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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茶葉生產和消費國，其茶產業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成

熟的供應鏈系統，為了深入了解中國茶葉市場的現狀以及其產業發展模式，本次

考察活動選擇福建省作為主要地點，該地區在中國茶產業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優

越的自然條件適合茶樹的生長，並產製各種茶類，擁有豐富的種植與加工經驗。

本次藉由考察大田美人茶文創園、安溪茶城、閩南茶都及廈門天成茶葉市場，深

入了解該區域茶業的供應鏈、產銷模式及創新應用，並讓我們從多層次、多角度

瞭解福建茶產業的運作模式，特別是其數位化轉型、文化創意與產業的結合等，

對於臺灣茶業的發展提供參考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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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文 

一、緣由 

隨著全球茶葉市場的穩步增長，特別是在亞洲地區，茶葉消費文化越來越濃

厚。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茶葉生產和消費國，其茶產業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成

熟的供應鏈系統。儘管臺灣茶葉具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但中國茶葉在全球市場

上的競爭力與日俱增。為了解中國茶葉市場的現狀以及其產業的發展模式，本次

考察選擇了福建省，因該省在茶葉的種植、生產、加工、等方面都有較為先進的

經驗，且在中國茶葉市場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考察過程中，我們聚焦於了解中國

茶葉的生產、加工、包裝及銷售等整體產業鏈的運作模式，同時也對創新技術的

應用進行探討，這些經驗將對提升臺灣茶葉的全球競爭力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目的 

此次福建茶產業考察活動的目標如下： 

(一) 考察中國各大茶市場的結構及運行模式：了解中國主要茶市場的經營模式以

及如何有效地整合資源，並深入了解其在茶葉流通方面的優勢，學習中國茶

產業在不同市場的經營管理經驗。 

(二) 分析創新技術的應用：研究中國茶產業鏈中創新技術的應用，特別是在茶葉

加工、包裝和物流服務等領域的具體實踐，了解這些技術對於提升茶葉生產

效率、降低成本以及保證品質穩定性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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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 

日  期 行          程 

8/17(日) 
桃園機場→參訪大田美人茶文創園，了解美人茶產業及其推廣

模式。 

8/18(一) 
考察安溪茶城，了解其作為茶葉交易中心的運作模式，特別是

數位化銷售與產業鏈整合方面的經驗。 

8/19(二) 
考察閩南茶都，觀察其如何利用創新技術和電子商務進行茶葉

交易和推廣。 

8/20(三) 
考察廈門天成茶葉市場，了解其作為中型茶葉交易市場的多樣

化服務及茶葉市場流通模式。 

8/21(四) 回程由廈門機場至桃園機場 

 

 

四、考察過程及內容 

(一)大田美人茶文創園 

1. 背景概述   

大田美人茶文創園是大田縣的核心產業之一，也是中國美人茶的主要生產

基地。美人茶即臺灣的東方美人茶，該地政府引進技術後經過多年發展，大田縣

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美人茶產業。大田美人茶結合了當地的生態環境與文化創

意，形成了高附加值的產業鏈。此次考察了大田美人茶的種植條件、生態優勢及

市場推廣模式，以及當地茶企業的經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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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為大田美人茶主題廣場及茶調飲商家，廣場常舉辦各種茶文創活動，如

2022年曾舉辦第三屆大田美人茶開茶節。 

 

 

圖二、50幾家茶企業已進駐該文創園區，包含茶行、茶文化體驗館及茶包裝商

家，已形成完整之茶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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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態環境與生產模式   

大田縣位於中國福建省，屬於典型的高山地區，該縣氣候條件非常適合茶

樹生長。該縣擁有超過 10萬畝(6600公頃)的茶園，90%以上的茶園位於海拔 800

至 1200公尺之間，溫暖潮濕的氣候以及充足的雨水為茶樹的生長提供了優越的

自然環境。二十餘年前有批台商從台灣引進青心大冇茶苗栽種，從事美人茶的產

製工作並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大田逐漸變為美人茶重要的生產基地。美人茶的

生產採用生態友善的方法，並注重維護當地的生態環境，以保證茶葉的品質穩定

性。根據大田縣的統計數據，該縣年產美人茶 4300噸，佔中國美人茶總產量的

70%以上，顯示了大田在中國美人茶產業中的核心地位。 

 

3. 文創產品與市場推廣   

當地政府與企業於 2022年合作創辦了大田美人茶文創園，園區內已進駐超

過 50家茶企業。透過茶葉的種植、加工、銷售等全產業鏈的整合，並結合文化

創意，積極推廣大田美人茶文化。園區定期舉辦全國美人茶鬥茶賽等系列活動，

如茶藝比賽、製茶比賽(約 100組參賽)、茶文化講座、茶葉品鑑會等，吸引了更

多遊客與消費者前來了解並體驗美人茶的魅力，大幅提升了茶葉產品的附加價值，

也為當地茶產業與文化觀光注入了新的活力。 

 

 

圖三、美人茶產品可分為一般盒裝(綠框處)及 PVC透明外盒小包裝(黃框處 6-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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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與本國最小包裝 75g/包不同，顯示民眾泡茶習慣不完全相同。 

 

(二)安溪茶城 

 

圖四、安溪中國茶都之入口 

 

1. 背景概述   

安溪縣是中國烏龍茶的發源地，擁有悠久的茶葉種植和製茶歷史，安溪茶

城被譽為中國的“茶都”，這裡是中國烏龍茶、特別是鐵觀音的重要交易中心，該

建築面積約達 18萬平方公尺，內有 1800個店舖、3000多個茶葉交易攤位，該

建設是為滿足茶葉交易的需求，它集茶葉生產、加工、銷售、包裝和物流於一體，

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結構，不僅提高茶葉的生產和流通效率，亦促進了茶葉

市場的穩定發展。 

 

2. 產業鏈整合與運作模式   

安溪茶城內的茶葉交易模式非常靈活，茶商可以在這裡完成從茶葉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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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到銷售的所有環節。這樣的產業鏈整合極大地提高了茶葉的流通效率，減少

了中間環節的時間與成本，並使得茶葉生產和銷售的整個過程更加透明和高效。 

3. 數位化銷售與市場推廣   

在數位化轉型方面，安溪茶城走在了中國茶葉市場的前列。許多商家通過電

子商務平台進行茶葉銷售，這些平台包括淘寶、京東等。商家們通過這些電商平

台將茶葉銷售到全國乃至全球，擴大了市場範圍。此外，直播銷售的興起更是大

大促進了茶葉的銷售額。直播銷售通過即時互動，讓消費者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

茶葉的品質和生產過程，增加了消費者的信任感。 

 

 

圖五、茶葉市場各茶類茶商雲集，販售茶類主要以安溪鐵觀音、烏龍茶及紅茶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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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茶都區域內之茶葉批發商及店鋪 

 

 

 

圖七、小包裝之自動茶葉分裝機非常常見，約 8秒完成一包茶葉分裝，依照機型

不同具有包裝整形、抽真空及列印日期等功能，售價折合台幣約 15-2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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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閩南茶都 

1. 背景概述   

閩南茶都是泉州市一個重要的茶葉交易市場，這裡主要以烏龍茶、鐵觀音等

茶品為主。閩南茶都不僅是一個傳統的茶葉交易市場，還結合了現代化的數位技

術，利用電商平台和直播工具進行茶葉推廣。這樣的數位化模式大大提高了市場

的流通效率，並促進了茶葉的銷售。 

 

2. 市場運營與數位化技術應用   

閩南茶都的市場結構非常完整，從茶葉的生產、加工到銷售，市場內的商家

提供了一系列配套服務。商家們積極運用數位化技術，通過電商和直播進行茶葉

銷售，這些技術的應用極大地提升了茶葉的市場競爭力。特別是在直播銷售方面，

商家通過與消費者的即時互動，提高了消費者的購買欲望，這樣的銷售模式讓茶

葉銷售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線下市場，成功打入了線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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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閩南茶都之入口及該區域之商家 

 

 

圖九、小包裝茶葉在福建省非常常見，是銷售主力產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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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短影片社交平台上之閩南茶都相關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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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廈門天成茶葉市場 

廈門天成茶葉市場是中國南方地區一個中型的茶葉交易中心，市場內匯聚

了來自中國各地的茶葉，提供了多樣化的產品選擇和服務。天成茶葉市場展示了

中國茶葉市場的多樣性和市場運營的靈活性。此外，市場內還有許多與茶葉相關

的周邊產品展示，例如茶具、包裝材料等，這些產品展示了中國茶葉市場的多元

化發展。 

 

圖十一、天成茶葉市場區域內茶葉相關的周邊產品之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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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天成茶葉市場內部店家，部分商家未開店，消費者較少 

 

(五) 金融茶事件 

在本次考察的前一周，廣州芳村發生金融茶事件，該事件猶如龐式騙局，

藉由炒作茶葉並提供高額但不合理的收益，達到吸金的目的，涉及金額達上百億

人民幣，部分茶商禁不住誘惑致使蒙受損失，我們拜訪的幾家當地茶商皆有提到

這此事件，且消費者買氣多少受到影響。 

 

肆、檢討與建議 

1. 品牌建設與市場推廣：大田美人茶結合文化創意與產品推廣是提升茶葉附加

價值的重要途徑，臺灣茶業在品牌建立上可強化文化與創意的結合，以提升

茶葉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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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大田美人茶正推廣發展中，由於當地種植不少地方品種，品質參差不一，

加上製茶技術有待提升，要生產高優質的東方美人茶有待觀察。本次也取得

不少美人茶茶樣，將進行品質及微量元素分析探討。 

3. 數位化技術的應用：閩南茶都的數位化轉型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電子

商務和直播技術的應用不僅可提升茶葉銷售額，還能擴大了市場覆蓋面。臺

灣茶業亦可積極引入這些技術，利用電商平台和直播技術擴展市場。然我們

在訪談中也發現營銷成本可能占比過大，須特別控制此部分支出以維護茶葉

品質。 

4. 產業鏈整合與完善：本次所參訪的四個產業聚落的產業鏈完善，可提升茶葉

的流通效率，臺灣茶業亦可加強產業鏈的整合，提供一站式的茶葉生產與銷

售服務，以提升消費者購物的便利性。 

5. 文化推廣與產品多元化；中國茶產業非常重視茶文化的推廣，這對於提升茶

葉的品牌形象至關重要。臺灣茶業可加強文化推廣，透過舉辦茶事活動和推

出文創產品，增加茶葉的文化附加價值，進而提升市場競爭力。 

 

伍、結語 

此次考察讓我們深入了解福建茶產業在品牌建設、創新技術應用及產業鏈整

合方面的產業經驗，這對於臺灣茶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未來，臺灣茶業可

參考中國的茶產業整合模式，積極推動品牌發展、數位化轉型以及產業鏈的完善，

以維持茶產業的永續發展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