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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是河南的主要茶叶产区， 茶叶种植历史
悠久。 据检验检疫统计， 2013 年河南茶叶出口
3�565.6�t， 货值 2�025.34 万美元； 2014 年 1�— 11
月， 河南茶叶出口 4�313.4�t， 货值 1�821.07 万美
元。 为提升信阳茶叶国际竞争力， 笔者基于数据
分析， 探讨信阳茶叶出口存在问题， 并针对问题，
提出相关对策。
1���信阳茶叶出口现状
1.1 信阳茶叶出口生产企业情况

信阳地区目前具备茶叶（产品）的出口企业数
家。 信阳首家出口茶叶公司信阳红红茶业有限公
司的“九拓”牌信阳红茶经深圳口岸出口香港， 获
得巨大好评。 加上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
省信阳卢氏茶叶有限公司、 新县华隆茶业公司、
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等新型茶企的巨大
资金投入， 共同培育和发展新品， 信阳茶叶出口
新的增长点正在形成。

由 2014 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整理的数据可以
看出， 我国的茶叶生产企业仍是南方茶企占主导
地位。 以福建省为列， 中国茶企百强就占到 17
家； 安徽次之， 有 11 家。 不难发现， 南方茶企占
大半。 虽然近年来河南大力发展信阳茶叶产业，
但是仍不足以与南方茶企竞争， 更无力与大茶企

在国际上竞争， 仅靠“信阳毛尖”这块金招牌， 不
能与其匹敌。 虽然信阳市信阳龙潭毛尖、 仰天雪
绿公司等企业在百强企业中占 4 席地位， 但茶叶
出口且占百强的仅有龙潭毛尖公司一家。
1.2 信阳茶叶出口目标市场

2005 年， 信阳茶叶出口目标市场仅有阿尔及
利亚。 2014 年， 目标市场增加到阿尔及利亚、 马
里、 利比亚、 越南、 贝宁、 乌兹别克斯坦、 俄罗
斯及我国的香港等 17 个国家地区， 广泛分布于中
东、 中亚、 东南亚、 非洲等新型茶叶消费地。 根
据信阳近些年的出口销售市场可以看出， 信阳茶
叶的出口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非洲、 亚洲等欧
洲部分国家， 多为新型市场， 可以占领一席地位，
但风险也很大。
1.3 信阳茶叶的出口业务数据

信阳是河南的主要茶叶产区， 2005 年， 国家
给河南茶叶出口配额仅 100�t， 经企业争取， 当年出
口 175.0�t， 货值 10.00万美元。 国家 2006年取消茶
叶出口配额制度后， 河南茶叶出口增长较大。 据检
验检疫部门统计， 2013 年， 河南茶叶出口 3�565.6�
t， 货值 2�025.34 万美元； 2014 年 1�—11 月， 河南
茶叶出口 4�313.4�t， 货值 1�821.07万美元（表1）。

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 信阳茶叶占全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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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茶叶出口份额， 2014 年共检验检疫出口茶
叶 92 批次， 4�650.82�t， 货值 1�285.38 万美元， 与
2013 年全年相比， 批次、 数量、 货值分别增长
46% 、 52%和 36% ； 不合格 0 批， 退运 1 批，
60.00�t。 2014 年与 2013 年出口货值增涨明显， 总
体呈上升趋势。 2013 年以前出口都是走低端市场
且全部是绿茶， 2014 年首次实现信阳红茶出口，
走的是中高端市场。
2���信阳茶叶出口存在的问题
2.1 在全国出口比重小， 地位低

河南茶叶出口（信阳占90%以上）虽然取得了很
大进步， 但还是低水平上的快速增长。 与其他省
区横向比较， 在全国比重较小， 地位较低。 2013
年， 全国茶叶出口 32.58 万 t， 河南仅占 1.12%，
未进入全国茶叶出口前十； 与茶叶出口第一省浙
江相比， 仅为其出口量的 1.8%。
2.2 茶叶出口原料基地未备案

2012 年 4 月 5 日， 我国国家质检总局制定实
施《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备案管理规定》， 要求茶
叶生产加工企业、 种植场、 农民专业合作化化经
济组织或者行业协会等独立法人的茶叶种植场向
所在地经验检疫机构提出备案。 进行备案申请有
严格的条件， 如土地固定连片， 隔离带达到检疫
机构确定的面积要求； 大气、 土壤、 用水等符合

国家要求； 有专门或专人负责农药等农药投入品
的管理， 农业投入品符合我国和进口国的法规要
求； 有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具有植物保护
基本知识的专职或者兼职植保员等， 有这些严格
的要求并不是多数企业、 组织和协会能达到的。
随着信阳茶面面积的逐年扩大， 有些茶农、 生产
茶叶企业在种植茶叶过程中有不按照规定标准使
用农药、 化肥的现象； 流通监管过程中存在非备
案基地茶叶原材料进入出口茶叶链的情况； 同时
加工过程中没有严格控管， 导致非备案种植基地
茶叶再次流入， 这些因素增加了信阳茶叶出口的
风险。
2.3 茶叶农药残留超标问题突出

中国被公认为世界上茶叶出口国中茶叶农药
残留超标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多年来， 农药残留
一直是中国茶叶品质危害的首要因子， 包括有机
磷农药、 拟除虫菊酯农药及其他农药等。 氰戊菊
酯、 甲氰菊酯、 S-421（氯二丙醚）、 硫丹、 三氯杀
螨醇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曾相继是中国茶叶农药
残留超标最为突出的几种农药。 信阳茶叶产业化
程度不高， 茶农多数缺乏病虫害科学防治知识、
已致信阳茶叶农药残留问题屡被媒体曝光， 据央
视报道， 2013 年河南信阳茶区的大量“农药”茶流
出， 引发消费者对信阳市茶叶安全的疑虑， 势必
影响信阳市茶叶出口。
2.4 品牌、 品种非协调发展
2.4.1����龙头企业少 信阳出口茶叶企业中龙头企
业少。 据悉， 河南年茶叶出口超过 1�000 万美元的
企业几乎没有， 发展至目前， 河南全省仅有 7 家
出口茶叶企业。 信阳出口企业规模偏小， 品牌不
响亮， 国际竞争力不足。
2.4.2����品种出口单一， 产品价值低 信阳茶叶出
口目标市场主要为非洲、 中东、 中亚， 出口产品
绝大部分为低档绿茶、 初级产品， 产品价值较低，
企业获得的经济效益较低。 在当前国际茶叶贸易
市场中， 全球出口总量的 80%以上主要为红碎茶，
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美国等国家地区需求量大，
而信阳目前红茶产品出口量少， 仅依靠少数企业，
必定难成气候； 同时夏秋茶利用率低， 出口资源
严重浪费。 信阳主要茶区重视春茶采摘生产， 而
对夏秋茶的采摘利用重视程度不够， 而出口茶叶
大量采用的是夏秋茶原料， 茶叶出口资源浪费严
重。

年份 重量
（t）

货值
（万美元）

2005 175.0� 10.00�
2006 652.7� 83.20�
2007 297.6� 63.30�
2008 238.3� 92.60�
2009 1�073.3� 277.00�
2010 2�104.7� 653.20�
2011 1�755.2� 645.20�
2012 3�011.0� 1�149.00�
2013 3�565.6� 2�025.34�

2014（1�—11月） 4�313.4� 1�821.07�

表 1 2005 — 2014 年信阳茶叶出口情况譹訛

譹訛数据来源于信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表 2 2013—2014年信阳茶叶出口业务数据譹訛

2014年
重量
（t）

货值
（万美元）

批次
（次）

重量
（t）

货值
（万美元）

3�048.28 948.45 91 4�645.46 1�276.00
0 0 1 5.36 9.64

3�048.28 948.45 92 4�650.82 1�285.00

2013年
批次
（次）
63
0
63

产品

绿茶
红茶
合计
譹訛数据来源于信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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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遭遇发达国家绿色壁垒限制
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 以保护环境

和人类健康为目的，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技术标准
和条例对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生命周期链条上
的各个环节加以限制， 从而让国外达不到本国要
求的产品不能进入本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全球遭遇经济危机， 经济出现下滑， 更需要设置
绿色壁垒， 来保护本国经济发展。
3���信阳茶叶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
3.1 茶园基础相对薄弱

信阳茶叶园始建于 20 世纪 60�— 70 年代， 基
础差， 建设标准低， 产出水平低下。 据悉， 经过
多年的努力发展， 信阳市茶园生产基地达到 16 万
hm2， 从业人员 120 万人， 家庭式的作坊生产、 加
工、 分散经营不断扩大， 种植园基地无备案面积
广。 虽然近年来无性系良种茶已近 3.7 万 hm2， 良
种茶普及率达 23%， 仍不足 30%以上标准， 远低
于国内茶叶主产省福建（95%）， 低于国外茶叶主产
国日本（78.3%）、 肯尼亚和马拉维达（100%）， 严
重制约了信阳茶叶生产的健康、 持续发展。
3.2 茶叶种植、 加工不达标

信阳市有关部门曾大力鼓励和推荐广大茶农
在茶叶生产中利用物理自然疗法， 如隔离带、 太
阳能灯光诱虫、 黏虫板杀虫等传统方法， 但这些
自然物理疗法成效慢， 成本高额， 故而使用价格
低、 毒素强、 见效快的农药， 导致茶叶质检不合
格［1�］。 这些年， 国际茶叶检验标准总是超前， 我
国在标准上没跟上步伐， 信阳市又在质检某些方
面未与我国最低农药限量标准同步， 导致茶叶产
品农药超标严重。

信阳地区除几家龙头企业外， 其余都是小生
产、 小作坊、 分散经营， 生产设备旧， 深加工更
是低下， 茶叶科技含量和品质低， 出口的大部分
是初级产品； 茶叶炒制生产中只重视茶叶的色、
香、 味、 形， 忽视生产卫生条件特别是清洁生产，
导致茶叶质量安全问题的现象依然存在； 现有检
测设备陈旧， 检测科技手段落伍， 很难进行有效
的源头监控， 影响了茶叶的质量安全。 在茶叶生
产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 盲目进行茶叶生产包装
对外销售， 是制约信阳茶叶向国内外市场发展、
扩大的主要阻碍。
3.3 产业链条延伸不够

信阳市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 以散形茶为主，

整茶为辅， 茶农普遍重春茶、 轻夏秋茶， 导致茶
叶季节竞争缺档， 消费人群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
的中低档茶叶投放数量极少。 同时国际竞争中其
他名茶主要主要借助夏秋茶占领市场， 而信阳茶
叶不能做到春茶、 夏茶、 秋茶兼顾， 不能实现茶
叶资源的有效利用， 难将茶叶资源优势变为经济
优势。

茶叶企业整体实力不强， 精深加工水平不够
强， 茶叶产品附加值不高。 信阳市茶叶生产多为
农户分散种植和小茶厂加工， 规模化、 专业化、
组织化程度不高， 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 抗风险
能力较弱， 龙头企业少、 带动力不强， 茶叶公司
与原料生产基地、 农户合作不紧密， 可以说茶叶
生产已经从茶农的谋生手段转变为谋利手段， 由
于自身经营体系的产、 供、 销一体化尚未形成，
造成茶叶综合利用水平较低， 茶食品、 茶饮料、
茶保健品、 茶工具、 茶旅游文化等尚处于开发起
步阶段。
3.4 龙头企业少， 品牌效应弱

信阳市茶叶企业拥有注册商标品牌的达几百
家（包括专业销售茶商）， 但知名品牌却少之又少。
长时间以来， 信阳绿茶发展中积累形成了“假、
大、 空” 的怪象。 在信阳茶叶产业貌似极其繁荣
的背后， 隐藏着品牌的危机， 没有品牌， 就没有
市场竞争力。 河南最大的省级龙头企业“五云”“文
新”和“蓝天”等品牌的市场占有总量也不到 200�t。
同时也遭到国内外品牌的双重夹击 ， 国内， 八马、
中茶、 君山， 浙茶、 吴裕泰、 竹叶青、 萧氏、 大
益、 天福、 天方等中国十大品牌夹击着以信阳毛
尖为阵营的五云、 文新等省内龙头品牌。 国外，
自从英国立顿进入中国茶叶市场后， 为我国茶叶
市场带来机遇， 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它不
仅抢占了几乎 80%的市场份额， 还通过在中国收
购茶叶后深加工包装后再销售， 抢占我国的茶叶
资源， 赚取巨额利益， 同时更有一批批国外品牌
虎视眈眈， 如川宁、 亚曼等。 国内外大品牌冲击
给信阳毛尖国内和国外市场竞争带来了巨大冲击。
信阳茶产业缺乏长期和整体营销战略， 公用品牌
和企业自有品牌市场开拓力度小， 以致在国内外
市场占劣势地位； 同时品牌建设滞后， 经销商仿
冒品牌泛滥， 经常打着“假李鬼”的旗号， 到处贩
卖附近湖北及其他地区生产的假毛尖， 从而消费
者对其品质不敢相信， 即使有 26 万元 /kg 的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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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 也鲜有人问津。
3.5 主要发达国家设置绿色壁垒

全球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人们绿色环保
意识与日俱增， 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制
订极其苛刻的进口标准， 世界贸易组织在制订相
关法律法规时也在客观上为发达国家实施绿色贸
易壁垒开了“绿灯”［2�］。

日本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尤其是在茶叶
市场， 但是几年来， 日本提高了我国茶叶进口农
药残留限量标准， 以确保本国的食品质量安全。
欧盟也是我国茶叶主要进口地区， 他们甚至不生
产茶叶， 但是为消费者的安全， 制定了最严格的
标准， 这对信阳市茶叶出口以德国为主欧洲市场
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

2008 年 1 月 29 日， 欧盟正式批准通过（EC）
149/2008 号法规， 即食品中新修正和调整的农药
残留标准， 对茶叶提出了共 290 项农药残留要求，
检测项目新增 170 种农药， 绝大部分为新农药，
其中有印楝素、 鱼藤酮和除虫菊素， 属于植物源
类农药， 对现在的有机茶园打击大。 从 2008 年至
2012�年 10 月， 欧盟频繁地修订其标准限量， 限量
修订了 24 次， 其中涉及茶叶的有 16�次。 与此同
时， 欧盟还不断提出严格的口岸管理方法。 2011
年 10 月起， 欧盟对中国输欧茶叶采取新的进境口
岸检验措施， 指定口岸进入； 同时， 欧盟还对
10%的货物进行农药检测， 如被抽中检测， 实施
100%抽样检测。 到 2012 年， 欧盟针对茶叶农药残
留制定的标准多达 1�135 个， 其中有 438 个是针对
欧盟允许施用的农药而专门制定的标准， 其他近
700 种农药是属于未授权生产、 使用、 销售的品
种， 禁止在茶树上使用； 其中 90%欧盟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是根据目前检测仪器的检出极限（0.01�
mg/kg）制定的， 是全世界最苛刻的标准。
4���应对出口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政府方面
4.1.1����建设绿色茶园基地， 保障绿色生产 引进
先进茶叶栽培先进技术， 重点建设无性系良种茶
园， 营造茶园原生态环境， 花大成本集中建设一
批绿色无性系良种茶叶示范基地， 从而打造一批
高科技、 高标准精品示范点， 走生态化、 良种化、
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之路。 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
带头示范作用， 带动信阳当地原生态、 无公害茶、
绿色茶叶和有机茶的开发生产。 同时加强茶区生

态环境的管理， 少使用农药甚至做到不使用农药，
大力推广茶园生态间作， 引导茶农全面实施以有
机肥代替无机肥， 物理防治代替化学防治， 保护
茶园生态环境， 开发生产原生态的无公害茶和有
机茶。
4.1.2����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实施产业化战略经营，
对实施绿色生态茶叶的企业给予资金扶持， 培育
重要品牌， 帮助其在国际竞争中跻身。 重点品牌
如龙潭、 文新、 五云等大企业可建设产业集聚园，
鼓励并引导龙头企业集聚发展， 提高企业辐射带
动能力， 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集聚效应、 规模效
益， 同时依靠龙头企业建设基地、 研发、 创造品
牌、 开拓市场， 走龙头带动发展之路。
4.1.3����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建立健全动植物
检验、 检测机构， 特别是信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的建设， 完善信阳茶叶市场准入机制、 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和原产地追溯体系。 加强保护“信阳毛
尖”和“信阳红”商标管理， 确保信阳两大茶的市场
声誉。
4.1.4���积极进行国际认证， 建立预警机制 IS01�4000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各类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
的“国际绿卡”。 信阳茶叶生产和出口企业应以政
府为指导， 提高自身产品的生产标准， 努力通过
IS01�4000 国际标准认证。 逐步建立出口壁垒预警
机制， 定期收集、 整理并发布国外技术标准和规
则的最新变化， 并把相关信息传递给茶农与生产
企业。
4.2 企业方面
4.2.1����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 提高利用率 坚持
以春茶为主， 夏、 秋茶地位与其并重， 高、 中、
低档比例合理， 做到初、 精、 深加工并举。 努力
开发茶叶新品种、 新产品， 更加注重普通消费者
能够接受的中低端茶叶产品。 利用科技提高茶叶
利用率， 注重深加工产品， 着力提升茶叶产品的
科技含量， 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4.2.2����强化信阳茶叶自主名牌意识 做大做强“信
阳毛尖”和“信阳红”两大公共品牌， 要以两大名牌
为强有力武器， 努力参加国际竞争， 鼓励信阳企
业创建自主品牌， 实现公共品牌与自身品牌的强
强联合。 同时， 以大品牌为依护， 把小品牌做大，
最终打造出一批信阳茶叶的大品牌、 强品牌， 走
品牌化发展之路。
4.2.3����大力发展绿色产品战略 开展绿色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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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属芸香科一种用途广泛、 经济价值高的
树种， 果皮浓香， 为调味香料， 种子可榨油［1�］。
目前天水栽植面积约 2.4 万 hm2， 年产量 4�700�t，
已成为当地农业的一大支柱产业。 天水栽培的优
良花椒品种主要有大红袍、 油椒、 豆椒、 秦选 1
号等。 天水花椒香味突出、 质量上乘， 尤其是大
红袍， 品味独特， 畅销四川、 新疆、 青海、 宁夏、
陕西等地， 供不应求。 多年来， 天水在花椒种植
管理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但缺乏科学系统
的总结。 我们结合生产实践， 对天水花椒标准化
栽培技术进行了总结， 现介绍如下。
1���建园与栽植

花椒植株较小， 根系发达， 适应性强， 较耐
干旱， 不耐涝。 成片栽植应选在通风透光条件好
的阳坡和半阳坡， 土壤以疏松、 排水良好的砂壤
土为好［2�］。 山顶、 地势低洼、 土层薄与重粘土地

块不适宜建园。 平地建园要全园整地， 深翻 50�cm，
翻耕前施有机肥 75�t/hm2 作基肥， 然后耙平耱细。
栽植花椒苗先挖 1�m3 左右的大坑， 回填土壤要细
微， 并施入有机肥 20～25�kg 左右。 在平缓的山坡
上建园时最好先修成水平梯田， 避免降水时造成水
土流失， 也便于采摘和田间管理。 建园密度宜稀不
宜稠， 一般采用 2�m×3�m或 3�m×4�m的株行距［3�］，
栽植密度为 840 株 /hm2 或 1�665 株 /hm2。 生产上多
采用后者建成矮化密植园， 便于摘心与采摘。
2���土壤与水肥管理

花椒根系浅， 杂草时常与花椒树争水争肥，
影响花椒产量。 花椒栽植后在春、 夏两季要坚持
松土除草， 干旱时要及时灌水， 结果后更要加强
土、 肥、 水管理。 施肥时要注重氮、 磷、 钾肥的
合理搭配， 通常 5 月份追施氮、 磷、 钾肥， 挂果
幼树施氮磷肥各 0.5�kg/株、 草木灰 2.0�kg/株， 盛果

摘要： 从建园与栽植、 土壤与水肥管理、 修剪及整形、 病虫害防治、 冻害预防、 采摘与贮藏等方面总
结了天水市花椒栽培技术。

关键词： 花椒； 标准化； 栽培技术； 天水市
中图分类号： S57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1-1463（2016）06-0075-02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06.029

天水花椒栽培技术
卢凯洁， 杨全保， 王双全， 王喜梅， 崔 巍
（甘肃省天水市植保植检站， 甘肃 天水 741020）

绿色经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有利于企业消除绿
色壁垒， 占领市场， 从而扩大经济效益。 绿色产
品具有巨大的潜力，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
绿色产品的需求量会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上升
而上升， 并在未来世界市场上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和竞争力， 是世界商品发展的新潮流。 信阳企业
只要抓住机遇， 大力发展和茶有关的绿色食品，
才能获取最大利益。
4.2.4����利用 WTO 原则， 回避绿色壁垒 出口要深
入研究 WTO 的有关规则， 运用世贸规则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要充分利用 WTO 有关协议对我国的

特殊待遇条款， 利用 WTO 规则中给予我国的优惠
待遇及争端解决机制等， 主动获得政府及各界的
力量的帮助， 争取为信阳茶叶产品出口创造良好、
安全的外部环境， 维护信阳茶农以及企业的合法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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