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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茶業產製銷調查報告 

壹、目的 

近年來臺灣茶業所面臨的產銷問題不只是提升茶葉品質，更重要

的競爭是來自如越南、印尼、泰國及中國大陸等廉價進口台式烏龍茶

葉。烏龍茶已列為政府推展外銷之旗艦產品，但隨著加入WTO，各種茶

類將陸續進入市場，對台茶產銷勢將造成衝擊。本計畫擬進行國外台式

烏龍茶產製銷調查及茶葉產地鑑別與分析等工作，藉由資料蒐集與評估

分析，期能研擬因應策略，化危機為契機，提高台茶產業競爭力。 

貳、中國大陸茶業訪查行程 

10/3 松山機場金門廈門  

    宿廈門金莎旅館 

10/4 廈門福建安溪 

   至中國安溪茶都，拜訪春池茶業  

宿安溪旅館 

10/5 參觀安溪霞鎮(下鎮) 鐵觀音茶區之茶園及製茶廠 

   參觀感德鎮茶業市場 

   晚間參觀廈門市區茶業門市 

   宿廈門金莎旅館 

10/6 廈門漳州市 

途經高速公路天福休息站 

參訪天福茶博物院、天福茶學院 

宿廈門金莎旅館 

10/7 廈門漳平市 

  拜訪漳平市官田岳山茶行陳憲智先生 

  拜訪漳平市尚順農場陳宏安先生 

   宿台緣山莊 

10/8 漳平市永福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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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鴻鼎農場李志鴻先生、九德農場楊瑞騰先生、永福鎮永福高

山茶門市、三泰行茶業公司陳天洲先生(漳平市臺商聯誼會會

長)、台品茶業謝東慶先生 

  宿台緣山莊 

10/9 參觀永福鎮早市 

  漳平市永福鎮廈門臺灣 

 

參、參訪人員  

參訪人員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茶業改良場研究員兼茶作課長邱垂

豐、副研究員兼製茶課長黃正宗及助理研究員劉天麟等三名。 

 

肆、訪查過程及內容 

一、福建泉州市安溪茶區 

（一）、安溪茶區 

安溪是福建省東南部靠近廈門的一個縣，安溪產茶始於唐末，興於

明清，盛於當代，至今已有一千多年的歷史，自古就有“龍鳳名區＂、

“閩南茶都＂之美譽，是閩南烏龍茶的主產區，種茶歷史悠久。安溪境

內雨量充沛，氣候溫和，山巒重疊，林木繁多，終年雲霧繚繞，青山秀

水，適宜於茶樹生長，而且經過歷代茶人的辛勤勞動，選育繁殖了一系

列優良茶樹品種，目前境內保存的優良品種有 60 多個，鐵觀音、黃旦、

本山、毛蟹、大葉烏龍、梅占等都屬於知名優良品種，因此安溪有“茶

樹優良品種寶庫＂之稱。在眾多的茶樹優良品種中，品質最優秀、知名

度最高的要數“鐵觀音＂。 

鐵觀音茶產於福建省泉州市安溪縣，起於 1725～1735 年，屬於烏

龍茶類，是中國十大名茶之一烏龍茶類的代表。介於綠茶和紅茶之間，

屬於部分發酵茶類，鐵觀音獨具“ 觀音韻 ＂，清香雅韻，“七泡餘香

溪月露，滿心喜樂嶺雲濤＂。鐵觀音原產安溪縣西坪鄉，已有 200 多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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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關於鐵觀音品種的由來，在安溪還流傳著兩種歷史傳說，一說

是西坪茶農魏飲做了一個夢，觀音菩薩賜給的一株茶樹，挖來栽種而

成；另一說是安溪堯陽一位名叫王士讓的人在一株茶樹上採葉製成茶獻

給皇上，皇上賜名“鐵觀音＂而得。   

安溪鐵觀音主要產於安溪縣境內的劍斗鎮，感德鎮和西坪鄉等海拔

較高的山區，安溪鐵觀音分內外安溪之說，也有分南北兩線之說。“內

安溪＂在於安溪西部，這裡群山環繞，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地區，年平均

降雨量 1700－1900 毫米，年平均氣溫在 15－18 度，無霜期為 260－324

天，相對濕度在 78%以上，山區大部分為酸性紅壤，pH 值約 4.5－5.6

之間，土層深厚，適合種茶。 

內安溪（北線）產地有祥華、長坑、感德、劍斗等地；南線有西坪、

大坪等地。安溪內外之分，其實就是高低海拔茶區之分。內安溪包含西

坪、祥華、長坑、感德和劍斗等高海拔茶區；外安溪地處縣城交接處，

屬海拔較低，日照時間長，溫差變化不大，土層較薄，因此外安溪相對

於“內安溪＂茶，品質較差。 

（二）、鐵觀音產製技術 

生產出優質的鐵觀音茶必須具備：1.純種鐵觀音品種茶樹；2.茶樹

生長在良好的土壤、氣候環境中，並得到精心培育；3.精湛的採製技術，

三者缺一不可。  

 “鐵觀音＂天性嬌弱，產量不大，所以便有了“好喝不好栽＂的說法，

因而更加名貴。純種鐵觀音植株為灌木型，樹勢橫展，枝條斜生，葉片

水平狀著生。葉形橢圓，葉緣齒疏而鈍，葉面呈波浪狀隆起，具明顯肋

骨形，略向背面反捲，葉肉肥厚，葉色濃綠光潤， 葉基部稍鈍，葉尖

端稍凹，向左稍歪，略廠下垂，嫩芽紫紅色，因此有“ 紅芽歪尾桃 ＂

之稱，這是純種特徵之一。  

鐵觀音依照四季採製，3 月下旬萌芽， 穀雨至立夏(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為春茶 ，產量佔全年總產量的 40—45%；夏至至小暑(6 月中



 5

下旬至 7月上旬)為夏茶 ，產量佔 15—20%；立秋至處暑(8 月上旬至 8

月下旬)為暑茶，產量佔 25—30%；秋分至寒露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為秋茶，產量佔 25—30%。製茶品質以秋茶為最好，春茶次之。秋茶，

其香氣特揚，俗稱秋香，湯味醇厚。夏、暑茶品質較次。 

鮮葉採摘標準必須在嫩梢開面後，採下二、三葉，俗稱“開面採＂。 

採摘的鮮葉力求新鮮完整，採摘時要做到「五不」，即不折斷葉片，不

折疊葉張，不碰碎葉尖，不帶單片，不帶魚葉和老梗。生長地點不同的

茶樹鮮葉要分開，特別是早菁、午菁、晚菁要嚴格分開製造，以午菁品

質為最優。 

   採摘的鮮葉力求新鮮完整，然後進行日光萎凋（曬菁）、室內萎凋（涼

菁）和攪拌（搖菁），直到自然花香釋放，香氣濃郁時進行炒菁、揉捻、

包布揉、復炒復揉，使茶葉捲縮成顆粒後進行文火焙乾。製成毛茶後，

再經篩分、風選、挑梗、拼堆及包裝等步驟精製成商品茶。所謂鐵觀音

茶即以鐵觀音品種茶樹所製成的烏龍茶。因此，鐵觀音既是茶樹品種

名，也是茶名。 

目前中國鐵觀音的主要製程為：茶菁-日光萎凋-室內萎凋-攪拌-

炒菁（280℃，1 分鐘）-摔茶（14 下）-過篩-擠壓機（3 次）-平輪式

布球整形（5 次）-初焙、復焙、復包揉（15 次）-乾燥。 

中國鐵觀音可分為正炒、回菁、消（拔）菁、拖菁等四種：  

1、正炒茶：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中午 11-12 點炒菁，毛茶條

形圓結，色澤烏綠潤，香氣高強，帶蘭花香，滋味醇和但帶微澀，

音韻明，湯色金黃。 

正炒做法是多攪拌少靜置，即攪拌時間長靜置時間短。第一次

攪拌一般 2-3 分鐘，第二次攪拌 5-10 分鐘，第三次攪拌要適當掌握，

少則 5-10 分鐘，多則 20-60 分鐘。每次攪拌之間，相隔是大約 1

個小時。第三次攪拌要到茶菁的菁味消失，花果幽香起。正炒做法

的茶菁，在攪拌完成至殺菁時間，不能超過次日的中午。正炒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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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傳統鐵觀音的特徵，茶乾砂綠色明顯，因走水充分水色黃綠明

亮，滋味甘滑醇厚。上等茶花果香濃郁，觀音韻明顯，回味甘甜，

口齒留香；葉底柔軟，色黃綠，有光澤。 

2、回菁製法：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下午 15-18 點炒菁，毛茶

條形緊結，色澤綠潤，香氣高揚，滋味醇正，觀音韻明顯，帶花生

仁味及酸甜味，但滋味淡些，湯色金綠黃。  

3、消（拔）菁製法：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晚上 22-24 點炒菁，

毛茶條形較緊結，色澤墨綠，香氣高揚，滋味較醇正和有觀音韻，

帶酸甜味，湯色黃或深金黃。  

4、拖菁製法：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三天上午 6-10 點炒菁，毛茶外

形緊略不沉重結，色澤暗綠，香氣尚高但不夠純正，觀音韻輕，滋

味醇和帶有較強酸餿味，久浸則茶湯轉橙黃色，葉底硬挺暗綠。 

拖菁製法少攪拌多靜置，即攪拌時間短靜置時間長。第一次攪

拌大約 2分鐘，第二次攪拌 2-3 分鐘左右，第三次攪拌約 3-5 分鐘。

第三次攪拌以後，置於空調間至次日下午以後，至茶菁的臭菁味完

全消失，才開始入鍋炒菁。由於茶菁靜置時間長，殺菁時間拖延至

第二日晚，有的拖到第三天 6-10 點再炒菁，因此亦稱為拖補或拖

酸。這種製程做得好，有清爽的菁香和酸香或清酸味，但卻沒有鐵

觀音的音韻。這類茶有明顯的“三綠＂特點：即乾茶綠、湯色綠、

葉底綠。做不好的有臭菁味、悶菁味或臭悶酸味，這類茶因為走水

不充分，發酵度較低，沖泡時要快沖快出，否者湯色混濁暗綠，湯

味青澀味明顯。  

最近中國鐵觀音製程還有一種較流行的分法，可分為 5種： 

1.正味：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凌晨 0-5 點炒菁。 

2.消正：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上午 9-12 點炒菁。 

3.消菁：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下午 12-15 點炒菁。 

4.半拖：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下午 15-18 點炒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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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拖酸：將攪拌好的茶菁靜置至第二天晚上 22-24 點炒菁。 

（三）、鐵觀音茶品質特徵及品茗 

鐵觀音是烏龍茶的極品，其品質特徵是：條形捲曲，肥壯圓結，沉

重勻整，色澤砂綠，整體形狀似蜻蜓頭、螺旋體、青蛙腿。沖泡後湯色

金黃濃艷似琥珀，有天然馥郁的蘭花香，滋味醇厚甘鮮，回甘悠久，俗

稱有“音韻＂。 鐵觀音茶香高而持久，可謂“七泡有餘香＂。 近年來

的試驗研究顯示，安溪鐵觀音所含的香氣成分種類最為豐富，而且中、

低沸點香氣組分所佔比重明顯大於用其他品種茶樹鮮葉製成的烏龍

茶。因而安溪鐵觀音獨特的香氣令人心怡神醉，一杯鐵觀音，杯蓋開啟

立即芬芳撲鼻，滿室生香。 

    品飲鐵觀音茶，必備小巧精細的茶具，茶壺、茶杯均以小為好。將

茶葉放入茶壺中達五分滿，沸水沖泡洗茶後，再續水正式沖泡 2—3 分

鐘，倒入小杯品飲，以後可連續續水沖泡。品飲鐵觀音先聞其香再品其

味，每次飲量雖不多，但滿口生香，回味無窮。  

（四）、鐵觀音茶保存方式  

鐵觀音屬輕發酵茶，茶葉具有高昂的蘭花香，茶湯呈現蜜綠色且明

亮，但是要讓茶葉呈現香氣，一般茶葉就不會烘得太乾，茶葉含一定的

水分，這樣的茶葉在後期保存時，一定需要注意茶葉的低溫和密封，以

減少水分在茶葉中的作用。  

鐵觀音茶葉基本上是每包 7克的包裝，這種包裝方法採用真空壓縮

包裝法，並附有外罐包裝，如果近期 (20 天之內) 會喝完，一般只需

放置在陰涼處，避光保存。針對鐵觀音的保存來說，一般都要求低溫和

密封真空，這樣在短的時間內可以保證鐵觀音的色香味。如果想達到保

存的最佳效果和最長時限的話，則建議在零下 5 度保鮮，這樣可達到最

佳效果，但最多不要超多一年，以半年內喝完為佳。 

（五）、安溪鐵觀音產製成本 

 1.茶苗：每株 0.2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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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茶工：每天約 130 元人民幣 

3.製茶工：每月 1,500-2,000 元人民幣（含吃住） 

4.挑茶：每天 100-120 元人民幣（4.5 元人民幣/500 公克） 

5.運費：每 500 公克 0.7 元人民幣 

6.保險費：每萬元人民幣茶葉須 30 元人民幣保險費 

（六）、安溪鐵觀音價格 

1.毛茶：秋茶每 500 公克約 35-50 元人民幣 

2.精製率：毛茶挑梗後約 60-70％精製茶 

3.茶梗：秋茶每 500 公克約 1.5 元人民幣 

4.精製茶：秋茶每 500 公克約 100-200 元人民幣 

5 高品質鐵觀音：每 500 公克約 1,000-3,000 元人民幣 

（七）、安溪鐵觀音產銷發展情形 

1.安溪產茶始於唐末，興於明清，盛於當代，至今已有一千多年的歷

史，自古就有“龍鳳名區＂、“閩南茶都＂之美譽。 

2.1990 年以前為中國大陸 10 大貧窮縣之一。 

3.1995 年 3 月，安溪縣被中國農業部命名為“中國烏龍茶（名茶）之

鄉＂。 

4.2001 年，被中國農業部確定為“第一批全國無公害農產品（茶葉）

生產基地縣＂，並被中國農業部、外貿部聯合認定為“全國園藝產

品（茶葉）出口示範區＂。 

5.2002 年，中國農業部確認為“南亞熱帶作物（烏龍茶）名優基地＂。

6.2004 年，安溪鐵觀音被中國列入“原產地域保護產品＂。 

7.2007 年 6 月 1日起正式實施《地理標誌產品安溪鐵觀音》代替 

《原產地域產品安溪鐵觀音》。 

8.2010 年，安溪鐵觀音正式進駐世博會，成為世博會茶葉第一品牌。 

9.目前（2011 年）安溪-中國茶都有 2,000 多家茶葉商店。 

10.安溪鐵觀音多是小農小規模在經營，品質細緻但製茶環境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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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近年來中國正流行鐵觀音，主要是政府極力推廣與輔導。一般百姓

買茶除自己喝以外，另為過節送禮之熱門商品。 

12.鐵觀音銷售到中國大陸北方，首重茶香、不苦澀、回甘。沿海地區

則品質要求較高，價格亦相對較高。 

（八 ）臺商投資發展情形 

1.春池茶葉茗店：陳先生（苗栗縣通宵人）。 

 （1）從事布及服飾業，10 多年前到安溪。 

（2） 茶園土地面積5,000畝（約333公頃），海拔高度約1,000-1,500

公尺，投資 6 千萬新台幣。 

（3）現在（2011 年）安溪-中國茶都店面價格較 10 年前上漲約 10

倍。 

（4）採茶時間上午 11 點-下午 16 點。 

（5）布球工每天約 300 元人民幣。 

（6）鐵觀音輕焙火（65℃，2小時）；炭焙火每 5公斤 180 元人民

幣。 

（7）鐵觀音零售價每 500 公克 2,000 元人民幣。 

2.岳山茶行：陳先生（台北市） 

漳平市華安縣官田鄉，距廈門約 2小時車程，目前（2011 年）

約有 21,000 畝（1,400 公頃 ）茶園，因安溪地區茶園已不能再開

發，最近 3-4 年逐漸往華安縣官田鄉一帶種植鐵觀音等茶樹品種，

且逐年增加，百姓亦因種茶收益增加，改善生活經濟。 

（1）因祖先為漳平市華安縣官田鄉人，大陸開放後回鄉投資，2005

年土地租金 2 元人民幣/畝/年，租約 50 年；2011 年新申請租

地之土地租金為 300 元人民幣/畝/年。 

（2）茶園面積 273 畝（18.2 公頃；鐵觀音 150 畝、青心烏龍 120

畝、台茶 12 號 3 畝），由雜木林開發，海拔高度約 900-1,05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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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5 年每株茶苗 0.05 元人民幣，每年施 2 次有機質肥料（羊、

猪糞）、每畝化學肥料 35-40 公斤。 

（4）1年採摘 3-4 次，採茶工資約 70-100 元人民幣/天，每天約有

70-80 人採茶。 

（5）鐵觀音秋茶品質依採茶時間分為：上午及中午所採製的毛茶

每 500 公克批發價 220-300 元人民幣；下午所採製每 500 公克

批發價 100-150 元人民幣。3 年生鐵觀音秋茶每 500 公克批發

價 600-700 元人民幣。 

（6）中國大陸批發毛茶免稅，但精製茶需 17％稅。 

 

 

二、福建漳平市永福鎮永福茶區 

（一）漳平市永福鎮 

永福鎮是位於中國福建省龍岩市漳平市西南部的一個鎮，是漳平

市最大的鎮。永福鎮地處福建省最南端的高山盆地，全鎮土地面積

535.5 平方公里，全鎮人口約 4.7 萬人，海拔 780 米，四周群山聳峙，

氣候溫和濕潤，屬亞熱帶季風氣候，年平均氣溫 17.4℃，年平均日照

時數 1740.7 小時，年平均降雨量 1839 公釐，無霜期 262 天，陽光充足，

雨量充沛，乾濕季節界線分明，高山立體氣候明顯，垂直氣候差異顯著，

非常適合花果苗木和蔬菜以及茶葉等各種生物的生長與繁殖，是盛產各

種名貴花卉的產地，也是中國著名的杜鵑花之鄉。 

2000 年永福鎮被中國國家林業總局、全國花卉協會評為"中國杜鵑

花之鄉。亦是福建省最大的反季節蔬菜產地之一。 

（二）永福茶區  

永福鎮山地氣候與臺灣阿里山等茶業專區相近，被臺商譽為大陸阿

里山，發展高山茶具有得天獨厚的地理氣候人文優勢，孕育了海峽兩岸

農業合作最大的茶葉生產區。2008 年中國農業部、國台辦批准設立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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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永福臺灣農民創業園，這裡已成為兩岸合作最大的高山烏龍茶生產區

和臺灣茶產業在境外投資最集中的區域。 

2011 年漳平臺灣農民創業園已入駐台資企業 59 家，常駐臺商農民

490 多人，其中高山茶企業 48 家，種植面積 5.5 萬畝（3,667 公頃），

年產值約 5 億元人民幣，種植茶葉面積是臺灣高海拔茶園面積的近五分

之四，是中國大陸最大的臺灣烏龍茶生產區。 

（三）中國大陸對臺商輔導政策 

     在西元 2011 年春節前，臺商寫感謝信給中國中央總書記胡錦濤，

獲得總書記親自回信致意，顯示中國官方對臺商之重視。此後，漳平市

持續策劃與建設“大陸阿里山＂品牌，深化擴大對臺交流合作，推動創

業園擴大規模及產業向創業園集聚等方面工作。一方面，重點規劃建設

海峽茶文化交流中心，將打造一個以生活居住為主體，集辦公、商貿、

物流、休閒、海峽兩岸茶文化交流、高山茶展示區等功能為一體的現代

化新區；另一方面，利用永福鎮被授予全國休閒農業示範點之有利時

機，加快臺緣山莊二期、臺緣廣場、臺緣新村、櫻花主題公園、櫻花大

道、九德茶文化公園等一批景點建設，加快發展精緻農業、休閒觀光農

業。 

漳平市政府希望未來能擴大高山茶產業規模，預定擴展達 10 萬畝

（6,667 公頃）高山茶產業生產區，同時加速臺商投資區規劃建設，積

極引進機械、電子、生物技術、新材料等產業項目，爭取海西乃至國家

級臺商投資區，把漳平臺灣農民創業園打造成臺灣農民來閩創業的示範

區、對臺交流合作先行先試的重要生產區。該市在引進臺灣成熟農業生

產的同時，著力發展田園景觀與農耕文化相結合的鄉村旅遊產業，為深

化對臺農業交流合作、打造對臺合作前沿陣地注入新的活力。去年來，

該市全力提升臺品觀光茶園、九德茶文化公園、鴻鼎茶文化中心等休閒

農業示範區，核心區初步形成集農業生產、觀光休閒、鄉村旅遊為一體

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還成功舉辦了“大陸阿里山＂旅遊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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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秋萬人遊大陸阿里山＂活動等。2011 年，到永福鎮觀光的遊客人

數達 21.3 萬人次。 

漳平市實施茶園標準化、無公害有機茶示範化，推廣集生態觀光、

休閒娛樂為一體的高山茶發展模式；建立“高山茶葉專業合作社+生產

區+農戶＂模式，達成茶產業規模化發展、標準化管理；成立閩臺緣高

山茶產銷合作社，輔導一批茶葉企業通過中國品質安全(Quality 

Safety, QS) 與綠色食品認證，創立一批知名商標、名牌產品、著名

商標，提升高山茶市場競爭力。 

臺商在永福茶區創業的這些年，漳平市政府對道路、節水噴灌等

配套設施投入大量資金，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對臺商實行“保姆式服

務＂，不斷推出強台惠台政策。 

（四）臺商投資發展情形 

1.尚順農場：陳先生（南投縣鹿谷鄉），農場位於漳平市永福鎮，距

離廈門約 1.5-2 小時車程。 

  （1）2005 年土地租金 2.5 元人民幣/畝/年，租約 30-50 年；2011

年 80 元人民幣/畝/年。 

（2）茶園面積 1100 畝（73 公頃），由雜木林開發，海拔高度約 900

公尺，主要栽種青心烏龍。 

（3）1 年採摘 3-4 次，採茶工資約 2.6 元人民幣/公斤，每天約有

100 多人採茶，每天茶菁量產量約 3,500-4,000 公斤。 

2. 鴻鼎農場：李先生（台北市）  

  （1）因祖先為漳平市永福鎮人，大陸開放後回鄉投資，2005 年開

始種茶，2007 年秋天開始採茶。 

（2）茶園面積 2500 畝（166 公頃），由雜木林開發，海拔高度約

900 公尺，主要栽種青心烏龍，投資 6 千萬人民幣，每年投資

400-500 萬人民幣。 

（3）茶園灌溉自製有機液肥（豆漿＋菌種＋紅糖）1年約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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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年採摘 3-4 次，每天茶菁量最大量約 7,000 公斤。 

（5）茶工廠通過 ISO 22000，注重品牌及安全衛生。 

3.台品茶業：謝先生（南投縣竹山鎮） 

（1）於 1996 年來到永福，發現這裡的土壤氣候條件和臺灣阿里山

等茶產區相似，當地以種花和反季節蔬菜為主，沒有工業污

染，適合臺灣高山茶生長，目前高山茶規模已達 1200 多畝（80

公頃）。在台品茶山上，有一幢漂亮精緻的茶山觀景樓佇立於

漫山茶園中，登樓望去，翠綠的茶園層層疊疊，連綿幾座山頭，

別有一番風景。 

（2）年產約 5 萬多公斤台式烏龍茶，其中 6-7 成批發至大陸市場。 

4.三泰行茶業公司：陳先生(漳平市臺商聯誼會會長；南投縣名間鄉) 

（1）茶園面積 800 畝（53 公頃），主要栽種青心烏龍和台茶 12 號。 

5.九德農場：楊先生 

（1）茶園面積 2,700 畝（180 公頃），主要栽種青心烏龍和台茶 12、

13 號、四季春、武夷等品種，從事有機栽培。 

6.永福鎮永福高山茶門市：由永福茶區臺商集資創立。 

7.永福茶區茶葉銷售除臺灣外，積極更擴大大陸市場，包括北京「馬

連道」、山東濟南、廣東珠江畔「芳村」及廈門等城市。 

8.台緣山庄： 

為漳平臺灣農民創業團對外聯絡窗口和閩台交流合作平台，面

積規模約 1000 餘畝（66.7 公頃）。一期工程於 2009 年 12 月竣工，

二期工程也將於 2011 年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內設接待中心、會議

交流中心、遊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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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訪查心得與建議事項 

1.目前中國大陸製茶成本相對提高，無論是茶園管理、燃料、電力

及肥料等生產成本及工資均上漲，茶葉回銷臺灣價格不變，故其

利潤空間逐漸壓縮，產品優勢亦逐漸喪失，目前逐漸往中國大陸

內銷發展。 

2.中國大陸台式烏龍茶目前仍以量取勝，茶菁採摘大部分以手採為

主，每天茶菁進廠量約 3-4 噸，由於量大不易妥善管理，品質仍

與臺灣產製之烏龍茶有明顯區隔。臺灣產製之烏龍茶應注重茶葉

適當之發酵程度，提高製茶技術門檻，產製高品質之烏龍茶將可

有效與中國茶做區隔，可透過講習會或比賽茶會向國內茶農加以

宣導。 

3.在中國大陸一般茶農製茶環境普遍不佳，但臺商之製茶工廠安全

衛生管控方面相當好，且有品牌及認證觀念，此部分值得我國學

習，可透過講習會加以宣導。 

4.目前中國大陸正扶持重要科技產業，發展高經濟農業、文化及觀

光休閒產業，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投入大量資金並規劃配套設施，

及不斷推出優惠政策。此部分希望我國政府能繼續扶持茶產業，

並培養年輕人傳承茶產業。 

5.未來茶業的發展取決於茶葉的消費，而決定茶葉的消費量最重要

的因素是人口，1998 年全世界人口有 60 億，每人每年茶葉平均

消費量為 490 公克。到 21 世紀中葉，預估人口數會增加至 96 億，

消費量增至 500 公克，總消費量約 480 萬公噸 (目前約 350 多萬

公噸)，可預見未來茶業具極佳發展潛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