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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得好：“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茶叶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

二毒，得茶而解之”。自此，茶的药用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最

早提及茶叶的古籍是《诗经》，《诗经》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因

此，作为茶叶的故乡，茶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1 茶叶发展历史介绍

1.1 茶叶发展历史

茶叶的发现、发展和兴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过程中，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我国的茶叶分为八大茶叶区，每个茶区都

有各自的特色茶叶。优质的茶叶大都产自山区，高山和云雾是对优质茶

的地理位置的典型描述。从我国唐朝开始，茶叶的生产就已经逐渐规模

化，并随后逐渐传播至全国各地。元朝时期，老百姓开始注重制茶技术，

形成了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茗茶。到了清朝末年，我国的制茶技术已经非

常成熟，产茶量居世界首位，并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从此打开了茶叶外

销的兴旺之路。
1.2 茶叶的国内外市场

现如今，世界上茶叶种植的总面积约达到 3600 万亩，各个种类茶叶

的总年产量约为 200万 t，进出口总量约 110万 t。由于印度、肯尼亚和印

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大量引进和种植茶叶，导致茶叶产量大幅增加。随

着种植技术的进步，目前世界上红茶、绿茶种植面积约为 110 万 hm2，目

前世界茶叶市场进入到了长期生产大于销售的阶段，茶叶市场已经趋于

饱和。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严重制约了茶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小型

企业只能在日益紧张的形式下，提高茶叶质量，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增

强竞争力。
1.3 茶叶发展中的“瓶颈”

我国茶叶的单产量仍然很低。我国作为最早发现和种植茶叶的国

家，其茶园面积，占世界总茶园面积的一半左右。但是，我国的产茶量只

占世界产茶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这表明我国茶叶生产效益低。另外，我国

的产茶区主要集中在南部，且许多都是散户，茶叶的生产大都是作为副

产品而存在的。种植的茶叶户普遍缺乏专业的种植和管理技能。在中国，

采茶大都是人工，至今没有采用大规模的统一化的机械采摘和加工生

产。这样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产品标准化和生产水平都不高，这些都对

茶叶的质量和口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 数学建模理论与茶叶经济效益的结合

人们对数学的印象大都是抽象和晦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抽象的

数学理论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它被广泛的应用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随

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更新，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学在

社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2.1 数学建模理论定义的概述

数学建模事实上就是将数学和实际应用相结合，有针对性研究实际

问题的一种方法。数学建模通过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抽象、简化、增加

变量和设定参数来模拟实际，利用数学的规律来建立模型，通过数学语

言和逻辑分析方法，来解释实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解释和验证所得

到的结果，从而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数学建模是一门科学语言，它有自

己的理论体系。应用到实际问题时，则需要建模者根据自己遇到问题的

特点进行适当的调整。
2.1.1 数学建模理论的重要意义

一个成功的数学建模的应用需要将数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紧密的联

系起来，通过形成精确的数学模型，对实际问题的模型进行模拟分析。数
学建模往往可以使我们更深层次地从不同角度理解和分析我们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出各种情况下最优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这

些都是我们人类用自然语言和自身的逻辑分析所无法做到的。实践证

明，数学建模理论利用其缜密的逻辑关系，同实际问题的模型进行互补，

这对解决实际问题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2.1.2 数学建模理论的应用

数学模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气

象工作站为了获得有效的大气情况，可以利用到数学建模理论，气象工

作站通过气象卫星，大量的收集一定时间内的气压、降水、风速和云层等

各种状态，并利用这些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建立起相应的数学模型。根
据这些运动着的数学模型，可以准确有效的模拟出实时的天气变化。生

理学专家可以利用人体体内的药物浓度和时间来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可

以得到药物在人体内的停留时间，分析药物对人体的作用效果，有效的

指导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
2.1.3 数学建模的设计方法

根据不同的建模方法和应用程序，我们可以将数学建模理论分为不

同的类型。数学模型可以利用数学规则和计算机运算，有效地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问题。但如何准确的运用数学建模，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过

程中的实际问题一直是个难点。首先，我们要通过详细的分析所遇到的

实际问题，来确定用哪一种形式来搭建这个问题的数学模型，从而确定

我们要使用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以及相应的计算机算法，获得相对应的

结果。然后，通过得到的结果再验证遇到的问题，通过反复的验证，最后

得到相应成功的解决方案。
2.2 数学建模对茶叶经济效益最优化的分析

目前，国内外的茶叶消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虽然茶叶市场日趋饱

和，但是各类名茶却供应短缺，低质茶价格一路走低，而名茶价格却持续

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茶叶的市场处于新形势下，如何应用不同的数学建

模，对茶叶经济效益进行最优化的分析，从而提高茶叶的经济效益，成为

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2.2.1 茶叶经济效益优化———地表数学模型

优质茶叶对种植地区所处位置的经纬度、温度以及湿度都有很严格

的要求。因此，这个数学模型针对的是最优化的地理环境来生产最优质

的茶叶。基于此，需要将数学建模的地表划分为光照、温度、湿度和经纬

度四个方面。茶树喜阴，喜弱光照。因此，对照叶绿素的吸收光谱分析可

以知道，短光波部分主要是蓝紫光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茶树在漫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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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市场。但是随着茶叶种植的扩大化，茶叶市场日益饱和。本文介绍

了茶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目前茶叶市场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重点叙述了数学模型在茶叶市场的广泛应用，并系统地讨论

了数学建模理论在茶叶市场经济效益最优化研究中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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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长最好。茶树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 20-27℃左右，年有效积累温度在

4000℃以上。茶树最适宜的降水量在 1000-2000mm/每年，相对含水量

70%-80%为宜。茶树生长要在海拔 1500 米以下，地形的坡度要小于 30
度。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构建出完整的优质茶生产数学模型。
2.2.2 茶叶经济效益优化———销售数学模型

现有的茶叶包装市场上，茶叶包装形式丰富多彩。随着茶叶需求的

不断增长，茶叶包装也前所未有的发展。因此，茶叶包装也是影响销售的

一个必要因素。要打造市场，就必须内部联合，成立茶品种繁多的茶业集

团。为了能够变得更大更强，未来要对茶叶市场进行合资，突出重点品牌

建设，快速提高茶叶的经济效益。合适的发展规模也是销售数据模型的

重要因素。另外，要积极发展消费市场，更加积极开拓外销市场，数学销

售模型要充分考虑到国内和国外市场。还要建立网络销售渠道，加强宣

传力度。广告效应也要考虑进销售的数学模型中。

3 数学建模理论在茶叶经济效益最优化中的应用

提高茶叶经济效益已成为茶叶市场发展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所以我

们应仔细分析数据模型，探讨有效的方法来提高茶叶的经济效益，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我们以湖北省坪山乡、东林乡和湘平乡等三个乡

为例，建立可用的数学模型来优化茶农茶叶种植、销售的产业结构，确保

茶叶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3.1 茶叶生产调查

茶叶产量高、投资少、见效快而且经济效益高，是一类适合大规模种

植的农作物，也是引导农民发家致富的好项目。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取决

于新鲜茶叶的产量和质量，而新鲜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则依赖茶园管理。
我们从坪山乡、东林乡和湘平乡三个乡中随机抽查了 6 户茶叶种植散

户，其中产量好的茶农 2 户，产量中等的茶农 2 户，产量差的茶农 2 户。

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在茶园里引入新的技术和精细管理，可以明

显的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并有效地提高茶叶的质量，茶叶的净利润也

更大。
3.2 种植茶叶的成本和经济效益

我们对三个乡随机抽取的 6 户茶叶散户的总产量、总收入和总的成

本进行平均，并分别计算土地生产率、土地盈利率、劳动生产率、劳动盈

利率、成本产品率和成本利用率进行数学建模，通过以上指标分析可以

得出 3 个乡各自的茶叶总产量、总产值和年盈利率，比较后可以推断出 3
个乡茶叶种植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并能推断出影响该地区茶叶经济效益

的主要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生产模式和提高生产效率，从根本上

提高茶叶经济效益。

4 结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茶叶市场面临

着更大的挑战，虽然影响茶叶经济效益的因素非常复杂。但是，应用数学

建模，我们可以精确的预测出影响茶叶经济效益的基本因素。由于中国

地域广阔、地形复杂，相对应的不同的茶叶区，有着不同的影响因素和销

售模式。所以，针对不同的茶区，我们要相应地改变数学模型，尽量建立

准确的模型来提高茶叶的经济效益。相信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数学建

模在茶叶市场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参考文献

[1] 朱兰芝，数学建模———数学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纽带[J]. 职大学报，

2008 (4):71-73.
[2] 邓吉妹，浅谈种植业结构调整成因及对策[J]. 福建省农经学会农

经论坛，2006(2):157-159.

作者简介：王晓芳 （1978-），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

茶叶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一类饮品,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产生

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可是茶叶市场的走向主要是通过一些连锁店等，

有些时候茶叶的价格、品种都很混乱，茶叶的利润普遍较高。如今，网

络技术都迅速发展，真实的市场投资也在逐渐上涨，很多茶叶企业选

择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多年的实践与摸索，“NET+茶叶”行业的发

展也得到了很大的认可。

1 强劲入市的“茶叶电商”

2013年，茶叶行业潇洒地“挥霍”了一次，茶农穿金戴银，奢华享受

生活。这种情景在 2006 年出现过，这也算“死亡前的爆发”吧，在不久

之后，茶叶行业经济突然下降，不得不转向寻找新的市场，从而创建了

电商的发展新模式。
1.1 中国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利用网络进行各项交易的商务平台，生活在不同地理

位置、不同经济水平的人们思想文化都存在差异，这对电子商务的理

解都有区别。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逐渐受到网民的欢迎，利用电子设

备和网络技术相互结合，进行的商业模式是目前电子商务的关键。随

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电子商务的内涵也在不断更新，它不仅能够

整合各项服务，而且还附带很多便捷的信息。
1.2 “茶叶电商”的发展

茶叶市场经营模式多样。互联网发展电商的优势主要有产品包装

新颖、价格便宜、方便快捷等，这些都是人们喜欢网购茶叶的主要原

因。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网购，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网购的影响在不

断扩大，许多茶商选择了自己在网上开设茶叶网店。电子商务可以将

虚拟和现实结合。所以，它的性质是务实的，能给人真实的保障，促进

茶叶的综合销售，让经济朝着顶端发展。另外，借此机会可以大力推进

搭建 NET 操作平台对茶叶电商的影响分析

王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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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电子商务作为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的重要经济性发展领域不断发展创新。电子商务与茶叶产品的广泛结合,逐
渐的改变着生产经营的模式，同时也成为增加资源利用率、开拓市场发展的关键性模式。搭建 NET 操作平台使人们用最少的时

间，简单快速准确地从网站获取信息，实现协调性工作。本文阐述了基于 NET 技术搭建操作平台，重点分析了“茶叶电商”的运营

模式，目的是让茶叶电子商务以最快、最精准的速度，实现产业模式的更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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