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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浙江华发出口茶厂为例, 介绍了“公司+ 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 , 分析该模式的特点和优势 , 并对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剖析 ;最后从政策和公司两个方面对茶叶产业化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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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Tea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Counter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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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Zhejiang Huafa Tea Export Factory as an example , the operation pattern of “Company + Base + Farmer”was i ntroduced . The charac-
teristics a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ttern were analyzed . The problems existed were studied thoroughly . Fi nally ,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eai ndustrial-
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fromtwo aspects of the policy and the comp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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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我们党在农村长期不

变的基本政策, 并已在我国《宪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得以体

现。但是这种小规模经营的最大弱点是农业效益低、抗灾害

能力弱和农户市场风险大。该种生产组织方式与产业化经

营的规模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如何在现行的农村包产

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下探索一条规模化经营的道路, 就成为重

要的课题。笔者以浙江省嵊州市华发出口茶厂为例, 分析该

厂的“公司+ 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 对该模式的特点进行

了分析; 同时也分析了该企业当前面临的限制因素。通过一

系列分析, 以期找出茶叶产业化的新出路。

1  茶叶产业化现状

1 .1  华发出口茶厂概况  浙江华发出口茶厂是嵊州市最大

的私营出口茶厂, 也是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华发出口茶厂年

出口珠茶1 .5 万t ,2002 年实现销售额1 .8 亿元, 利税1 000 万

元。该厂主要为福建、广东、安徽等省茶叶进出口公司提供货

源,并与法国Pinchow、英国Lipton 等国际著名公司建立了直接

的业务联系。华发出口茶厂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 成功地走

出了一条茶叶产业化经营的发展道路, 该厂的“龙头”示范带动

和辐射作用明显, 企业亦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势头。通过几

年努力华发已成功地建设约5 300 hm2 基地。华发建立基地的

方式很多, 既合作创办, 也独立创办。该厂在嵊州市内创办西

景山有机茶基地及无公害茶叶基地、嵊州茶场基地; 在外省市

创办了江西婺源分厂及浙江安吉吉华茶叶有限公司。其中安

吉的分厂2003 年的销售额已超过3 600 万元, 成为湖州市的农

业龙头企业。2003 年于福建政和县投资1 600 万元建造2 家茶

厂, 约2 000 hm2 基地; 在四川与国家级龙头企业“竹叶青”合作

用3 年时间建立了约3 300 hm2 茶叶基地。这些基地的建设既

有松散控制, 也有直接控制, 控制主要体现在农药和肥料上。

华发这些基地的建立带动了有技术的一部分嵊州茶农走出嵊

州承包茶园, 同时也缓解了外地茶叶难卖与嵊州茶叶原料不足

的状况, 使华发形成了一条产业化经营的路子, 为农业服务、农

民增收开辟了有效的途径。

1 .2 华发出口茶厂经营模式

1 .2 .1  形成过程。1999 年欧盟提高对中国出口茶叶的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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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为了解决粗茶茶叶源不足的问题, 提高粗茶叶质量以达

到国际标准 , 华发茶厂开始进行基地建设, 迅速建成一批专

业化规模化的茶叶生产基地。华发也由此走上了茶叶产业

化的道路。华发出口茶厂在茶叶一体化发展中, 以农村为依

托, 以利益为纽带形成了“公司+ 基地+ 农户”的一体化运行

机制。公司与基地农户建立起稳定的购销关系, 农户或小工

厂在生产上接受公司的计划指导 , 公司对其符合要求的产品

进行收购。华发茶厂率先与西景山有机茶基地签定了产销

合同, 保证以高出市价10 % 的价格收购,5 年不变。此举在

确保茶农稳定增收的同时, 在全市起到了较好的生产导向作

用。从基地建设, 收购干茶、粗茶到珠茶粗加工, 最后出口或

内销, 这种经营一体化提升了农业企业的素质。

1 .2 .2 组成部分。华发采用了“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模

式, 即企业通过基地与农户连接的模式 , 然后由企业再与市

场直接联系的方式, 由图1 所示 , 该模式具有以下6 个组成

部分: ①生产技术。由于企业有一定的规模经济, 能够实行

自动化和机械化操作, 减少手工操作可能引起的污染, 提高

产品的质量 , 降低产品的成本; 同时企业也有更强的紧迫感

改进产品工艺和技术, 加快产品更新和技术改造, 不断推出

新产品, 满足市场需求, 甚至创造市场需求 ; ②经营管理。企

业由于设立了组织结构能够使经营业务有序地开展, 同时素

质优良的管理人员队伍使得企业降低管理成本, 形成规模经

济, 客观上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竞争能力; ③市场意识。企业

家由于其自身的素质修养, 往往能够跳出小农的意识, 将视

野放宽 ; 而与市场的直接接触和信息的可获得性使得其思想

观念能够紧随市场 , 市场敏感性较高; ④品牌。产品的知名

度首先需要的是质量 , 其次品牌的效用也不能低估。品牌是

产品的标志; 一个知名度和消费者认可度高的品牌本身拥有

极高的价值, 从而使得产品附加值也得到提高。企业在推广

和创造品牌上比单个的茶农具有极大的优势, 不仅表现在资

金、规模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品牌的意识方面; ⑤资金。企业

由于自身资本的积累和盈利的性质, 其资金实力当然较单个

农户强, 因此在技术改进、管理创新、人才引进、信息获取和

品牌推广以及风险抵抗等能力上有了保证 ; ⑥行业规范。由

于这一模式的形成, 处于该链条上游的农户并非直接参与国

际竞争, 而是通过龙头企业参与竞争, 因此在国际竞争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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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数量减少, 议价能力自然提高。行业内部也容易避免不

当的竞争, 从而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只要建立恰当的利益

分配机制, 农户就是行业健康发展最终的收益者。因此, 对

于我国农业的发展甚至“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的意义。

图1 “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经营模式

2  茶叶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2 .1  科技含量不高 , 产品质量低 2003 年底浙江省计划经

济时的18 家国有茶厂已全部关停, 以华发为代表的200 多家

茶叶精制工厂迅速发展。但是在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 , 行业

起点低, 总体设备陈旧、技术含量低、卫生状况差, 导致了产

品质量的低下, 也严重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 .2 资金技术实力弱, 无法与国外成熟厂商抗衡  华发茶

叶全部出口国外, 但目前国外茶叶进口国的茶叶行业已成

熟, 行业内有成熟的品牌和产品供应商, 它们已完成了原始

资本的积累 , 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 占据了当地市场份额的

绝对数量。因此要在这样的国家打开自己的市场难度非常

大。所以该厂目前只是这些成熟厂商的原料供应商, 企业提

供产品, 然后贴当地的品牌销售。因此利润大部分为外国厂

商取得, 华发只是得到了其中的小部分, 而最终农户得到的

利润更少。

2 .3  公司在产业链中承担较大的风险 由于企业与农户和

基地签订了购销协议, 国家政策对农户的扶持压力, 使该厂

收购茶农茶叶的价格有上升的趋势, 同时最近几年国内各行

业投资力度大, 导致各种水、电等生产必须的原料成本也相

应提高, 产品成本及企业的管理成本也不断加大; 但是另一

方面由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弱势, 对国际市场的茶叶价

格没有影响能力, 茶叶价格却稳中有降。这一升一降使得企

业利润减少。

2 .4  合作组织功能尚未发挥 当前国家积极鼓励农民建立

合作化组织, 但是该组织在产业内的领导和整合作用也尚未

发挥。现实中合作化组织由于没有自身的资金来源, 没有独

立的法人组织和经营组织结构, 不能独立经营 , 因此无法发

挥其应有的功能。据业内人士估计, 如果政府财政停止拨付

资金支持农业合作组织, 那么90 % 以上的合作组织将不能运

行。以华发出口茶厂为例, 该厂为了适应政策的需要, 企业

建立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该组织实际上为公司所控制, 每

年接受财政的补贴 , 在公司内部这一组织的功能是承担对农

户和农业基地的技术指导和管理, 而并非一个独立的机构。

所以, 有关合作组织的设立方式以及功能的发挥仍然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

2 .5  茶叶出口的低价市场和无序竞争 国家政策在规范企

业有序竞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国内茶叶厂家之间的竞

争仍处于无序状态。因此, 挫伤了茶出口企业的积极性, 也

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近年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改变 , 茶叶

行业完成了由国有向民营的转化, 然而这一转化过程中, 国

家没有提出相应的监管政策。这一转移的过程没有注重实

质内容的转变, 只是寄托在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和民营企业

数量的增加这一量的改变上。对于价格的完全放开, 不但没

有使行业形成有序的格局, 反而导致了无序的价格竞争, 最

终导致产业的利润没有为国内厂商获得, 而是被实力雄厚的

外商取得。出口茶叶市场的规范, 一方面是政府监管的责

任, 另一方面行业内龙头企业也担负着较大的责任。国内只

有形成较大的茶叶企业 ,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小企业众多、竞

争无序的局面; 才能使国内出口茶叶企业在与国际厂商的议

价时处于有利的位置。龙头企业代表国内茶叶行业企业的

整体利益, 只有它们的利益有了保障, 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基

地、茶农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另外, 规范出口茶叶市

场竞争的同时, 也需要国内茶叶市场的规范。国内茶叶市场

与出口茶叶市场、国际茶叶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 WTO

保护期的结束, 各产业的完全开放, 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将更

为激烈。因此, 规范国内茶叶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更为

必要。

2 .6  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分配 当前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在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观念等各个方面还处于劣势, 龙头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代表行业内的整体利益, 因此要在短期内

提高其竞争能力仅仅依靠龙头企业自身的资本和经验积累

而逐步探索是不够的 , 国家政策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成为

必然。与此同时, 国家必须处理好企业与茶农之间的利益分

配机制, 这样一方面保证茶农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同时也为

龙头企业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3  对策与建议

3 .1 政策

3 .1 .1 完善政策扶持, 促进协调发展。根据新形势下农业

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对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在财政、税收以及

信贷等方面继续加大支持力度。龙头企业一旦解决融资难

的问题, 其设备更新、技术研发及品牌推广等一系列产品升

级就能够得以实现, 从而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能够得

到提高。

3 .1 .2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优化发展环境。当前茶叶出口

市场价格竞争非常激烈, 使国内的厂商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

力受到遏制, 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如果国家能够进一步

出台相关政策, 规范出口市场秩序, 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将得

到较大提高。

3 .1 .3 保护农民利益。当前国家已停止征收农业税, 对于

广大农民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但是农民在产业化进程中 ,

由于人数众多, 参与利益分配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 国家

应该推出相关保护政策, 确保农民利益。只有这样, 才能真

正提高农民收入, 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才会坚实。

3 .2 企业  

3 .2 .1 资金。企业要拓宽融资渠道 , 不仅可从外部融资获

取银行、农业信用贷款等 , 也应该考虑内部融资, 即改造现有

私营局面, 引入其他股东, 充实自有资金。采取股份制的公

司形式, 优化生产要素组合,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益, 加速茶叶

产业化进程。

3 .2 .2 内部管理。茶叶质量的控制不仅需要精密的设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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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和谐秩序的构建。

3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的重要动力

在农村的建设进程中 , 农村中较为普遍的存在着精神文

明相对落后的情况。主要表现在: 农村的文化建设相对滞

后, 农民文化生活贫乏; 传统陋习根深蒂固的情况未能得到

根本改变,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不良文化有所抬头并滋生蔓

延; 农民文化素质整体不高, 道德素质有滑坡趋势。精神文

明的相对滞后, 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 在加快农

村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发展的进程中要同时加强农村的精

神文明建设 , 为构建和谐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思想保

证和舆论支持, 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 维护农村稳定, 提高

广大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

3 .1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农村

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团结农民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 是构建和

谐农村的精神动力。首先, 思想上重视农村文化建设, 改变

只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文化发展的情况, 使农村的经济、政

治、文化协调发展并同步进行。为此, 要加大文化设施建设

的投入力度, 制定合理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目标, 因地制宜 ,

使文化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 努力满足农民的文化需

求, 推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其次 , 内容上定位要准, 形式

上活泼多样。在文化建设的内容上, 要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

实际, 在形式上追求活泼 , 讲求绩效。落实和加强远程教育

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 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和普

及科技教育; 利用农闲时间, 进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满足

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经常性开展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使这项活动在千家万户起成

效; 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 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

3 .2 加强对农民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新型农

民 农民整体素质不高是制约和谐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瓶

颈, 提高农民的素质是当前农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首

先, 要营造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加大对教

育的宣传和投入力度, 为农民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培养他

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 并大力发展与农业有关的职业教

育, 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

训,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知

识型农民。其次, 做好农村德育工作, 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

素质。通过荣辱观教育 , 使“八荣八耻”深入人心, 让广大农

民知荣明耻, 用巨大的热情建设自己的新农村、新生活; 通过

美德教育, 逐渐树立男女平等、家庭和睦、尊老爱幼、诚信友

爱、崇尚科学、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等良好风尚, 养成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 努力培养农民的和谐文化精神。

4  同步推进其他社会事业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必要保障

4 .1  问题 农村社会事业包括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

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当前, 农村社会事业较为薄弱, 而其中农

村的教育和医疗问题最为突出, 创建和谐农村的重点就是要首

先解决农民上学难、上学贵、辍学率高, 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

针对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国家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

费, 使问题有所缓解, 但义务教育之后的学费高、就业率低的现

状, 又使一些农民对接受教育持消极的态度, 致使许多人初中

毕业便辍学, 加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教育”不到位, 这影响到

了农村发展的后劲。看病难看病贵是困扰农民的又一个大问

题, 由于收入低且增长缓慢, 加之缺乏应有的医疗保障, 致使农

民的生命健康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4 .2  解决途径  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国家在政策和投入

上要向农村进一步倾斜。在教育上, 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 在成功的解决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通过政

策的优惠使更多的农民子女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同时把

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医疗上尽快建立与农

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农村药品供应和监管体系, 规范农村医

疗服务, 加大农村地方病、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力

度,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 积极推进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二是要靠农民自己解决问题。即在

国家优惠政策和加大投入的基础上, 通过广大农民积极性和

创造性的发挥, 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 通过不断增收缓解教

育和医疗上的困难。

5  结语

构建和谐农村, 就是要从和谐社会的内涵出发, 按照中

央确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要求 , 在经济、民主法治、精神文明和社会建设上抓住

重点, 逐步整体推进, 消除农村中的不和谐因素, 把群众满意

作为构建和谐农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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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也需要严格的质量管理。因此, 提高茶叶操作人员的技

术、加强其责任心, 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 , 完善企业的

质量管理流程就显得尤为必要。

3 .2 .3 人才。企业要开发产品 , 不能仅仅依靠当地原有的

基础技术员工 , 还应该引进科技人员, 积极更新原有产品,

开发新产品。在产业化进程中 , 企业直接面临国际市场, 因

此不仅要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 , 还应该引进具有国际视野

的管理人才, 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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