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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茶文化旅游也随之兴起，为了实现茶文化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将农业经济与旅游开发进行有机整合，能够以当

地的实际情况，地形地貌为依托，建立极具地方区域特色的茶文化农业旅

游品牌，拓展和延伸相关产品开发，以及产业链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够充

分发挥茶文化的价值，带动区域经济水平提升，促进国家建设发展。

1 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模式

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包括很多种形式，在当前旅游消

费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农业旅游开发模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具体分析

如下：

1.1 茶文化农业旅游开发背景

茶文化农业旅游开发模式是由于以下几方面所形成的：在旅游消费

需求方面，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相应的消费需求也有所提高；在区

域茶文化特点方面，因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所对应的茶文化特点和历史

发展背景，所以每个区域内的茶文化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这也是茶文化

农业旅游开发模式能够广泛实施的原因；在资源方面，利用区域内自然

资源以及社会资源，使该模式能够更好地得以实施。因此可以发现，市场

需求、自身特点、资源完善程度是促进茶文化农业旅游开发模式发展的

重要元素。
1.2 常见茶文化农业旅游开发模式

从目前市场上各种农业旅游开发模式来看，开发模式多种多样、形
式各异，但大多农业旅游开发模式在资源利用程度上更倾向于发展地方

特色、合理利用资源、推展旅游用品、开发旅游行业。通过不断摸索和总

结、归纳经验之后，可以将茶文化农业旅游开发模式大致分为三种：生态

观光、科普教育、深度参与。
传统的农业旅游开发模式比较单一，已满足不了当前社会和人们的

需求，所以茶文化农业旅游开发模式应打破常规，按照目前人们的消费

发展形势，为人们打造一个多样化、综合化的消费模式，让人们在充满特

色且具有内涵的茶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中尽情的消费。在我国的一些郊

区，能够领略到休闲茶庄的风采，运用一些自然元素，可以使休闲茶庄的

整体环境更加优美、更加绚丽多姿，有效的利用自然环境资源，能够使休

闲茶庄旅游产业发展得更加迅速。

2 茶叶经济主导下农业旅游开发资源

以茶叶经济为导向的旅游开发，必须要充分考虑自然资源、场地资

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因素，制定开发计划，最终达到促进旅游发展，提

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2.1 自然资源

茶庄为了保证可以满足游客的旅游观光和娱乐需求，地点应选在靠

山邻水的环境中。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对茶庄来说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只要保证合理的对现有资源进行开发和使用，才能让茶庄持久

的发展。合理开发、避免浪费可以让茶庄长时间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比

如：在天然的湖水中建立以茶文化为基础的庄园，人们在划船游玩的同

时，观看动作娴熟的茶艺表演，并品尝口感清香、纯正的茶水，与大自然

完美的融合，让观光者身心得到放松，精神得到满足。茶庄还可以利用当

地的高山设置攀岩项目，人们在游玩的同时，也可以进行体育锻炼，让茶

庄更具旅游特色，通过引进大型设施，让游客在观光游玩的休息之余可

以得到放松和休息，或者利用器材进行身体锻炼，游玩的同时获得健康

的体魄。茶庄对现有资源的合理利用，可以促使茶庄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也可以让人们体会茶文化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2.2 场地资源

茶叶的生长和种植需要一定的环境，因此在开发旅游项目和旅游景

点的同时，需要对地形进行周密的考察。茶庄场地的选取需要保证当地

有丰富的资源可供使用和开发，依山伴水、物质资源和天然资源丰富的

郊区是最合适的场地，因此多数休闲茶庄都会设置在郊区。茶庄应开设

各种娱乐活动，让游客享受娱乐活动的快乐，并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

的体会自然给予的乐趣。茶庄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可以

让整个发展局面和发展前景得到有效的利用。
2.3 社会资源

针对不同的旅游项目，需要对现有社会资源合理的利用和开发，主

要方法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要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源，通过对不同设施的

完善以及补充企业在运作过程中的经费，才能让茶企有稳定的收入和经

济来源。第二，需要聘请具有经验的导游专家为不同的旅游工作者进行

授课，让年轻的工作人员有更多学习和发展机会的同时，吸引大批量的

游客前来参观。具有多年导游经验的专家可以向游客详细的介绍各种旅

游环境和旅游项目，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被茶文化的丰富

内涵所吸引，从而激发游客的购买热情和购买欲望。第三，农业旅游产业

还需要开发不同的旅游俱乐部和引进大量游乐设施，游客在旅游观光以

及购买茶叶产品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参加不同的游乐项目，使身心得到

放松。通过各种游乐项目的建立也可以间接地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第

四，旅游部门还可以适当地举办各种比赛竞技类活动，让游客参加游玩

的同时体验竞技的快乐。对当地旅游项目合理地进行规划和管理，可以

让不同的项目获取更多的收益，只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才能促使休闲

茶庄旅游产业稳定的运作。

3 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模式

实际上，人们不会按照旅游开发模式来决定是否购买产品，人们更

倾向于购买自然安全的产品。只有保证产品的安全性与原货物来源的可

靠性，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茶叶产品在满足市场需

求的同时，还要以游客的购买量和购买方向为基准。只有不断扩大和完

善加工生产模式，才能让农业旅游开发项目不断壮大，也才能让人们喝

到放心、安全的茶水。
3.1 深挖农业旅游特色文化内涵

随着现代化工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向往原始的农业生态化劳作模

式。由于茶树在进行种植和栽培的过程中，采用天然的种植和养护办法，

因此，产出的茶叶可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以宣传茶文化和售卖茶叶产品

作者简介：张岩峰 （1970-），女，河北任丘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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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越发凸显。在国内政府不断拉动旅游内需的今天，农业经济也开始向

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茶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旅游事业逐渐兴起，受到自然环境、水土气候影响，茶园旅游产业条件也呈现出各

种差异，基于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成功与否，与旅游新产品开发，国家支持以及经济模式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就针对这

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够为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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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来建立农业旅游景点，促使茶叶产品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并受

市场的欢迎。进行茶文化交流的同时，还需要注重茶文化的内涵，对茶叶

产品进行打造、加工和包装的过程中，要保证茶文化的特色不流失，才能

最大限度地吸引游客购买相应的茶叶产品。
3.2 注重宣传旅游产品的品质维护

我国以茶文化为基础的旅游业日益增多，随着人们对茶文化的重

视，茶文化已经走进了现代人的生活。为了保证可以继承我国悠久的茶

文化历史，应当通过旅游产品的模式，加大茶文化的宣传力度，人们通过

购买相应的茶叶产品和了解茶文化农业运作模式，才能对茶文化进行交

流和宣传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监管部门应当时刻

监管和维护所售卖的茶叶产品，在向游客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保质

保量的满足游客对茶产品的需求。为了拓宽茶叶产品市场，游客在进行

旅游观光时需要导游讲解详细的茶文化知识，在宣传的前提下，让游客

自愿购买茶叶产品，才能树立良好的茶叶产品形象，让人们更加关注茶

文化的知识内涵与艺术价值。
3.3 坚持茶文化开发与生态环境维护相结合的模式

开展以茶文化生态旅游为基础的产业开发模式，可以吸引来自全球

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为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一定

的环境问题。游客的大量到来，使得当地的环境不同程度的会爱到污染，

因此针对于旅游而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及时进行治理。以茶文化内

容为基础，向游客普及环保知识，游客在旅游观光的过程中，对这种生态

原始的农业运作模式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自发地加入到环境保护的行

列中去，只有确保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让茶树可以健康成长，也

才能让当地获取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地方政府还需要加大监管和维护

力度，对刻意破坏环境的游客加宣传力度，让游客体会到破坏环境以后

的恶果，只有以茶文化和农业旅游开发为基础，才能实现当地经济快速

发展的根本目的。
3.4 构造内容丰富的茶又化全面融合模式

以茶叶经济旅游发展为基础构建完整的茶文化体系，通过全程监督

茶叶加工过程，保证向顾客提供优质的茶叶产品。整个模式需要以茶叶

生产为基础，面向游客提供高质量、高品质茶叶产品的同时，还可以为游

客量身打造需要的茶叶产品，整个制作和加工过程以开放性的模式向游

客展示，让游客放心，才能保证提高茶叶产品的销量，开发茶叶产品市

场。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天然环境下生长的茶叶，更能吸引游客前来购

买，激起游客的购买欲望并满足购买需求，让游客进行宣传和评判茶叶

的质量，才能拓宽茶叶销售市场。以游客需求为出发点，构造内容丰富的

茶文化，同时向游客展示茶叶生产加工过程，促使茶叶加工企业获得良

好口碑，保持稳定的经济收入，让企业盈利。

结束语

以茶叶经济带动农业经济发展，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是当代我国

传承茶文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拉动国内旅游内需的重要举措。本文从

三个方面对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希望通过本文

的研究，能够为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能够为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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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包装设计是一种以市场经营为目的，以艺术美感为原则，综合

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心理等因素，围绕商品外部结构的材料、造型、文
字、色彩等进行创造与美化的过程，它是吸引人们关注和认识商品的绚

丽外衣，对于促进商品的宣传和营销都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在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特色民族商品，它已

进入寻常百姓人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清晨早起七

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结晶，

它则与传统儒释道精神紧密融合，萃取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志与情感追

求，形成了以茶道艺术为核心的中国茶文化，在世界文化史册中绽放光

芒。从古至今，我国一直都是茶叶生产、消费与出口大国，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升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人们更加注重茶

叶的天然品质，对其外部包装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非物质文化元素及其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是指那些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各种

精神文化，包括与自然环境相配合、相适应而产生的内容，比如科学、宗
教、艺术、哲学等，与社会环境相配合、相适应而产生的内容，比如语言、
文字、风俗、道德、法律等，与物质文化相配合、相适应而产生的内容，比

如仪器或器械的使用方法等。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与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大都以口口相传、世代承袭的形式流传至今，具有民族

性、地域性、开放性、时代性等特点。
我国的典型非物质文化元素包括传统水墨画、传统书法、传统图形

基金项目：2014年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YJ201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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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元素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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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应当汲取传统非物质文化元素，让包装在具有保护功能的同时彰显

民族特色和文化美感。本文首先介绍了非物质文化元素的概念及其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的必要性，而后分析了当前茶叶包装设计

的基本情况，最后就非物质文化元素在现代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创新运用进行分析，提出中国茶叶包装应当立足传统，走出一条富

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创新之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元素；现代茶叶包装设计；必要性；创新运用

143

Chao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