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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屏山县茶农生产状况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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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屏山县是四川省优质绿茶生产基地 , 四川省第一批优质茶叶生产基地和四川省出口茶叶生产示范基地,

四川省优势特色效益农业基地以及四川省茶叶产业发展十大核心县之一。通过对四川省屏山县茶农生产状况

的调查, 了解四川省屏山县茶农生存的基本状况, 对茶农生产情况进行深层次的比较, 尝试提出一些解决和

改善茶农生存状况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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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 Farmers Production Condition Investigation

in Pingshan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LIXue2kun, ZHU Ke2x i
( Co lleg e o f E conom ics andM angem ent, Yunnan Agr 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 ing 650201, Ch ina)

Abstract: Pingshan county is the high quality g reen tea product ion base in S ichuan, the first batch of

h igh qua lity tea product ion base and the export tea product ion demonstrat ion base, the superio rity char2

acteristic benefit ag riculture base as w ell as the tea industria ldeve lopm ent one of ten b ig core coun ties.

Th is article through invest igat ion of product ion cond it ion to tea farm er o f S ichuan P ingshan county, an2
alyzes the reason of the surv ival cond ition, compares in2depth to production conditions for tea farmers.

The attempt proposed that some so lve and improve the tea farmer to produce the surv ival cond it ion the

counterm easure and th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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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与分析方法

(一 ) 调查目的和意义

通过调研, 一方面了解四川省屏山县茶农的

生产、生活状况; 另一方面,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

实地走访, 分析当地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

素, 评价当地茶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该地

区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出路, 为四川省屏

山县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产业政策思路。

(二 ) 调查方法

在此次入户调查中, 采取了抽样调查、重点

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四川省屏山

县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料以及笔者对屏山县茶

叶产业的了解, 最终确定三个有代表性的乡镇,

分别是锦屏镇、龙华镇和大乘镇, 每个镇选择 3

个自然村 (茶叶生产水平高、中、低 ) , 每个自

然村至少调查 10户农户。

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茶场工人、管理人员及



相关负责人、茶商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 并

对于问卷上涉及不到的一些定性问题进行笔记的

记录, 以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 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屏山县是四川省优质绿茶生产基地, 四川省

第一批优质茶叶生产基地和四川省出口茶叶生产

示范基地, 四川省优势特色效益农业基地以及四

川省茶叶产业发展十大核心县之一。

屏山全县共辖 16个乡镇 (其中 2个少数民族

乡 ), 261个行政村, 1 729个村民小组, 总人口

291324万人, 农业人口 26113万人。全县以种植业

为主, 属典型的山区农业县。2007年农村经济总收

入 87 681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2 674元。茶叶是全

县农村经济的骨干项目、支柱产业, 农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

被调查茶农中, 男性占 43%, 女性占 57% ,

其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64%, 小学文化程度

31%, 另有 5% 的被访者为文盲。户均人口 416

人, 户均劳动力 217人, 户均茶地 0139公顷。

(二 ) 调查点茶农生产状况

11茶农的种植收入结构

在屏山县茶叶产业经济中, 茶叶收入在农户

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调研中抽样的数据见表

1, 2。

表 1 屏山县样本农户年平均收入及其组成 元 /户

时间 全年总收入 茶叶 水稻 玉米 小麦 油菜 水果 烤烟 其他

2007 31 8901 1 11 2171 5 2 5481 48 1 6701 92 1 075 1 250 4 352169 3 000 6 775149

2008 34 6581 9 11 4651 7 2 6001 65 1 8801 62 1 175 1 500 6 115177 3 000 6 921115

  数据来源: 2009年 8月对四川省屏山县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表 2 屏山县样本农户年平均收入及其组成 %

年份 茶叶 水稻 玉米 小麦 油菜 水果 烤烟 其他

2007 351 18 71 99 51 24 3137 31 92 131 65 9141 21125

2008 331 08 71 50 51 43 3139 41 33 171 65 8166 19197

  数据来源: 2009年 8月对四川省屏山县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由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在被调查的农户

中, 2007年茶叶收入 11 21715元占全年总收入
31 89011元的比重为 35118%, 2008年茶叶收入

11 46517元占全年总收入 34 65819元的比重为
33108%, 均排在收入构成中的第一位; 同时, 茶

叶收入已经由 2007年的 11 21715元 /户增加到

2008年的 11 46517元 /户, 户增 24812元, 增幅

2121%, 表明屏山县茶农对茶收入的依赖。随着

屏山县政府对茶叶产业的重视, 茶叶收入已经在

农户收入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21茶农选择种茶的原因
茶农选择种茶的原因: 有 87178%的茶农是

源于当地的种植习惯, 有 70%的茶农认为经济价

值高, 另有 64144%的茶农认为是当地的自然条

件适宜发展茶产业。即便是在 2008~ 2009年茶叶

价格普遍降低的情况下, 屏山作为西南地区茶叶

主产区, 茶叶面积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缩减情况。

因此屏山县一直被确定为四川省优质绿茶生产基

地, 四川省第一批优质茶叶生产基地和四川省出

口茶叶生产示范基地, 四川省优势特色效益农业

基地以及四川省茶叶产业发展十大核心县之一。

31茶农种植的品种

屏山县的绿茶生产占绝对主导地位, 在受访

的茶农中, 有高达 93133%的茶农生产的茶叶种
类均为绿茶。由于生产绿茶的鲜茶是中、小叶茶,

因此在屏山县, 有 91111% 的茶农选择种植中、
小叶茶, 只有 1111%的茶农种植大叶茶。一般而
言, 当地种植和生产的茶类与当地的消费习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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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关系, 因为绝大多数的茶叶生产是为了当地

及其附近地区的茶叶消费而进行的, 而四川省恰

恰有悠久的喝绿茶的传统习惯。

41茶叶生产面积、产量、价格和商品率
在调查户中, 2008年户均经营面积为 01389

公顷, 平均单产为 6 07315千克 /公顷, 平均总产

量为 2 183173千克, 销售 2 063189千克, 商品率

高达 94151%。由于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

有 98177% 的茶农采摘的鲜叶都是送到专业的加
工厂统一进行初制和精制加工。

51种植无公害 /绿色有机茶情况

在是否施用化肥的问题上, 有 86167%的茶

农不愿意施用, 其原因不是该地茶农主动地组织

生产绿色产品, 而是由于茶叶价格低下, 茶农不

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 在这种社会经济组织

机制的结构条件下, 一旦茶叶价格上扬, 化肥的

使用数量会急剧增加。而在害虫防治方面, 有

88189%的茶农采取喷洒农药的措施, 而其他的防

治方法却很少。在是否种植生态茶和有机茶方面,

受访农户无一种植。而有 64144%的受访茶农根
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茶和有机茶。在目前茶叶市

场还不规范, 消费者的生活水平较低的环境条件

下, 茶农种植生态茶和有机茶等无公害 /绿色农产

品, 还需要靠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才能持

续进行下去。

三、存在的问题

(一 ) 茶产品科技含量低, 农残及卫生质量

问题不容乐观

屏山茶叶生产从总体上看, 虽然发展比较

快而且已有相当基础, 但还处于数量型、低质

量、低效益的阶段, 产品科技含量低, 农残问

题及卫生质量问题不容乐观。由于没有统一的

产品生产制作规程和标准, 没有对农残问题及

卫生质量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督, 且茶叶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弱, 深加工产品开发力度不强, 导

致产品效益不高, 在遇到茶叶价格波动时, 非

常容易使茶农利益受损。

(二 ) 缺乏龙头企业支撑

茶叶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在屏山县现有的茶

叶加工企业中, 规模较大的企业只有 2家, 虽有

一家企业为市级龙头企业, 但却无法成为茶叶产

业的领头军。现有茶叶企业大部分生产规模小,

技术力量薄弱, 对鲜叶的接纳程度有限, 市场份

额低。由于没有精深加工企业, 整个屏山县茶叶

综合利用率低, 造成茶叶资源严重浪费。

(三 ) 销售网络不健全

在所调查的 9家茶厂中, 仅有 2家在成都设

有批发经营部, 1家在宜宾设有批发经营部。大

部分茶叶企业市场营销观念和手段落后, 只侧重

于本地销售, 基本上没有健全的销售网络, 都只

坐等客户上门。

(四 ) 资金投入不足

由于屏山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茶农收入相

对偏低, 对种茶的持续投入比较吃力。一般种茶

要到第 4年才产生收益, 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难

以收回, 农民主动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不高;

茶企业资金比较困难, 另外国家的经济扶持政策

也较少。

四、对策与措施

(一 ) 加强对茶农的培训

由于屏山县有高达 93%的茶农从未参加过

任何的技术培训, 所以加强农户的技术培训,

提高其栽、种、管理的能力, 改变传统的习

惯, 就显得尤其重要。目前农业技术培训主要

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技术服务部门组织

的茶叶专业技术、技能培训, 二是茶叶企业

(集团 ) 组织的培训。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组

织形式, 对茶农的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现代茶产业应该

走绿色、有机、生态发展之路, 因此在技术培

训和观念转移中, 应该强化低污染, 无公害的

技术, 如在病虫害的防治上应该培训农户将以

生物防治为主, 其他为辅的生态方法。

(二 ) 走茶叶产业化道路

以县内龙湖名茶有限责任公司、玉屏春晓茶

厂、林峰茶厂、岩们永强茶厂等企业为龙头, 实

施 /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组织 (大户 ) + 基地

+农户 0 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延伸茶叶产业链

条, 发展茶叶精深加工和特色加工, 引导茶农向

茶叶经济人转变; 通过茶产业专业合作社, 实现

规模经营, 使种植、生产、销售等各方面都实现

了优化组合, 提高整体效率, 茶农也能从中获得

了茶叶经营增值的效应。茶收入增加了, 种茶积

极性也会随之提升, 从而也有利于屏山县整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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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

(三 ) 大力发展有机茶

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 人们对生活品质

和身体健康的关注, 有机生态茶的前景空间广阔。

茶农和企业应该按照绿色、生态标准来种植、加

工茶叶, 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则应该对茶叶

种植、加工、流通等各环节的质量进行全过程监

控, 消除二次污染, 使茶叶质量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

(四 ) 改良品种, 提高茶叶香气和机能性营

养成分

屏山县茶园良种化程度低。全县无性系良种

茶园面积占茶园总面积的 15% , 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16%。这与 5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6 提出的

2010年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占 30%和 2030年基

本实现良种化目标差距较大。现在生产上推广应

用的茶树良种品种也相对单一, 品质特征不够突

出, 香气缺乏特点且清淡不持久, 机能性营养成

分含量低且不具特色。改良和推广茶树良种, 走

农业科技入户的路子, 加大高香、高机能营养成

分含量的特色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五 ) 发挥基层政府的宏观扶持力度

调查农户反映, 地方政府不给予他们补贴,

也不管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建议地方政府

给予他们一些宏观上的政策扶持。如: 定期地提

供并发布茶叶市场供求及价格信息; 对一些相对

弱小劳力缺的农户, 适当给予一些补贴并帮助联

系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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