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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贯彻《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推动云茶产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狠抓措施落实，全省实现了“千亿云茶”发

展目标，未来将以推进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努力实现从茶叶大省向茶叶

强省的跨越。

一、云茶产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全产业链发展快速

1．2021 年，全省茶园面积 740 万亩，较上年增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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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6-2021 年云南省茶园面积情况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2.2021 年，全省干毛茶产量 49 万吨，较上年增 5.2%。

图 22016-2021 年云南省毛茶产量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图 1  2016-2021 年云南省茶园面积情况（单位：万亩）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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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2021 年云南省毛茶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3．2021 年，成品茶产量 37.4 万吨，较上年增 4.7%，其中普洱茶 16.1 万吨，

红茶 7.2 万吨，绿茶 13.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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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2021 年云南省成品茶产量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4.2021 年，全产业链产值达 1071 亿元，较上年增 7%。

图 4 2016-2021 年云南茶叶全产业链产值增长示意图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5.据调度，全省栽培型古茶树（园）面积 62.08 万亩，产量

1.9 万吨，产值 52 亿元。

图 3  2016-2021 年云南省成品茶产量（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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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据调度，全省栽培型古茶树（园）面积 62.08 万亩，产量 1.9 万吨，产值

52 亿元。

（二）重点产区快速发展，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1．全省 14 个州市 110 余个县区产茶，茶园主要集中分布在普洱、临沧、西

双版纳、保山等州市，其面积、产量占全省的 75% 和 82%。30 个重点县茶产业

综合产值达 764.9 亿元，占全省产值的 71.2%。

2．云南省茶叶以普洱茶、滇红茶、滇绿茶为主，还有少量白茶、乌龙茶等

其它茶。2021 年普洱茶、红茶、绿茶产量分别为 16.1、7.1、13.3 万吨，其它茶产

量 1 万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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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主体持续壮大，生产组织化不断提升

1．2021 年全省主要茶企业 699 家，其中大型 12 家，中型 283 家。省级及以

上龙头企业 86 家；获得 SC 认证加工厂达 1332 家。

表 1  2021 年云南省茶叶国家级龙头企业名单

序号 区域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1 版纳州 勐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精制普洱茶

2 临沧市 云南龙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龙润普洱茶

3 临沧市 云南双江勐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普洱茶

4 版纳州 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 普洱茶

5 普洱市 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 普洱茶、绿茶、红茶

6 保山市 云南昌宁红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红茶、绿茶、普洱茶

7 保山市 腾冲市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普洱茶、红茶、绿茶

8 大理州 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关沱茶

9 昆明市 昆明七彩云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普洱茶、花茶、袋泡茶

（数据来源：省农业农村厅）

2．2021 年全省共有茶叶初制所 7484 家，较上年增 204 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3564 个，同比增 15.53%，种植大户达 3260 户，家庭农场 1020 户。

3．2021 年 10 家茶叶企业入选“年度中国茶业百强企业”，8 家茶叶企业进

入 2021 年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255 户大名单。

（四）绿色发展不断加快，认证总量大幅增加

1．2021 年全省有机茶园认证面积 105.7 万亩，同比增 26.1%，居全国第一；

绿色茶园认证面积 54.7 万亩，同比增 20.5%。

表 2  2016 年 -2021 年云茶产业“两品一标”统计情况

类别

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

组织数
（家）

产品数
（个）

认证面积
（万亩）

认证产量
（万吨）

证书数
（张）

组织数
（家）

产品数
（个）

认证面积
（万亩）

认证产量
（万吨）

2016 年 53 165 28.85 1.4 - 184 461 34.9 35.3

2017 年 49 155 26.66 1.24 - 205 512 38.7 39.1

2018 年 59 263 36.47 1.38 - 232 590 45.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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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

组织数
（家）

产品数
（个）

认证面积
（万亩）

认证产量
（万吨）

证书数
（张）

组织数
（家）

产品数
（个）

认证面积
（万亩）

认证产量
（万吨）

2019 年 66 427 43.97 1.51 431 269 707 58.7 7.87

2020 年 78 504 45.4 1.55 613 414 1014 81.75 8.37

2021 年 79 562 54.65 2.2 840 582 1406 105.7 13.96

（数据来源：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2．勐海县、双江县、景洪市等茶叶重点县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有序开展，

2021 年凤庆县 48.87 万亩茶叶基地达到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

地创建要求。

（五）产业加工增值显著，茶叶价格稳步提升

1．2021 年全省茶叶农业产值 209.9 亿元，同比增 13.3%；加工业产值 714.9

亿元，同比增 92.3%；批发零售销售环节增加值 146.2 亿元。加工产值与农业产

值比为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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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毛茶平均单价 42.9 元/千克，同比增 7.4%；成品

茶价格平均单价 122.8 元/千克，同比增 18%。

图 6 2016-2021 年云南毛茶、成品茶单价对比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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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2．2021 年毛茶平均单价 42.9 元 / 千克，同比增 7.4%；成品茶价格平均单价

122.8 元 / 千克，同比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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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6-2021 年云南省毛茶、成品茶单价对比（单位：元 /公斤）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六）科研项目不断增加，人才培养不断加强

1．2021年涉茶在研项目81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3项；发表论文80余篇，

SCI、EI收录 9篇；登记认定新品种、保护授权各1个，新增院士专家工作站1个。

2．2021 年全省开展涉茶职业技能培训 35 期，培训 1.2 万余人；培训鉴定茶

艺师、评茶员2000余人；推广茶园绿色防控技术、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各100万亩，

茶园机械化技术在修剪、除草及机采等环节应用水平明显提高。

（七）市场渠道持续拓展，云茶品牌价值彰显

1．2021 年“普洱茶”品牌价值达 73.52 亿元，位居“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第 2 位，获中国地标品牌声誉 90.02 分，居第一位。“滇红工夫茶”品牌

价值 35.15 亿元，位居第 21 位。

2．2021 年全省茶叶出口4747吨，出口额11048万美元，同比增2.7%；普洱茶

线上销售额成交达42.64亿，同比增4.1%。前10位的普洱茶电商累计销售额6.6亿元。

（八）三产融合协调发展，民族茶文化不断弘扬

1．建成中华普洱茶博览苑和茶马古道遗址等主题公园祖祥、荣康达等一批

特色茶庄园，打造帝泊洱工业旅游基地（4A 级）以及“百里茶道”“南糯山”等

茶旅路线。

2．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 2022 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项目；“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首家

茶树演化自然博物馆在云县白莺山挂牌。

（九）政策落实效果明显，重点工作有序推进

1．2021 年兑现 2020 年度绿色发展奖补资金近 9000 万元，184 个主体获得奖

补。2021 年末，共有 149 个主体申报绿色奖补，待审核后据实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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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年，全省各地完成了47个古茶树（园）周边村庄规划，分别在勐海县、

思茅区、双江县和凤庆县等县区建立茶树种质资源圃。

3．截至 2021 年末，共有 17 家茶叶企业产品获“10 大名茶”称号，获奖企

业 2021 年总营收达 61.4 亿元，同比增 7.5%，其中电商销售收入达 3.5 亿元，同

比增 23%。

4．勐海县、思茅区、双江县三个“一县一业”示范创建县（区）开展示范

创建 2 年来共撬动 38 亿社会资金投入茶产业，2021 年度三县区茶产业综合产值

达 305.3 亿元，同比增 20.2%。

图 7  2021 年度 3个茶叶“一县一业”示范县产值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各县区统计）

（十）联农带农紧密融合，茶农收入不断提高

2021 年云南省茶农 450 余万人，茶农来自茶产业人均收入达到 4708 元，同

比增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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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6-2021 年全省茶农来自茶产业收入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二、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一）云茶产业发展趋势

云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茶产地，产茶、制茶历史源远流长，

尤其普洱茶更是世界闻名。云南省茶叶面积约占全国的 15%，

毛茶产量约占全国的 1/6。种质优势明显，原料品质优良是云南

省茶产业的一大特色。随着云茶产业不断发展，普洱茶、滇红

茶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出产的普洱茶近

70%销往省外，云茶产业呈现良好发展趋势。2021 年云南省茶

叶全产业链产值达 1071.1 亿元，同比增 7%，连续两年突破千

亿元，茶园面积、毛茶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云南已稳居全国茶

叶大省前列。近年来云茶产业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6 至

图 8  2016-2021 年云南省茶农来自茶产业收入（单位：元）

（数据来源：行业调度）



—  9  —

// 云南省茶叶产业发展报告 //

二、茶叶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一）云茶产业发展趋势

云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茶产地，产茶、制茶历史源远流长，尤其普洱茶更是

世界闻名。云南省茶叶面积约占全国的 15%，毛茶产量约占全国的 1/6。种质优

势明显，原料品质优良是云南省茶产业的一大特色。随着云茶产业不断发展，普

洱茶、滇红茶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出产的普洱茶近 70% 销

往省外，云茶产业呈现良好发展趋势。2021 年云南省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 1071.1

亿元，同比增 7%，连续两年突破千亿元，茶园面积、毛茶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云南已稳居全国茶叶大省前列。近年来云茶产业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6 至

2021 年农业产值年均增幅超过 11%，加工产值年均增幅超过 20%。云茶绿色有机

化发展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截至 2021 年全省有机茶园认证面积连续 2 年增幅超

过 25%，自 2015 年连续 7 年稳居全国第一；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截至 2021 年末

已认定 345 个“绿色食品牌”茶产业基地，面积达 129.3 万亩。

目前，云南省茶产业体量规模虽排在全国前列，但产业效益、绿色化发展、

市场品牌拓展、加工水平提升等与茶叶强省建设目标仍存在差距。未来将着力从

绿色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上发力，以推进古茶树资源保护利用，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实现有机茶园面积300万亩翻番和绿色茶园全覆盖，提升规范初制所，

提高精深加工比重，扩展新销售渠道，以消费为引领，提升产业效益为目标，不

断推进云茶产业从规模数量向提质增效发展，擦亮“普洱茶”“滇红茶”金字招牌，

实现从茶叶大省向茶叶强省的迈进。

（二）国际、国内茶产业发展态势

1．国际茶产业发展态势。全球茶叶面积、产量近十年均稳步增长，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 3.3% 和 4.3%。2021 年，进出口贸易量呈现下滑态势，降幅为 3.9%

和 4.2%；茶叶成交均价分化明显，但中国茶叶均价继续保持上涨，达到 5.84 美

元 / 千克。尽管全球茶叶种植面积、产量持续增长，生产格局总体保持平稳，但

国际贸易量明显回落带来的消费端低迷乏力，使得全球茶叶产大于销的局面持续

加剧（详见附件 1）。

2．中国茶产业发展态势。2021 年，中国茶产业保持稳定发展，在传统产品

与业态持续发力的同时，新茶饮、新袋泡、花草茶、混搭风味茶等崛起，线上线

下消费繁荣，数据指标持续上行，消费格局基本稳定，进口茶叶总体呈增长态势，

内销市场持续拉升茶业经济增长。总产量、总产值，内销量、内销额等多项经济

指标平稳有增。中国茶叶出口额与出口均价自 2013 年以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年复合增长率达 7.95% 和 6.28%。（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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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古茶树（园）资源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云南作为世界茶树核心起源地，

拥有 90% 以上的古茶树资源，仅对 105 万余株古茶树实施了建档挂牌，未完全系

统地掌握“家底”；目前尚未出台和制定有效的省级立法保护条例及相关技术规

范文件；在实际生产管理中，古（茶）树名山地理标志产品规范应用滞后，仍存

在“重采摘轻养护”的不良情形。

二是生产组织化水平不高。全省仅有 2000 多个茶叶初制所通过规范认定，

许多茶叶初制所设施设备陈旧老化、不配套，加工工艺不规范，效益不明显；企

业生产加工规范化、标准化水平还有待提升；“企业 + 合作社 + 茶农 + 基地”的

利益联接机制不紧密，全产业链生产组织化水平还不高。

三是产业品牌影响力带动力不强。云茶企业尤其大中型茶企数量不够、实力

偏弱、活力不足，市场竞争力有限；茶企抱团合力“拓市场、打品牌、谋发展”

意识不强，品名多，知名品牌少，产业集中度不高；以“普洱茶”“滇红茶”品

牌引领的云茶品牌体系市场认知度、影响力有限，品牌溢价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云茶产品同质化严重，普洱茶“饼砖沱”形态单一，便捷快销品、小包装、花果茶、

速溶茶等新产品研发滞后，占比小，与市场消费需求存在差距。

三、对策建议

（一）持续强化产业政策扶持

一是强化古茶树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加快制定出台《云南省古茶树保护条

例》，编制拟定古茶树保护利用技术规范（标准），对代表性植株实施挂牌保护，

加大生态修复和技术推广应用，推进古茶树资源可持续发展。二是抓实绿色奖补

等政策措施落实。以政策为引领，完善技术规范，以强化产业基地为重点，加大

茶产业标准化建设，全面提高云茶产业质量水平。三是着力推进茶叶绿色有机发

展力度。努力实现有机茶园 300 万亩、全省茶园绿色化目标；以勐海县、思茅区、

双江县“一县一业”示范创建县为重点，呈亮点、出经验、树典型，辐射带动全

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持续强化企业培育和精深加工能力

一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强引优；强化现有企业整合、

培育，壮大茶企规模、实力，实施企业“翻番计划”，力争产业集中度达 70%。

二是着力提升产业加工高质量发展水平，加快企业装备技术升级；加大精深产品

创新研发，加大便捷品、小包装、快消品等新产品研发推广，促进云茶产品多元化，

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三是强化茶产业加工园区建设，巩固提升勐海县、思茅区、

凤庆县三个茶叶加工园区建设，积极争取推进永德县、昌宁县、双江县三个县加

工园区启动建设，着力解决茶企落地、产业集中、加工配套、企业规模化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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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问题，实现全省茶叶加工园区加工产值达 300 亿元。

（三）持续加强市场拓展及品牌营销

一是巩固提升国内市场。大力拓展华东、华北、华中市场，开拓西北、东北市场，

做优产地市场，扩宽推广渠道，完善“互联网 +”市场营销体系，促进线上线下

协调发展。围绕一二线城市，实施普洱茶“百千万”市场拓展工程，以“10大名茶”

企业为重点，力争在全国构建 100 个品牌展示店、1000 个产品体验店、10000 个

专营店。二是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依托 RCEP 协议带来的机遇，制定出台鼓励出

口政策，依托边贸，发挥区位优势，引领支持云南茶企“走出去”，加大普洱茶、

滇红茶的出口，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扩大云茶的国际声誉。三是加大市场宣传推介。

持续开展云南“10 大名茶”的评选活动，加大“10 大名茶”组合装及以茶博会

推介会为重点的市场推介活动力度，发挥茶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作用，每年组织

茶企择优赴省外举办展会、推介会 10 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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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全球茶产业发展现状

一、全球茶叶生产稳步增长

（一）2020 年，世界茶园面积 509.8 万公顷，同比增 2%。中国茶叶种植面

积占总面积的 62%，居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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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茶产业现状

一、全球茶叶生产稳步增长

（一）2020 年，世界茶园面积 509.8 万公顷，同比增 2%。

中国茶叶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 62%，居全球第一。

图 12010- 2020 年世界茶叶种植面积

(数据来源：国际茶叶委员会)

（二）2020 年，全球茶叶总产量保持增长态势，达 626.9

万吨，同比增 1.9%，增速为近五年最低，中国茶叶产量占世界

茶叶总产量的 47.6%，居全球第一位。

(数据来源：国际茶叶委员会)

表 1 2020 年世界茶叶产量前十的国家

区域 中国 印度 肯尼亚
斯里

兰卡
土耳其 越南

印度尼

西亚

孟加

拉国
阿根廷 日本

产量/
万吨

298.6 125.8 57 28.8 28 18.6 12.6 8.6 7.3 7

增幅 6.3% -10.5
% 19.4% 4.4% -7.8% -2.2% -2.2% -11.2

% -5.5% -9.9
%

图 1  2010-2020 年世界茶叶种植面积（单位：万公顷）

（数据来源：国际茶叶委员会）

（二）2020 年，全球茶叶总产量保持增长态势，达 626.9 万吨，同比增 1.9%，

增速为近五年最低，中国茶叶产量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 47.6%，居全球第一位。

表 1  2020 年世界茶叶产量前十的国家

区域 中国 印度 肯尼亚 土耳其 斯里
兰卡 越南 印度

尼西亚
孟加
拉国 阿根廷 日本

产量 / 万吨 298.6 125.8 57 28 27.8 18.6 12.6 8.6 7.3 7

增幅 6.3% -10.5% 19.4% -7.8% 4.4% -2.2% -2.2% -11.2% -5.5% -9.9%

（数据来源：国际茶叶委员会）

二、国际贸易遇冷回落

（一）2020 年，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与物流严重受阻的影响，世

界茶叶进出口量均呈现近 10 年来最大幅度下滑。茶叶出口总量 182.2 万吨，降幅

3.9%；茶叶进口总量 173.5 万吨，降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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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 年茶叶主要出口国出口量

排位 区域 出口量（万吨） 增幅% 占总出口量比%

1 肯尼亚 51.9 4.50% 28.5%

2 中国 34.9 -4.80% 19.2%

3 斯里兰卡 26.3 -9.30% 14.4%

4 印度 20.4 -16.50% 11.2%

5 越南 13 -4.40% 7.1%

6 阿根廷 6.6 -12.40% 3.6%

7 乌干达 5.7 2.90% 3.1%

8 印度尼西亚 4.5 0.1 % 2.5%

9 马拉维 4.3 30.10% 2.4%

10 卢旺达 3.1 8.80% 1.7%

（数据来源：国际茶叶委员会）

表 3  2020 年茶叶主要进口国出口量

排位 区域 进口量（万吨） 增幅% 占总出口量比%

1 巴基斯坦 25.5 22.30% 14.7%

2 俄罗斯 14.2 -1.40% 8.2%

3 英国 11.1 6.70% 6.4%

4 美国 10.6 -9.40% 6.1%

5 埃及 9.4 -13.80% 5.4%

6 摩洛哥 6.4 -22.90% 3.7%

7 伊朗 5.3 -34.60% 3.1%

8 阿联酋 4.5 -6.30% 2.6%

9 中国 4.3 -2.30% 2.5%

10 波兰 4.2 10% 2.4%

（数据来源：国际茶叶委员会）

（二）2020 年全球主要茶叶拍卖市场交易量为 141.24 万吨，同比下降 0.64

万吨。全球茶叶出口均价最高的仍是日本 28.88 美元 / 千克（但茶叶出口量保持

在 5000 多吨），最低的阿根廷仅 1.14 美元 / 千克。

（三）2020 年世界茶叶消费总量为 587.8 万吨，同比微增 0.3%。中国消费量

达 245 万吨，同比增 7.6%，居全球第一。近年来，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

湾的人均茶叶消费量持续缓慢提升，均进入全球人均消费量的前 15 位。



—  14  —

云南省产业发展报告—（2021 年度）

附录二

中国茶产业发展现状

一、茶园面积、产量持续微增

（一）2021 年，全国 18 个主要产茶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茶园总面积为

4896.09 万亩，同比增加 148.40 万亩，增幅 3.13%。其中，可采摘面积 4374.58 万

亩，同比增加228.40万亩，增长率5.51%。可采摘面积超过300万亩的省份有5个，

分别是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湖北省、福建省。未开采面积超过 100 万亩的

省份有 2 个，分别是四川省、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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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茶产业现状

一、茶园面积、产量持续微增

（一）2021 年，全国 18 个主要产茶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茶园总面积为 4896.09 万亩，同比增加 148.40 万亩，增幅 3.13%。

其中，可采摘面积 4374.58 万亩，同比增加 228.40 万亩，增长

率 5.51%。可采摘面积超过 300 万亩的省份有 5 个，分别是云

南省、贵州省、四川省、湖北省、福建省。未开采面积超过 100

万亩的省份有 2 个，分别是四川省、湖北省。

图12021 年中国主要产茶省茶园面积（万亩）

(数据来源：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二）2021 年，全国干毛茶总产量 306.32 万吨，比上年增

加 7.71 万吨，增幅 2.6%。产量超过 30 万吨的省区有云南省、

福建省、湖北省、四川省、贵州省。增产万吨以上的省区有云

南省、四川省、湖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

图 1  2021 年中国主要产茶省茶园面积（单位：万亩）

（数据来源：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二）2021 年，全国干毛茶总产量 306.32 万吨，比上年增加 7.71 万吨，增

幅 2.6%。产量超过 30 万吨的省区有云南省、福建省、湖北省、四川省、贵州省。

增产万吨以上的省区有云南省、四川省、湖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

二、农业产值显著增长

2021 年，全国干毛茶总产值为 2928.14 亿元，增长 301.56 亿元，增幅

11.48%。干毛茶产值超过200亿元的省份有5个，分别是贵州省、四川省、福建省、

浙江省、湖北省、云南省；产值增长超过 30 亿元的省份有 4 个，依次是四川省、

山东省、湖北省、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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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产值显著增长

2021 年，全国干毛茶总产值为 2928.14 亿元，增长 301.56

亿元，增幅 11.48%。干毛茶产值超过 200 亿元的省份有 5 个，

分别是贵州省、四川省、福建省、浙江省、湖北省、云南省;产

值增长超过 30 亿元的省份有 4 个，依次是四川省、山东省、湖

北省、陕西省。
图 22021 年中国主要产茶省干毛茶产值（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三、茶类结构有所变化

2021 年，中国传统茶类中，除黄茶之外，其余五大茶类的

产量均有不同幅度增长。其中，绿茶 184.94 万吨，微增 0.67 万

吨，比增 0.36%；红茶 43.45 万吨，增长 3.02 万吨，比增 7.47%；

黑茶 39.68 万吨，增长 2.35 万吨，比增 6.3%；乌龙茶 28.72 万

吨，增长 0.94 万吨，比增 3.38%；白茶 8.19 万吨，增长 0.84 万

吨，比增 11.43%；黄茶 1.33 万吨，减少 0.12 万吨，降幅为 8.28%；

红茶、黑茶、白茶在总产量中的占比出现攀升。

图 2  2021 年中国主要产茶省干毛茶产值（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三、茶类结构有所变化

2021 年，中国传统茶类中，除黄茶之外，其余五大茶类的产量均有不同幅度

增长。其中，绿茶 184.94 万吨，微增 0.67 万吨，同比增 0.36%；红茶 43.45 万吨，

增长 3.02 万吨，同比增 7.47%；黑茶 39.68 万吨，增长 2.35 万吨，同比增 6.3%；

乌龙茶 28.72 万吨，增长 0.94 万吨，同比增 3.38%；白茶 8.19 万吨，增长 0.84 万

吨，同比增 11.43%；黄茶 1.33 万吨，减少 0.12 万吨，降幅为 8.28%；红茶、黑茶、

白茶在总产量中的占比出现攀升。

四、内销市场平稳

（一）2021 年，中国茶叶的内销总量为 230.19 万吨，增长 10.03 万吨，比增

4.56%；内销总额3120亿元，增长231亿元，比增8.0%；内销均价为135.5元 /千克，

比增 3.3%。

（二）2021 年，绿茶仍然是主要生产茶类，但增速较小，占比从 2019 年的

65.8% 下降到 61.7%。红茶、黑茶同比增速分别为 31.6%、34.2%。白茶、黄茶量

小但增速最大。

（三）2021 年中国进口茶叶 4.67 万吨，同比增 7.81%；进口额 1.84 亿美元，

同比增 2.49%；均价 4.15 美元 / 千克，同比下降 4.93%。

五、外销市场量价齐增

（一）2021 年中国茶叶出总量 36.94 万吨，同比增 2.05 万吨、增 5.89%；出

口总额 22.99 亿美元，同比增 2.61 亿美元、增 12.82%；出口均价为 6.22 美元 / 千

克，同比上涨 0.38 美元 / 千克，涨幅 6.55%。

（二）2021年绿茶出口量为31.23万吨，占总出口量的84.5%，增长1.89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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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6.43%；红茶出口量为2.96万吨，占总出口量的8.0%，增长788吨，增幅2.74%；

乌龙茶出口量为 1.91 万吨，占总出口量的 5.2%，增长 2202 吨，增幅 13%；花茶

出口量为 5835 吨，占总出口量的 1.6%，减少 295 吨，降幅 4.8%；普洱茶出口量

为 2176 吨，占总出口量的 0.6%，减少 1369 吨，降幅 38.6%；新增类目黑茶出口

量为 344 吨。

（三）2021 年出口量万吨以上的省份有 6 个，依次是：浙江省、安徽省、湖

南省、福建省、湖北省、江西省。出口额达到 1 亿美元以上的省份有 8 个，依

次是：福建省、浙江省、安徽省、贵州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云南省。


	_Hlk99535776
	OLE_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