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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国。
中国茶园面积居世界第一，2007年为161.33万公顷；产量居世界第二，2007年茶叶产量达到114万吨。
中国也是世界最早进行茶叶贸易的国家，19世纪中国茶叶贸易一直居于世界垄断地位。
近年来由于世界产茶国的迅速兴起，国际茶叶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茶叶贸易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
下降。
2006年中国茶叶出口28.7万吨，出口金额为5.47亿美元，2007年中国茶叶出口28.95万吨，出口金额6.08
亿美元，居世界茶叶贸易第二位。
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绿茶生产和出口国，占国际茶叶市场的75％，也是世界乌龙茶唯一生产和出口基
地。
加入WTO后，中国茶叶出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茶叶贸易形势：①世界茶叶贸易新格局的形成：由于
世界其他产茶国家茶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排在肯尼亚，斯里兰卡之后居第三位的局面
。
②中国及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国外茶叶将更多的进入中国国内市场。
③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欧盟等，为了保护本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实施越来越苛刻的技
术壁垒。
茶叶在我国属于出口兼内销的商品。
历史上，茶叶不仅为政府出口创汇，而且成为我国南方山区经济发展、农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茶叶在我国分布区域很广，产区遍布全国近20个省份，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云南、安徽、湖北、
湖南、江西和四川以及广东和广西等地。
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茶叶相关工作人员已达1.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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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茶叶贸易的国家。
相传公元6世纪中国开始向国外输出茶叶，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茶叶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
随着茶树的引种传播，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产茶，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进口茶叶。
世界茶叶市场的供求发生了改变，由以往的供不应求成为供给大于需求。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茶叶贸易地位发生戏剧性地改变：已经下降到斯里兰卡、肯尼亚之后
的第三位。
茶产业是我国南方山区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茶叶贸易历来为我国政府出口创汇，我国茶叶
贸易地位的下降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本研究力求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以国际贸易理论、竞争力理论以及贸易效应理论为依据，对我国茶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及其效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从而了解哪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茶叶贸易的发展？
我国茶叶贸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力求寻找增加茶叶贸易的途径，为政府提供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部分：首先回顾了我国茶叶贸易的发展历程，接着分析了世界茶叶市场的供
求与竞争状况，让我们了解到中国茶叶贸易的现实环境。
在此基础上对茶叶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如下方面的分析：茶叶贸易的成本一价格、茶叶贸易的经营
主体包括茶农户和茶叶企业、国际国内政策及环境、进出口因素以及在主要出口国家市场包括摩洛哥
、日本、美国、乌兹别克等的竞争力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
最后就中国茶叶出口对世界市场、国内茶农户、茶叶企业、地区经济、生态环境等的影响效应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世界茶叶市场处于垄断竞争的状态，茶叶供给大于需求；我国茶叶出口企业的成本
构成很复杂，其中成本高于价格，茶叶出口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我国茶农户中直接生产大宗鲜
叶交售给出口企业的农户行为对出口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而生产名优茶到交易市场被茶叶企业收购
部分的茶农户的行为对出口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茶叶企业特别是茶叶出口企业直接决定着茶叶的出
口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茶叶出口影响很大，起着阻碍的作用；政策特别是国内外贸政策直接影响我
国茶叶贸易；中国茶叶在主要出口国家市场竞争力各异：其中在摩洛哥市场具有竞争力，在日本市场
不具有竞争力，在美国和乌兹别克市场虽然有竞争力，但是茶叶出口结构与进口市场结构发生冲突，
从而影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我国茶叶出口对世界绿茶价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导着世界绿茶市场，但不能主导世界红茶市场；
同时我国茶叶出口影响着世界茶叶消费结构等；我国茶叶出口对地区经济起着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对
茶叶生产和贸易大省，如浙江、福建、安徽等；同时影响着我国茶叶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茶叶出口
反过来影响着茶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茶叶出口决定着茶叶出口企业的命运并直接改变茶叶出口企业
行为；出口贸易对山区生态经济环境也具有间接的影响。
    针对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对策：首先，尽快加强茶叶企业的规范化管理，转化企业经营理念，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从而降低出口成本；其次，从源头把关茶叶质量，例如，规范茶农户
的生产行为、严格审查茶叶企业特别是茶叶出口企业的生产技术、操作流程等每一个环节，提高出口
茶叶的综合质量水平；第三，继续稳住传统出口市场，特别是摩洛哥市场；同时，对美国和乌兹别克
市场要进行研究，调整我国茶叶出口的结构，提高我国在美国和乌兹别克市场的出口潜力；对日本市
场，我们要转换经营策略，开拓新市场；第四，我国茶叶出口企业要与国际化接轨，及时地获取市场
信息，引进先进的技术、经营理念和技术人才，讲究策略，重视茶叶生产和贸易的每一个环节，稳定
老客户，开拓新市场；第五，政府要加强调控力度，对茶农户和茶叶企业给予相应的鼓励和措施，例
如，给予茶园生产基地补贴、奖售政策等；地方政府发展山区茶园生态旅游业，改善山区环境，增加
茶农收入，促进茶产业发展和茶叶贸易发展，使中国茶产业及茶叶贸易向良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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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理论基础第一节 国际贸易理论一、古典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完成
于20世纪30年代。
它从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
1776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学说，指出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问
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导致了两国生产同一产品价格的绝对差异，使产业的国际
分工和专业化成为必要。
1817年大卫·李嘉图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该理论的核心
为：两利取重，两弊从轻。
比较优势论延续了把劳动生产率差别视为贸易的动因和竞争力来源的思路，并使其具有了更广泛的适
用性和更强的解释力。
从亚当·斯密提出绝对利益理论起，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已经有200多年了。
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论成为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以后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它的继承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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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作者完成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502000一X90704），也是作者博士后研究
工作报告内容。
是在作者博士论文《中国茶产业竞争力》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
该项目研究工作历时一年多，其中的调研工作主要集中在2007年3月至2007年10月份，2008年春又进行
了一些地区的跟踪调查。
由于精力和时间的限制，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地，其中以浙江省的嵊州市、淳安
县、新昌县、杭州市为调查中心。
调查中采访了大量的茶农户、茶叶企业特别是茶叶出口企业，获取了第一手资料。
本书稿的写作用了近5个月时间，先是进入流动站之后进行了开题报告，接着进行书稿所需数据的搜
集以及实地调查，然后带着问题边思考边写作，2008年8月份完全成稿。
本研究从视角、内容和方法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是中国目前对茶叶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效应研究的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力作。
在项目调查过程中曾得到一些朋友的帮助，值此书稿付梓之际，特此向曾经帮助、关心、支持和鼓励
我的项目、单位、老师和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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