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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8年中国茶叶市场研究咨询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
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
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
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
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fangzhi/2862028620.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6300元    纸介版：6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3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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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内容简介2007年我国茶叶总产量将突破110万吨的大关，再度稳居世界产量第一的位置，但
是茶叶出口方面无论哪种茶的出口均价都未进入世界前5名。所以，进一步提高茶叶出口单
价,培育知名茶叶品牌，是我国茶行业实现突破的关键。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茶叶行业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是品牌、实力的展现平台。作为领跑中国茶叶出口销售的浙江茶商，应及
时把握2008年的机会，宣传中国茶叶文化，打响中国茶叶品牌，把2008年奥运会作为一个
打造品牌茶叶龙井茶的转折点，对龙井茶进行统一包装、统一经营，像世界著名茶品牌立顿
一样，让浙江茶叶能连接奥运，走向世界。近年来兴起的有机茶、绿色食品茶就是消费者的
消费偏好。茶馆也成为茶叶消费和茶文化宣传的窗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带动了茶叶
的消费，茶艺馆发展方兴未艾，对拉动茶叶消费、扩大市场显示出积极的意义。我国茶叶到
了2010年，茶叶面积160万公顷，产量将达到135万吨，产值超过210亿元。茶叶深加工产
品产值350亿元（包括茶饮料、茶食品、茶叶的提取物等），茶馆、茶文化等与茶相关的第
三产业产值达200亿元。在茶叶加工方面，茶叶精制加工企业要全部通过QS质量认证，茶叶
初制加工企业能够实现清洁化生产。在茶叶流通方面，改进现有茶叶批发市场交易方式，提
高茶叶交易效率和交易水平。并且通过加大对茶叶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努力提高茶叶企业
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并且通过发展品牌连锁经营和茶叶的电子商务等，来促进茶叶流通
的现代化。目前我国茶叶出口主要以原料茶为主，自主品牌少，而且茶叶企业实力不强，为
了扩大我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培育更广泛的茶叶市场，国家应改建立茶叶推广基金，
在全球市场上推广中国茶，为茶叶企业开拓市场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并且鼓励茶叶企业开
拓市场，培育自主的茶叶品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十一五”期间，要按照国际市场茶叶交
易主要方式，建立茶叶拍卖市场，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支持茶叶拍卖市场的运作，为国
内外茶叶企业搭建国际性的茶叶交易平台。茶叶作为21世纪朝阳产业，具有十分广泛的发展
前景。作为世界茶叶原产地的中国，茶叶既是我国传统、优势的农产品，也是广大茶农脱贫
奔小康的重要经济支柱。我国要实现由世界茶叶大国向世界茶叶强国的转变，离不开党和国
家的重视、关心和支持。要加快茶产业的发展，关键是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研究咨
询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民经济景气监
测中心、中国茶叶信息、中国行业研究网以及国内外多种报刊杂志等提供的大量资料和数据
，客观、多角度地对中国茶叶市场进行了分析研究。报告对我国茶叶行业的发展需求、市场
竞争格局、细分市场以及行业主要产区发展等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还重点研究了我国
茶叶行业相关领域市场的发展状况，以及茶叶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报告资料详实
，图表丰富，既有深入的分析，又有直观的比较，为茶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
，能准确及时的针对自身环境调整经营策略。报告同时对于行业研究规律、行业政策制定和
欲进入的投资集团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目 录CONTENTS第一部分
行业发展现状分析第一章 茶叶概述 1第一节 茶叶的分类与品种 1一、茶叶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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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茶叶的产地分布 3三、有机茶的定义 5第二节 中国茶叶市场特性
6一、茶叶产品的多样性 6二、商品茶价格的模糊性 6三、市场通路的波动性
6四、茶叶品牌的可塑性 7五、包装茶的盈利性 7第二章 国际茶叶市场发展分析 8第一节
国际茶叶市场概况 8一、世界茶叶的产地分布 8二、世界茶叶市场现状
9三、茶叶各主要消费国分析 11四、2007年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产销概况
13五、世界茶叶市场发展新动向 14六、世界重点国家茶叶市场分析 16第二节
国际茶叶政策及标准状况 18一、欧盟茶叶农药残留限量规定
18二、2007年国际茶叶展发表《全球茶产业宣言》 19三、主要国家茶叶及其制品标准
21第三节 印度 26一、印度主要茶叶公司概况 26二、印度茶叶行业面临危机
33三、印度茶业需要更新市场战略 33第四节 肯尼亚
34一、肯尼亚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出口国 34二、肯尼亚茶叶不能增值的原因分析
35三、肯尼亚茶叶出口面临国际竞争压力 35第五节 日本 36一、日本茶叶发展概况
36二、日本茶叶市场呈三大特点 37三、日本对茶叶的综合利用 38第六节 美国
39一、美国茶叶市场概况 39二、美国茶叶进口标准 41三、美国青睐中国绿茶和特种茶
41第七节 俄罗斯 42一、俄罗斯茶叶市场现状 42二、俄罗斯进口茶叶市场面临重新洗牌
43三、俄罗斯茶叶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43第八节 英国 48一、英国茶叶市场概况
48二、英国茶叶进口情况 50第三章 中国茶叶行业分析 52第一节 中国茶叶行业概况
52一、中国茶叶企业百强排名分析 52二、2007年我国茶叶总产量分析
58三、推动茶叶产业发展的因素 59四、中国茶叶向电子商务发展分析 61第二节
我国茶叶出口情况分析 63一、我国茶叶出口情况 63二、我国茶叶的出口竞争力分析
64三、茶叶出口企业应对“农残之困” 67四、我国茶叶出口趋势分析
71五、我国茶叶主要出口市场展望 72第三节 茶叶行业质量状况
73一、我国无公害茶叶总体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73二、控制茶叶农药残留提高茶叶质量
74第四节 茶叶行业QS认证情况 75一、茶叶QS认证的程序及相关标准
75二、2007年起执行茶叶QS市场准入制度分析 81三、QS认证牵动茶叶行业神经
81四、茶叶QS认证市场反应分析 84第五节 茶叶行业存在的问题
87一、茶叶重产地轻品牌成发展瓶颈 87二、茶叶品牌化程度低制约行业发展 88第四章
精制茶制造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91第一节 2007年精制茶制造业经济运行分析
91一、2007年全国精制茶产量分析 91二、2007年精制茶加工销售收入前十家企业
98三、2007年精制茶加工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100第二节 我国精制茶加工行业绩效分析
129一、2007年行业产销情况 129二、2007年行业规模 137三、2007年行业盈利能力
143四、2007年行业经营发展能力 157五、2007年行业偿债能力 165第五章
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分析 175第一节 中国茶叶市场发展概况 175一、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建议
175二、中国茶叶市场潜力分析 178三、我国茶叶批发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179四、茶叶批发市场发展趋势 185第二节 茶叶拍卖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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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一、我国建立茶叶拍卖市场的意义 193二、茶叶拍卖市场十大关系分析
194三、中国茶叶拍卖市场发展分析 196第三节 茶叶市场的细分化
200一、茶叶市场细分化的原则 200二、茶叶市场细分化的标准
201三、茶叶市场细分化策略的选择 203第四节 茶叶市场的经营管理
205一、茶叶市场经营决策标准 205二、茶叶市场管理的原则
206三、茶叶信息管理系统管理的原则 207第六章 茶叶消费状况分析 209第一节
国际市场茶叶消费状况 209一、英国茶叶消费情况分析 209二、法国茶叶消费情况分析
211三、加拿大茶叶消费情况 213第二节 中国茶叶消费状况 213一、茶叶消费市场尚未成熟
213二、北京茶叶市场消费调查分析 215三、广州茶叶消费量分析
226四、认牌购茶是茶叶消费新趋势 227第三节 茶叶消费发展策略及趋势
228一、茶叶消费新策略 228二、我国茶叶消费市场发展方向 228第二部分
行业细分市场发展分析第七章 绿茶 231第一节 中国绿茶市场发展状况
231一、摩洛哥成为中国绿茶最大进口国 231二、2007年绿茶产品质量合格率84%
231三、2007年绿茶出口分析 232第二节 婺源绿茶行业发展状况
233一、婺源有机茶出口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233二、婺源绿茶己连续11年打破欧盟贸易关卡
234三、婺源绿茶小包装首登欧盟市场 234第三节 日照绿茶行业发展状况
235一、日照绿茶产品概况 235二、日照绿茶的优劣势分析
236三、65家日照茶企抱团打天下 237四、日照绿茶未来发展趋势 238第八章 红茶
239第一节 国际红茶行业发展概况 239一、世界的四大名红茶 239二、世界红茶产区分析
240第二节 中国红茶市场发展分析 241一、美国是中国红茶出口第一大市场
241二、中国红茶品牌抢占国际市场分析 242三、彩云红打造世界级红茶品牌 245第三节
中国部分地区红茶发展状况 247一、福建酝酿复兴中国红茶 247二、安徽祁门红茶又添光彩
248第九章 花茶 250第一节 花茶市场发展概况 250一、花茶介绍
250二、花茶的未来发展方向 252三、花茶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253第二节 茉莉花茶发展情况
254一、我国茉莉花茶产销情况分析 254二、茉莉花茶产业稳定发展的对策
257三、广西横县茉莉花茶走俏市场 258四、广西横县茉莉花茶产业分析 260第十章
其他种类茶叶 268第一节 乌龙茶 268一、乌龙茶产区及品种分析
268二、福建乌龙茶的品牌化之路分析 269三、台湾乌龙茶的发展及其文化特色 271第二节
普洱茶 279一、普洱茶的分类 279二、普洱茶市场走向
279三、普洱茶需从投资品回归消费品 280四、普洱茶产业化过程规避风险分析
282五、普洱茶酝酿新一轮繁荣 283第三节 白茶 286一、安吉白茶的发展过程与对策
286二、消费者心理与白茶品牌建设分析 292三、白茶在美国的市场状况 299第三部分
行业主要产区发展分析第十一章 云南茶叶行业 303第一节 云南茶叶行业总体状况
303一、云南茶叶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303二、云南茶叶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304三、2010年云南茶叶发展预测 306第二节 红河州茶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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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一、红河州茶叶向品牌市场稳步迈进 307二、红河州茶叶产业情况分析
314三、全力开创红河茶叶产业发展新局面 317第三节 临沧茶业状况
329一、临沧茶业亮点闪烁 329二、2007年云南临沧茶叶产值分析
331三、云南临沧拓宽茶叶生产空间 332四、用临沧原生态文化打造茶叶产业品牌
333第四节 德宏茶业状况 339一、德宏是茶业的繁荣之地
339二、云南省德宏扶持开发茶叶产业 339三、德宏州茶叶市场专项整治分析 342第五节
西双版纳茶业状况 343一、西双版纳发展茶业唱响“普洱”品牌
343二、西双版纳茶叶市场专项整治有序进行 345三、“十一五”西双版纳茶业要打生态牌
345四、2010年西双版纳茶叶总产量预测 346第六节 昌宁茶业状况
347一、2007年昌宁县抓茶叶生产思路清晰 347二、昌宁推进茶业产业化经营
348三、昌宁茶业实现较快发展 349四、昌宁县提升茶叶产业策略 350第十二章
福建茶叶行业分析 351第一节 福建茶叶行业发展概况 351一、福建省茶叶行业自律公约
351二、2007年福建茶业八大指标全国第一 353三、福建名优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名茶
356四、福建将实施茶叶强省规划 357第二节 安溪茶叶行业 359一、安溪茶叶市场概况
359二、安溪茶叶发展前景分析 359第三节 福建其他地区茶叶行业发展分析
361一、泉州茶业发展分析 361二、武夷岩茶的发展现状分析 366第十三章
浙江茶叶行业分析 368第一节 浙江茶叶行业发展概况
368一、浙江茶叶产业化经营发展现状与展望
368二、我国茶叶首张欧盟通行证落户浙江绍兴374三、2008年奥运是浙江茶叶的大好商机
374第二节 宁波茶叶发展情况 375一、宁波茶叶找到国际新买家
375二、宁波茶叶出口受欧盟新农残标准影响 375第三节 丽水茶叶行业综述
376一、浙江丽水茶叶产业发展概况 376二、丽水茶叶市场竞争力分析
380三、提高丽水茶叶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383第四节 浙江其他部分地区茶叶行业
384一、杭州西湖茶叶市场将异地扩建 384二、浙江新昌“十一五”茶叶产业发展规划
385三、温州市茶叶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 391第十四章 湖南茶叶行业分析 396第一节
湖南茶叶行业发展概况 396一、湖南省茶叶产业发展分析 396二、湖南打造湘茶核心竞争力
403三、2007年湖南开展茶叶市场整顿 405四、“十一五”期间湖南省茶叶总产值预测
405第二节 湖南部分地区茶叶行业 406一、湖南桃源茶叶生产现状及发展对策
406二、湘西古丈茶叶产销两旺再创新高 408三、湖南安化晋丰厚花卷茶“金花”闪耀
409四、湖南桃江县大力推动茶业发展 409五、湖南加快益阳茶叶产业发展 410第十五章
其他部分省市茶叶行业 415第一节 广东省茶叶行业 415一、广东东莞茶叶市场发展迅猛
415二、广东汕头茶叶市场呈现新趋势 416第二节 安徽茶叶行业
417一、着力打造安徽最大精品茶叶市场 417二、安徽开发有机茶成效显著
419三、安徽茶叶可持续发展分析 422四、安徽积极应对欧盟茶叶新规 427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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