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普洱卷土重来

近二十年来， 普洱茶是中国茶叶中最受关注与
热议的品种。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普洱茶产业正式
启动后，普洱茶产量、价格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持续
攀升后，至2007年价格泡沫破裂，产业大幅滑坡。

普洱茶产业经过2008-2009两年的底部盘
整， 于2009年底重拾升势， 连续数年保持量价齐
增，至2014年云南普洱茶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从原料来看，云南拥有最为雄厚的基础资源优
势。 云南有11个州市出产普洱茶， 面积600万亩。
2015年云南普洱茶共生产12.53吨，遥遥领先其他
五大黑茶。

但一直以来， 强调普洱茶的投资价值和收藏
性，导致普洱茶市场本末倒置。 今年，经历多轮洗
礼的普洱收藏市场， 在互联网+金融双重渠道推动
下渐有起色。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普洱茶产业
走在十字路口，一方面面临产能过剩、价格体系混
乱、部分产品质量堪忧、产业链束缚，另一方面又面
临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难得机会。

安化黑茶，黑马黑到底

安化黑茶是中国古代名茶之一，上世纪50年代
曾一度绝产。

2010年，安化黑茶走进中国上海世博会，成为
中国世博会十大名茶之一。其最具特色的千两茶，堪
称一绝。安化黑茶产业快速崛起，成为公认“黑马”。

2015年湖南黑茶生产6.93万吨， 排名黑茶第
二，其中大部分为安化黑茶。安化黑茶产业综合产
值达到102.8亿元，实际上缴税收1.5亿元。

安化黑茶在做传统“一卷、三尖、三砖”的基础
上，不但研发了速溶装，不少企业还推出灌装饮料。
“不断创新产品， 是安化黑茶发展源源不断的动
力。”湖南黑茶商会会长陈社行表示。

根据安化有关部门的相关数据表明， 从2015
年起，安化黑茶产业开始进入调整期，面临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以今年上半年业内的情形来看，尽管
普遍反映生意难做，但稳步发展还是主流，一些品
质稳定、产品创新的企业，业绩还好于往年。

“安化黑茶，在黑茶产业中，发展潜力巨大。它
基础好，有龙头企业，也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还有创
新的手段。” 茶叶营销专家毕晓
军认为，或许5到10年，湖南黑
茶将超过其余5大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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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茶论英雄 六大黑茶谁主沉浮
当下国内茶行，黑茶异军突起，大有

挑战绿茶王者的气息。
名满天下的云南普洱茶、蓬勃发展的

湖南安化黑茶、 厚积薄发的湖北青砖茶、
后起之秀广西六堡茶、历史悠久的四川雅
安藏茶、陕西泾阳黑茶，这六大黑茶谁能
独领风骚？谁能引领黑茶走入新境界？

■记者 杨刚

湖北老青砖重出江湖

湖北出产的“老青茶”总称湖北黑茶，主产于蒲圻、
赤壁、咸宁、崇阳等地，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15年湖
北黑茶产量达到了3.94万吨，仅次于普洱和湖南黑茶。

老青砖久负盛名，18世纪就在欧洲培养起一个稳定
而庞大的消费群体。19世纪下半叶经中国茶叶的出口占
世界贸易总量的80%， 汉口输出占国内茶叶出口的
60%，而且以湖北产老青茶砖比例最大。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实行统购统销，青砖茶的
销量一直比较稳定， 占据了全国边销茶市场的85%左
右，而现在却不足20%。品牌多、乱、杂现象十分突出，有
“川”字牌、羊楼洞、长盛川等20多个品牌，知名度极低，
内耗严重，市场定价权已逐渐丧失。

近几年，借黑茶快速发展之风，老青砖在国内逐步畅
销。同时，它也着力开拓“万里茶道”，先后走进俄罗斯、蒙
古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青砖茶已经成为外交国礼。

稳定边销市场、开拓内地市场……青砖茶北上南下、
纵横捭阖的追梦之路，还任重而道远。业内人士表示，青
砖茶突出自己的文化元素，结合当下的“互联网+”思维做
好渠道营销，从而让青砖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广西六堡茶后起之秀

广西黑茶最著名的是六堡茶，因产于广西梧州市苍
梧县六堡乡而得名，已有200多年的生产历史。

梧州六堡茶属黑茶， 在清朝就位列全国二十四名
茶，但由于缺乏宣传推广，六堡茶在群龙分割的茶业江
湖里，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直到本世纪初黑茶在国
内外热销，给六堡茶带来了巨大机遇。2006年，六堡茶

就已获得了首个黑茶类金奖。
据统计，2015年广西梧州市获得生产

许可证六堡茶企业增至45家， 产量增至
11200吨，产值达11.4亿元。

几年前， 常见的六堡茶熟茶每市斤不
过几十元，发展到现今，有些六堡茶的市场
价已接近6000元。上世纪90年代的老茶每
斤更是被炒到上万元。

六堡茶一般的制作周期要3年，因此市
场上存量的老茶还比较多。对于炒家来说，
炒老茶的成功率相对来说会小很多。 这也

表明，六堡茶正在进入大众的视野，随着大家对六堡茶
的了解，六堡茶的发展，指日可待。毕晓军表示，下一个
崛起的茶业，很有可能是六堡茶。

四川雅安藏茶只欠东风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在藏
区， 雅安藏茶成为藏族同胞不可或缺的生
活品，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

这几年， 四川黑茶的产量快速发展。
2014年四川黑茶产量2.5万吨，2015年四
川黑茶达到了3.3万吨，占全国边销茶产量
的40%以上。 其中销往西藏地区占60%、
内销约15%。

2008年6月， 雅安藏茶传统制作技艺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朝贵介
绍，除了销往边疆地区的黑茶之外，还开发
了衍生产品———茶饮料。李朝贵认为，将来
的茶业发展，肯定要走“深挖掘，广开路”的
路线， 国内民间渠道的推广销售模式还在
探索中。

“雅安藏茶产业要发展， 就必须走出
去。”四川省雅安市友谊茶叶有限公司董事
长甘玉祥告诉记者，“外树品牌，内建园区”
才是茶文化产业的未来。

业界人士认为， 论历史文化、 口味和
收藏价值， 藏茶都不比普洱茶、 安化黑茶
差， 但藏茶企业普遍缺少既懂管理又擅长
营销的高素质经营人才。

陕西茯茶一带一路赢机遇

“自古岭北不产茶，唯有泾阳出茯茶。”
陕西泾阳， 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

里不产茶，却因茯砖茶名扬中外，这里拥
有着600余年的茯砖茶文化，却在上世纪
50年代末悄然落幕。 近些年， 陕西茯茶
“重现江湖”。

据悉，2015年陕西黑茶生产5200吨，
达到了历史新高。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更让陕西泾阳黑茶迎来了历史机遇。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黑茶的需求
量很大，市场前景广阔。”中国黑茶泰斗
施兆鹏教授表示， 丝绸之路最后的五百
年基本上是以茶叶为主， 陕西西安是丝
绸之路的起点，紧抓机遇，陕西黑茶发展
潜力巨大。

茶马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