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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县在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
的重视下，致力于茶产业的振兴与发展。由“圆改扁”创
造性地发展做大了茶产业，并创立了大佛龙井品牌，又
通过创办浙东名茶市场，以市场带动茶产业与大佛龙
井品牌发展，不仅解决了千家万户茶农的卖茶难，更是
通过茶产业的发展，使茶叶成为了占全县 42%涉茶农
民增收创收致富的富民工程。由我县创造的“政府主打
品牌，推动茶产业发展”的“新昌模式”，一直以来被全
国茶界作为“中国茶叶经济发展典型模式”而广为推崇。

从 1984年第一只名茶“望海云雾”的试制成功到如
今大佛龙井在全国家喻户晓，从 1990年名茶茶园面积仅
为 1000多亩到目前近 12万亩，名茶产量由起初的 5吨
到目前的 5400吨，产值由 20万元到目前的超 5亿元，

“新昌模式”不仅为我县的茶产业的腾飞创造了神话，也
为全国茶产业的发展带去宝贵的经验。

大佛龙井在某种程度已经成了龙井茶的代名词，与
浙江许多一县一品的名茶相比，它早已超越了区域品牌
范畴，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品牌。

过去的新昌模式，以及由市场带动产业，以公共品牌
带动茶农销售的经验，为我县的茶产业及大佛龙井品牌
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昌模式”在很好地解决了
新昌茶产业的生存问题后，面临如何加快发展及产业转
型升级的抉择。大佛龙井正处于由产品经营向品牌营销
转变的新时期，实现品牌的最大溢价，实现全产业链的利
润最大化，进一步拓展市场，扩大和提升消费群体，追求
产业效益，是未来的主方向。

前不久，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茶叶产业建设
茶业强县的意见》，明确了“茶业强县”的建设目标、投入
机制和扶持政策。意见指出，今后五年，我县将紧紧围绕

“茶业强县”这一目标，全面实施茶叶产业提升战略，着力
推进茶叶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机械化、品牌化、市场化、国
际化，努力把新昌茶业的先发优势转变为可持续发展优
势，将新昌打造成为全国龙井茶生产、加工、贸易、文化中
心和茶产品集散中心。

新昌茶产业新发展应该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维和
新的思路。解读“十二五”规划中新昌茶产业的转型升级，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县以新的思路来推动新昌茶产业的
发展。不追求茶园面积数量型的盲目扩张，而致力于基地
建设，侧重优势区域布局，导入“低碳茶业”理念，做精做
细新昌茶业，从基地、加工、产品、市场、品牌及品牌主体
提升等入手，引导产业转型，切实推进我县茶产业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

———通过优势区域布局规划，推进基地建设，引导集
约化经营。由千家万户的小农经营向专业户、品牌企业大
户集约化经营转变。推行农业合作社联接农户的生产、加

工、销售模式，致力于清洁化标准化生产加工和规模经
营。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新建 10家具备 1万公斤以上
名茶加工能力的示范茶厂，抓好 100家标准化名茶厂的
建设和改造，力争“十二五”末，60%以上的散农户向名茶
厂集中加工。

———引入“农业庄园”式经营模式。推广与茶文化旅
游相结合的体验经济，挖掘新昌茶文化人文历史资源，结
合“唐诗之路”，“茶道之源”，在未来的新农村规划中建设
几处适合休闲旅游的茶乡景点，摸索从产品经营到品牌
经营，最终走向文化经营的路子。

———加快培育龙头企业步伐。我县的龙头企业不强
不大，这是制约我县茶产业发展的瓶颈，公有品牌和子品
牌要有共生共存的过渡时期，最终的目标是培育龙头企
业做强做大，走到市场前沿，去占领市场。不能只着眼于
本土企业，要以“大产出，大投入”的思路，引入风险投资
和外来资本投资新昌茶业。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茶产业品
牌建设的投入，而是要涉及到茶产业链深加工的投入。新
昌茶机行业的迅速发展，给人很大的启示，2010年新昌茶
机销售达到了 3个多亿。其他如保鲜剂，茶枕等衍生的茶
制品发展势头亦是喜人。提倡“外行人做茶”，突破传统思
维理念，引入茶叶深加工投资项目。把着眼点放在引入能
做强做大产业与具有品牌经营的全新的经营理念与营销
思路的人才上去。

在新昌模式向大佛龙井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我县将
积极引导三种人转变身份：茶农向茶工人转变，从事茶业
工作者向茶专家转变，经销者向茶商和品牌经营者转变。
积极引导从名茶集中加工中解放出来的茶农向经销商、
茶商转变，鼓励新昌茶农走出去，成为大佛龙井茶新生代
的营销主力军。

中国茶市，不仅仅是大佛龙井的交易市场，更应是辐
射全国的绿茶交易集散中心，充分利用绿茶价格指数的
发布，推进电子商务等新兴交易模式。强化茶文化休闲功
能，使中国茶市不单是全国茶商光顾的地方，而且要成为
来新昌旅游的人参与体验品茶、买茶、看茶的旅游一景。
如果说大佛龙井的品牌战略是“走出去”的话，那么中国
茶市的战略则是“请进来”，不仅要邀请包括浙江十大名
茶在内的全省的著名茶品名品入驻，还要邀请全国各茶
类的著名茶品品牌入驻中国茶市，促进中国茶市的繁荣
发展，在提升和配备完善市场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入驻茶
商的服务，提高中国茶市自身在业内外的形象的美誉度、
知名度。

十二五规划，我县将积极构筑大佛龙井现代营销网
络，计划在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建设 1000家大佛龙井专
卖店（专柜），启动大佛龙井品牌形象店和品牌茶楼建设。
同时，也将启动境外大佛龙井专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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