是一种时令性很强的特殊商品* 有句俗话 +早采三天是个

周智修等/ 中国名优茶消费需求调查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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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茶类 人次
'

茶类 人次
'

绿茶
!$( %#)(

白茶
!! *)(

红茶
$% +),

普洱茶
-+ ,)+

乌龙茶
,! -&)+

不固定
!* %)*

黄茶
! &)*

合计
$., #&&

表
!

被调查对象通常饮用的茶类

/0123 - 4056 730 7893: ;< =;6:>?3@: A@56B56C

宝! 晚采三天是个草"! 说的是名优绿茶早上市的优势#

要实现早上市! 一方面可以选用早生品种辅以早生栽培

技术! 另一方面是嫩采# 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
!,D$'

的

被调查者认为越 %早"越好!

%!D('

的被调查者并不认为

名优茶越%早"越好或者对名优茶%早不早"无所谓# 而对

于名优茶的%嫩"! 消费者与对%早"持相似的态度! 只有

!(D$'

的被调查者认为越嫩越好!

*.D$'

和
-,D$'

对 %嫩"

持否定和无所谓的态度# 可见! 消费者对名优茶 %早"与

%嫩"的认识已经回归到理性! 这对于茶树育种工作者&

农业'茶叶(技术推广人员& 名优茶生产者以启示! 名优

茶需要一定的%早"和%嫩"度! 但远不是越早& 越嫩越好!

最重要的还是品质#

"#"

消费者对制作名优茶茶树品种的态度

历史'传统(名优茶! 多半采用当地特定的地方品种

'一般为群体种(制作! 而新创制名优茶! 更离不开优良

茶树品种# 茶树良种和名优茶之间相得益彰! 发展名优

茶需要以良种为基础! 推广良种需要以名优茶为先导)

-&

*

#

调查显示$

(,D('

的人会考虑制作名优茶的茶树品种! 只

有
!*D$'

的人不会考虑品种或对品种无所谓#

-++,!!&&+

年! 由中国茶叶协会举办的
.

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中茶样无性系良种制作的比率不断提高! 由

第
!

届的
!(D+'

! 到第
,

届快速增长到
*&D*'

! 第
*

届至第
.

届提高到
(,D!'E(.D('

)

--

*

# 调查结果与最

近几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茶样中由良种制作的比例基本一致! 这从消费者层面再次表明优良茶树

品种对名优茶的重要性#

对于无性系良种或者群体品种! 谁更适合制作名优

茶! 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

,&D('

的人认

为两者各有特色! 不过认为无性系良种更好的人数是群

体种更好的
!D*

倍'表
$

(#

"#$

消费者对手工与机制名优茶选择

名优茶制作属于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随着劳

动力尤其是熟练技术工人越来越紧缺! 及多功能名优茶

机械的快速发展和茶叶机械被列入国家农机下乡补贴名

单! 近几年名优茶机制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调查显示$ 纯机制名优茶的认可程度并不高 '

-&D&'

(+

相比较而言! 手工与机器结合'

$$D,'

(或纯手工制作'

$!D-'

(的认可度高# 而历届%中茶杯"茶样的统

计显示! 目前名优茶机制率已接近
%&'

! 部分省区如浙江超过
.&'

! 四川超过
(&'

! 川西茶区达到

.*'

! 如何协调生产上比较高的机制比例与比较低的消费者认可程度! 值得深思)

--

*

#

"#%

消费者的选购偏好

!D,D-

不同用途名优茶价格差异 调查表明$ 自己和家人饮用'占
$.D('

(& 赠送亲友'占
$%D&'

(占购买

名优茶的比例达到
(,D('

! 另有
-+D+'

是作为商务礼品! 收藏等其他用途只占
*D,'

# 不同用途对名优茶

的价格承受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个人消费的话! 茶叶的价格以
!&-D&&E%&&D&&

元,
BC

F-为主'占
,!D$'

(! 其

次是
%&-D&&E- &&&D&&

元 '

!(D$'

(! 而作为商务礼品的话!

! &&-D&&E, &&&D&&

元,
BC

F-占
$.D$'

! 其次是

- &&-D&&E! &&&D&&

元,
BC

F-

'占
$&D$'

('图
-

(# 两者结合起来! 名优茶的价格以
!&-D&&E! &&&D&&

元,
BC

!-的

需求比例最高! 占
.-D('

+ 对于高价名优茶! 无论是自用还是商务礼品! 有一定需求! 但量不是很大#

!D,D!

购买的途径 调查发现$ 传统的购买方式! 如去茶庄'

,!D&'

(& 茶叶市场'

$-D&'

(和找朋友帮忙

'

!&D&'

(等仍然是购买名优茶的主要方式! 三者合计占全部的
+$D&'

# 在信息时代! 消费者尤其是年轻

的消费者比较喜欢和熟悉网络购物# 但是! 茶叶不同于一般商品! 名优茶由于品质的特殊性& 定价的随

名优茶 人次 G

'

质量上乘的茶
#+& *,D%

有一定知名度的优质茶
#&# !+D&

有知名度的茶
!+ .D$

外形好的茶
!& *D(

价格高的茶
. !D$

合计
$,. #&&

表
"

名优茶的内涵

/0123 ! H302 ?30656C ;< 9@3?5>? 730

说明$

G

部分消费者选择了
#

个以上的选项#

对良种态度 人次
'

喜欢无性系良种
.$ !(D(

喜欢群体种
$$ ##D&

认为两者各有特色
#!! ,&D(

不清楚
%! !&D(

合计
$&& #&&

表
$

消费者对茶树良种的态度

/0123 $ I;6:>?3@:

-

07757>A3 7; 730 =>275J0@:

,-,



第
!"

卷第
!

期

图
#

不同用途名优茶价格差异

$%&'( ) *+%,( -%..(+(/,( 0. 1+(2%'2 3(45 .0+ -%..(+(/3 1'+105(5

意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等!

6

"

# 它的超市$占
78"9

%

和网络销售$只占
#8:9

%似乎并没有与时代同步

发展&

!"#

对名优茶品质! 安全的要求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随着国家经济

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食品质量

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 调查表明) 在选购名优茶

时#

678)9

消费者首先关注品质#

!)8;9

的消费者

首先关注安全问题& 由于名优茶多半在早春季节

生产# 那时并没有什么病虫害# 所以几乎不用农

药& 历届 *中茶杯(的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等均按

<= >7?>!#>@@

+茶叶卫生标准,

!

#A

"和农业行业标准

+无公害食品) 茶叶,

!

#!!#;

"检测# 结果表明) 名优

茶的品质安全状况良好# 而且逐年还在提高- 农残超标率
A::!

年第
6

届为
;8>9

# 最低为
:

. 而且从

A::6

年第
7

届开始# 农残检测种类不断增加# 但超标率持续下降# 到第
@

届降低到
:879

- 重金属主要

检测铅# 超标率第
#B;

届略高# 第
;

届为
6869

# 第
6

届开始明显下降# 以后一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第
#B;

届根据当时的
<= >7?>!#>@@

+茶叶卫生标准,

!

#A

"

# 铅的限量是
A 2&

/

C&

!#

. 后农

业部制定的
DE 6:#?!A::#

和
DE 6A;;!A::;

+无公害食品) 茶叶,

!

#!!#;

"中# 铅$

*F

计%限量调整为
!6 2&

0

C&

!)之故# 现行
<= A?7A!A""6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茶叶铅的限量也为
!6 2&

0

C&

!)

!

)6

"

&

A868)

对品质的关注 茶叶的品质分外形和内质# 做到外形与内质的统一# 对名优茶来说至关重要& 在

选购名优茶时#

6?8!9

的消费者更注重外形和内质的统一#

!@8!9

更注重香气和滋味等内在品质# 只有

不足
68"9

的人更注重外形& 目前# 生产上有过分注重外形和外形同类化的趋势# 由单芽制成的直条形

和扁形茶比例有明显的提高!

))

"

& 中国茶叶学会的+*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办法,参考农业行业标准
DEG

H ?@?!A::;

+茶叶感官审评通用办法,

!

#7

"规定) 采用外形1 汤色1 香气1 滋味1 叶底等
6

项因子审评法#

以绿茶为例# 各因子的比例分别为
!:9

#

#:9

#

A69

#

A69

#

#:9

2

A::@

年
#A

月中国茶叶学会常务理

事会在制定第
@

届'中茶杯(评比规则时#

6

项因子的权重分别调整为外形
A69

# 汤色
#:9

# 香气
A69

#

滋味
!:9

# 叶底
#:9

. 调整后外形的权重有所下降# 滋味有所提高3 在出现同分时# 前几届以外形＞

香气＞滋味等次序录取# 第
@

届时调整为滋味＞香气＞外形等- 上述权重和次序的调整# 目的是要抑制

产业界过分注重名优茶外形的趋势# 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自第
@

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起# 适当调低

外形在绿茶*五项因子(中所占权重是必要的1 合适的!

##

"

- 同时# 主要由*中茶杯(评审专家参与制订1 从

A::>

年
>

月
#

日开始实施的国家标准
<=GH A!??7!A::>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

#?

"中# 名优绿茶的外形权重

也调整为
A69

-

A868A

无公害! 绿色和有机认证与质量安全"

IJ

#认证 在无公害茶1 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等三大认证

中# 消费者选择有机认证名优茶的比例最高# 达
!68:9

# 有机名茶占参评总茶样比例从第
;

届的
!8#9

提高到第
@

届的
!?8>9

# 参评有机茶样和消费者对有机茶认识的比例基本相当# 说明有机茶在中国经过

十多年快速的发展# 已经深入消费者的心中. 选择绿色食品和无公害认证分别占
A>8!9

和
A78?9

- 而质

量安全$

IJ

%认证的认可度高达
@68:9

- 实施无公害茶1 绿色食品茶1 茶机茶和质量安全$

IJ

%认证是中

国控制质量安全的有效举措# 对中国茶叶生产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对商标和包装的要求

A878#

商标 调查表明)

??8;9

的消费者在选购名优茶时注重茶叶的品牌与商标# 无所谓和不注重的各

占
##8!9

# 说明产品品牌$商标%引起消费者的高度关注- *中茶杯(有注册商标的茶样占参评茶样的比例#

第
#

届只占到
!8:9

# 后来送样企业逐渐注重产品的品牌建设# 第
6

届迅速上升到
7>8;9

# 第
@

届达到

>68;9

- 可见名优茶生产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竞争意识迅速提高!

##

"

-

A878A

包装 作为价值比较高的名优茶#

@:8:9

的消费者在购买时通常会选包装茶# 其中有
?78#9

的消

费者选择有品牌的专用包装. 对于最小包装单位# 消费者最喜欢的是
6: &

# 占
6!8?9

. 其次是
AB! &

#

周智修等) 中国名优茶消费需求调查分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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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占
!'(

!

#!) *

及以上占
#'+$(

"

$

结论

通过消费者问卷调查分析# 发现被调查者首先关注的是名优茶内在品质和安全$ 其次是知名度和价

格! 不同用途的名优茶$ 消费者价格承受力不同$ 商务礼品茶要高于自用! 约
%!+,(

和
,!+%(

的消费者

对名优茶的早和嫩持无所谓态度!

-&+,(

消费者认为群体品种或无性系品种制名优茶各有特色$ 不过偏

爱无性系的比例远高于群体品种! 有
%)+)(

消费者喜欢手工制作或手工结合机制名优茶$ 只有
.&+&(

消

费者喜欢纯机制茶! 对无公害% 绿色和有机等三大安全认证$ 以及质量安全&

/0

'认证的认可程度分别

达
1#+&(

和
')+&(

! 分别有
,,+-(

和
,%+#(

的消费者会注重品牌和专用包装$ 比较喜欢的包装单位是
)&

*

和
!2$ *

( 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名优茶的手工与机制% 早与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这应引起高度重视$

未雨绸缪$ 以保证名优茶产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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