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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茶叶商品化生产的国家，茶产业是中国的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65万多公顷，茶叶总产量达到130多万吨，茶叶种植面积
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2009年我国茶叶出口量首次突破30万吨，出口金额超过7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居世界第三，占世界
茶叶年出口量的五分之一强，约占我国茶叶年生产总量的23％，茶叶出口在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
同时，国内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产茶，茶叶已成为1000多个产茶县（市）地方财政收入
和8000多万户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全国有近亿人从事与茶产业相关的工作，据初步测算，2009年，我国茶产业总体规模已经达到900亿元
。
其中，茶叶的第一产业规模超过400亿元。
可见，茶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更是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作为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茶业经济再生产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在茶业经济体制改革和
茶业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茶业经济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
，也都要求对茶业经济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
同时，从我国茶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由于政府的扶持和行业管理制度的改善，中国茶业经济
近三十年来飞跃增长。
但是，总体而言，目前我国茶业经济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茶业行业管理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茶
叶市场混乱无序，茶商市场规则意识不强，茶叶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经营保守、管理落后；技术力量
不足等等，加之国际茶叶经营者虎视眈眈，不断强化世界茶叶市场利益争夺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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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茶叶商品化生产的国家，茶产业是中国的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65万多公顷，茶叶总产量达到130多万吨，茶叶种植面积
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作为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茶业经济再生产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在茶业经济体制改革和茶业
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茶业经济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也
都要求对茶业经济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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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战略职能　　战略职能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首要职能。
因为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影响这个环境的因素很多，变化很快。
在这样的环境里，企业欲求长期稳定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善于审时度势、随
机应变，从而也就需要实行战略经营。
所谓战略经营，实际上是在没有得到最准确的答案之前就采取行动。
这一行动按照一个系统的模式进行循环：了解环境——对环境信息（机会与风险）作出评价——决定
对策——制定行动方案和规划——实施结果反馈。
每经过一次循环，对环境的认识都要更接近实际，从而使对策更具适应性，最终使企业能在变幻不定
的环境中拓展自己独特的道路。
　　2.决策职能　　经营管理的中心内容就是决策，甚至可以说经营管理就是经营决策。
最重要的决策莫过于经营战略的决策。
决策的主体不仅仅是企业的最高领导层，而且应包括整个企业的所有管理者和全体职工。
因为，企业的经营战略必须经所有管理者和全体职工长期不懈地身体力行、不断革新，才能最终实现
。
可以说，企业经营的优劣与成败，完全取决于决策职能。
决策正确，企业的优势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扬长避短，在风险经营环境中以独特的经营方式取得
压倒的优势。
决策失误，将使企业长期限于困境之中。
决策职能主要是通过环境预测、制定决策方案并进行方案优选、方案实施诸过程来完成的。
　　3.开发职能　　有效的经营必须善于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企业战略职能的发挥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开发职能的作用。
如果把资源开发仅限于人、财、物，这是极其狭窄的。
作为经营管理的开发职能，其重点在于产品的开发、市场的开发、技术的开发以及能力的开发。
一个卓越的企业，其制胜的法宝就是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产品，创造出第一流的
市场竞争力。
一个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超出对手，取决于人才、技术、产品三者的综合力量。
只有技压群雄，才能开拓并占有市场。
因此，人才或能力开发、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市场开发可以说四位一体，构成了经营管理开发职能
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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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源起——茶进入人类发展的历史已有四五千年　　发展——茶业是中国的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今天——茶已成为世界性饮料茶业亦成为世界性　　未来——茶业的竞争取决于科技发展和经营管理
模式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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