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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金华茶花业发展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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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中外名花。被誉为“中国茶花之

乡”的浙江金华市, 其茶花的产业化发展目前在全国处于领

先地位, 已成为该市郊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金华

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 属亚热带地区, 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酸性土壤 , 尤其适宜山茶的生长。茶花是金华传统的名特产

品之一 , 目前金华拥有占地20 余hm2 、总投资数千万元的中

国茶花文化园和占地4 hm2 、收集国内外山茶204 种的国际山

茶物种园, 仅该市婺城区竹马乡就有茶花基地333 hm2 等。

据初步统计, 目前全市茶花种植面积800 余 hm2 , 盆栽茶花

2 000 余万盆, 小苗2 000 余万株, 栽培品种1 000 余个, 年产值1

亿元以上。茶花作为金华的特色农业 , 在调整农村产业结

构,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增加农民收入 , 促进新农村建设等方

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 我国的茶花业整体上仍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 生产标准化、专业化

程度低等问题。笔者分析研究了金华茶花业的发展现状, 并

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旨在为又好又快地推动我国

茶花产业发展抛砖引玉。

1  金华茶花产业的发展现状

1 .1 生产日趋规模化  随着“中国茶花之乡”的命名和国际

山茶物种园的建设, 金华茶花基地建设逐步走向规模化。通

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了一批大户到茶

花基地落户, 基地建设规模已达到133 hm2 。同时, 涌现了一

批种植规模在6～7 hm2 以上的专业大户, 年销售额均在百万

元以上, 使茶花基地逐步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如成立于1999

年的浙江金华花之海园艺有限公司投资1 800 多万元、建设

基地60 余hm2 、拥有大棚温室10 万 m2 , 目前拥有茶花品种

270 余个, 年销售额达200 ～300 万元。金华的茶花种植已由

家庭分户种植发展到规模化种植 , 并不断朝着商品化方向发

展, 逐渐走进广大家庭与城市绿化队伍。随着科技水平的不

断提高, 茶花的栽培管理技术不断创新, 茶花品种也不断增

多, 茶花已成为金华农民一项重要的致富项目。

1 .2  技术日益成熟  金华700 余年的茶花栽培历史[ 1] , 使金

华茶花生产者积累了一套传统的栽培技术和经验, 加之现代科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金华的茶花栽培技术已更加成熟。随着大

批专业人才的培养, 新品种与新技术的引进, 单体大棚、连栋大

棚、喷滴灌等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 金华的茶花栽培

技术不断进步。金华的茶花栽培还造就了一批“土专家”, 例

如,金华市华锦园艺有限公司拥有12 hm2 花卉种植基地, 建有

花卉新品种研发中心, 公司的拳头产品是自行培育的茶花新品

种‘彩叶红露珍’。该优良品种由茶花品种‘红露珍’芽变获得,

经过7 年的观察试验, 该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及RAPD 技术分子

研究项目已通过国家鉴定。专家认为‘彩叶红露珍’作为观叶

观花相结合的茶花新品种, 具有形美、抗性强等特点, 可适宜露

地栽培, 并作为绿化树种向全国推广。

1 .3  营销网络遍布全国  目前, 金华花农在全国许多大中

型城市设有销售网点( 如江苏、上海、天津等省市) 。1997 年 ,

在杭州举办的华东地区首届花卉展销会上 , 金华茶花、佛手

被确定为主题花卉 , 这提高了金华花卉的知名度。目前 , 金

华茶花除销往全国各地外, 还打入了日本、新加坡等国际市

场。同时 , 金华建起了一个占地50 余 hm2 , 集生产、销售、旅

游、科研于一体的花卉苗木专业市场。如今 , 金华茶花销售

市场已覆盖上海、江苏、山东、福建等10 余个省市。

1 .4  着力弘扬茶花文化 金华有‘玛瑙茶’、‘十八学士’、‘雪

塔’等多个传统茶花精品。金华的历史名人对茶花也多有描

写,从中可以看出金华人向来有知茶花、爱茶花、咏茶花的传

统。1986 年, 茶花被定为金华市市花。多年的发展赋予了金华

茶花产业深厚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又培育出‘彩叶红露珍’、‘杜

鹃红山茶’等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新优品种, 随着金华茶花产

业化的发展, 茶花文化也得到了大力的挖掘和宣传。

1 .5 建立了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的成立, 示范、带

动了遍及邻近10 余个乡镇花卉苗木的发展。以先进的生

产、管理技术与销售网络为依托 , 做到了将生产、销售和品牌

推广为一体,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金华茶花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2 .1  种质资源保护和研究相对落后  我国是茶花的原产

地, 茶属植物的分布中心, 物种资源十分丰富[ 2] , 但茶花种质

资源保护研究和品种选育仍相当落后。2006、2007 年登录的

茶花新品种仅29 个, 并均是以自然变异方式获得的新品种。

而美国每年都有100 余个茶花新品种问世, 且是在人工干预

的情况下获得的[ 3] 。茶花长期的杂交育种, 目前国际上已有

3 万多个园艺品种选育成功, 现国际茶花协会登录的品种达

2 .2 万个。而我国山茶品种仅300 余个, 云南山茶140 余个 ,

可见差距何等之大[ 4] 。因此, 加强种质资源研究, 分地区建

立基因库亦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2 .2 生产规模偏小, 品牌意识不强  在金华现有的茶花专

业户中 , 百亩以上的种植大户较少。由于科技投入少, 茶花

品种的改良、培育与引进跟不上市场需求, 一些花农的专业

知识缺乏, 培育的茶花产品缺少市场竞争力。品牌意识差 ,

再加上大部分农户信息滞后, 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 缺乏危

机感, 这更进一步为茶花产业化发展带来了隐患。

2 .3 科技含量不高, 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目前 , 我国茶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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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水平仍较低, 茶花栽培基质的轻质化和无土化、茶

花的矮化处理、树冠造型、盆景艺术化既是产业发展的主导

方向, 也是目前栽培管理中急需重点攻关的领域。茶花产业

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参

与, 不能单靠一些花农盲目跟风与种植。因此, 当前要想实

现金华山茶花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就需要尽快提高从业

人员的素质。

2 .4  市场机制有待完善  目前, 中国茶花业仍处于市场发

育的初期阶段, 茶花尚未形成集生产、科研、销售、消费于一

体的完整的产业链 , 配套设施和服务也不够完善。

2 .5  管理体系不健全 种苗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需要专业

部门加强服务管理。目前, 行业管理部门存在着经费不足、

设备缺乏、缺乏种苗管理执法用车等问题, 这严重制约着行

业管理服务工作的开展 , 专业技术服务渠道不畅、信息服务

缺乏系统性、销售渠道不够通畅等问题显得愈加突出。另

外, 国家、省在种苗配套法规的制定上仍落后于产业发展, 机

构设置、人员配备无法满足种苗管理工作的需要, 这也是造

成行业管理较薄弱的原因之一。技术培训缺乏, 基层无相关

辅导人员, 基层协会由于缺少经费 , 无法开展工作。在扶持

营销大户、完善营销体系、鼓励到省外开窗口、绿化公司上资

质等方面欠缺优惠与奖励政策。

3  促进金华茶花产业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 .1 政府扶持是产业发展的保障  发展茶花产业需要政府

的有力支持, 政府应统一规划茶花基地 ,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

引导和组织成立茶花产业专业合作与中介组织, 推动产品上

规模、上档次。金华茶花在全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这离不

开金华市政府对茶花产业发展强有力的支持。如金华市婺

城区竹马乡是茶花的主产地和集散地, 该乡有16 个行政村 ,

几乎家家户户种茶花 , 全乡茶花的年销售额达8 000 余万元。

而近3 年来, 竹马乡用于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

投入达800 余万元[ 5] 。

3 .2  把握育种趋势, 培育新优品种 品种选育是茶花产业生

存和发展的核心。选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 也是茶

花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品种所发挥的

作用更为突出。目前, 山茶在花色和香味上也鲜有突破, 在全

球已知的上万个茶花品种中, 仅不到10 个品种具有或浓或淡

的芳香味, 且绝大多数品种不具有芳香味[ 6] 。培育花色丰富且

芳香的茶花品种, 是当今国际的育种趋势。当前, 茶花的育种

应在花色、香味、适应性、树型、花期及花形等方面突破。

3 .3 培育壮大茶花龙头企业 要想进一步促进金华茶花的

产业化发展, 就必须走“企业+ 农户+ 市场”的产业化发展之

路, 扶持壮大茶花龙头企业。有了龙头企业 , 茶花生产就有

了带动能力 , 能够开展科技攻关, 不断引进、培育、开发新品

种, 推广新技术 , 使茶花产业上规模、上档次, 提高科技含量。

与此同时, 着力延长茶花产业链, 做实每一个环节。在市场

竞争中, 经营者在降低或维持现有投入的情况下, 获得比现

实质量更高的产品, 这是增加利润的途径之一。要实现这一

目标, 就要有相应的行业合作, 如应用营养基质与肥料、促进

繁殖的试剂等研究成果, 使之变为批量专用商品, 投放市场。

这也是发展现代产业的措施之一。

3 .4  强化市场网络建设 ,积极发展信息交流服务  应建立

一个全方位的营销网络, 通过更为广阔的渠道推广金华茶

花, 打响品牌效应, 将茶花销售从区域化向全国化乃至全球

化发展。组织营销人员销售、建立茶花经销点、网上销售三

管齐下。强化营销网络建设 , 使更多消费者能方便快捷、互

动地进行信息交流, 使金华茶花真正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3 .5  重视科技 ,培养现代化人才  要切实加强花卉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 形成全日制与短期培训相辅相成的人才培养体

系, 为花卉业发展培养合格的有技术、懂市场、善管理的复合

型人才。充分发挥各级花协作用, 通过采取短期培训和专题

讲座等多种方式, 帮助花农掌握各种实用的生产栽培技术 ,

解决花卉生产企业和花农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做好综

合技术服务。

3 .6  培养消费新观念, 引导茶花消费  在继续抓好茶花生

产的同时, 应将如何扩大茶花消费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生产 , 努力开发茶花新品种 , 以满足人们

对茶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努力普及茶花知识 , 宣传茶花

文化, 用茶花美化环境、美化生活、陶冶情操, 坚持扩大茶花

的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让茶花走进千家万户。利用每

年茶花盛开的时节, 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茶花旅游、茶花会展

等领域。如2003 年3 月 , 金华举办的国际茶花大会为金华茶

花产业发展、品牌提升、城市建设、旅游经济带来了好处。文

化是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茶花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对茶花文化的挖掘和整理 ,

通过弘扬茶花文化, 引导茶花消费, 繁荣茶花市场, 促进茶花

生产, 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3 .7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自1999 年中国花协茶花分

会率团参加日本国际茶花会议以来, 我国茶花界参与国际交

流活动日益增多, 每届国际茶花会议, 中国代表团都是参加

人数最多的代表团之一。国际茶花协会中国区会员从数十

人发展到263 人 , 是国际茶花协会会员人数最多的国家[ 2] 。

今后, 茶花工作者要继续在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 ,

争取中国茶花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 充分利用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 促进我国茶花科技进步和创

新, 提高我国茶花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4  结语

我国茶花业经过近30 年的恢复和发展, 生产规模迅速

扩大, 市场消费稳步增长 , 特别是近两年来茶花价格坚挺、销

售火爆 , 市场前景看好。但是 , 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金华乃

至全国的茶花产业整体上仍存在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生产

标准化与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 茶花的产业化发展任重道

远。因此, 必须努力加强金华茶花业的发展 , 以提高我国茶

花业在国内及国际中的地位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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