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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特刊

从从““名名茶茶””到到““名名牌牌””难难在在哪哪
“中国只有名茶没有名牌”

是中国茶行业的现状，在数以
万计的茶企组成的茶行业中，
为什么就不能诞生出茶叶的名
牌呢？尽管不少人探讨过这个
问题，也不乏得出“企业知识产
权意识淡薄”、“企业品牌意识
淡薄”之类的结论，但其真正原
因何在，从“名茶”到“名牌”难
在哪？恐怕不只是企业的问题。

笔者认为，名茶向名牌转
化面临着两大瓶颈，一是茶叶
区域品牌规划的瓶颈，二是茶
企业经营品牌的瓶颈。

茶叶区域品牌规划是区域
经济规划中的具体内容之一。

由于我国的区域经济规划在许
多地方还只是一个概念，更不
可能细分到某个行业的品牌规
划，因而，中国茶叶产区都存在
着共同问题，那就是茶叶行业
发展缺乏规划与控制，导致茶
叶企业经营品牌成为困难。从
茶叶的种植到成品生产，再到
市场销售，全过程都是农民自
由经营的行为；由于名茶产地
的知名度高，一旦销售市场看
好，名茶产地的茶商也就广开
大门，让周边县市甚至外省的
茶叶也大量涌入当地市场，改
头换面后都成为当地的名茶，
加上外地茶企业就地生产冒牌

货，使名茶与品牌名不副实；基
本上由农民自发的茶叶行业，
在缺乏宏观指导的情况下，企
业品牌的发展也就显得势单力
薄，品牌发展没有区域重点。

面对诸多不利条件，作为
茶叶企业却不能坐等市场环境
的优越，而只能在现实条件下
开始艰难的品牌经营之路。

就茶叶企业经营品牌来
说，绝不是“加强知识产权意
识”和“品牌意识”就可以塑造
起茶叶品牌。许多茶叶企业自
身还很不规范，大多数企业沿
袭着传统的做法与做市场。一
些企业尽管盘子不小，但其商

业模式都极其传统和缺乏生命
力，这就是企业经营品牌的最
大瓶颈。

一家企业要做好品牌，首
先得做好企业的经营，而企业
经营的成败就取决于企业经营
的模式。在茶叶市场上我们可
以看到企业有大小之分，而经
营模式上却没有多少差异可
言。连锁经营能加大产品销量
是大家所认同的，采取直营和
加盟是普遍的做法，在形式上
这种做法似乎没有问题，但能
否可持续发展便是由商业模式
来决定了。不少企业面临直营
与加盟的两难境地，多开直营

店在人力与财力上都受到条件
局限，发展加盟商又难以得到
市场的回应。当企业的市场网
络拓展受到约束时，茶农卖茶
的实质也就难以摆脱，品牌经
营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名茶产区的企业想
做出名牌名茶，首先要突破的
无疑是商业模式的瓶颈，在企
业生存与发展成为现实的前提
下，企业的品牌建设才有可能
持续和巩固，“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品牌建设意识”等
问题只是商业模式下的枝节问
题。

(综合《第一茶叶网》)

武夷山市桐木村，一个生态环境极
佳的高山村，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00

多年前，这里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诞生
了世界红茶的鼻祖——— 正山小种红茶。
40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诞生的金骏眉又
引发了新一轮的红茶热。金骏眉原料采
摘自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桐木关内海
拔1200—1600米高山的原生态小种野茶
的芽尖，5~8万颗芽尖做一斤金骏眉。除
了自然因素和前人的努力，我们更多的
是要把目光投向他的创始人——— 骏德茶
叶的创办者，中国顶尖红茶制作大师梁
骏德。梁骏德从事茶叶加工审评工作50

余载，系金骏眉、银骏眉首泡制作者，是
金玫瑰、金月桂、金小种、小种红袍等产
品的首创者。

骏眉的名称也是有故事的。因外形
豪极显，似人的眉毛，又因制作的第一人
为梁骏德师傅，故取名骏眉。根据茶叶的
品质及采摘的标准不同，在前面加金、
银、铜来区分骏眉的等级。

目前，该厂以生产传统工艺正山小
种红茶为基础，以“骏眉梁”系列的金骏
眉、银骏眉、小赤甘、小种红袍、金玫瑰等
一系列创新工艺品种为辅，是集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名茶供应企业，其产品
之优质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一致认可。

2008年6月，该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办的“人文中国，茶香世界”茶叶评比
活动中获得红茶类金奖，并获得了“申奥
第一茶”的殊荣；2009年获得福建省企业

评价中心颁发的“福建省顶级春茶品鉴
会正山小种红茶(金骏眉)的唯一代表企
业”荣誉；同年，获得了第八届全国食品
博览会组委会、中国品牌大会组委会共
同颁发的“中国茶文化传承贡献奖”；还
获得：“诚信茶企”、“福建红茶杰出贡献
人物”、“正山小种红茶茶王”、“金骏眉金
奖”、“正山小种金奖”、“南平市知名商
标”、“品牌茶企”等荣誉。骏德茶业精湛
的加工工艺，让正山小种红茶四百年的
传奇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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