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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旅游是将茶文化当做旅游的内容，将实体的茶园作

为旅游消费的载体，消费者可以在旅游过程中学习茶的来源、生

长、采摘、习俗等，将茶叶生产、旅游、休闲、购物等融为一体的新

型项目。茶文化旅游是新型的生态旅游项目，可以大大提高茶叶

的人气度和茶叶企业的竞争力，对茶叶经济、地方经济发展都有

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近些年来，越来越多以茶文化为主体的旅游

活动逐渐兴起，这不仅大大带动了茶产业的经济，并且对我国旅

游业也有很大的影响。

1 茶文化旅游的形成背景

茶源于中国，距今已经有 4000多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世界上有 50多个国家和地方种植茶叶。历史上中国向全世
界传播种植茶的技术以及茶文化等，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

密切。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茶文化已经逐渐地

被人们所喜爱并进一步研究。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冲泡，而是对

现有的茶资源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开发和利用，并且在此基础上

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喜爱茶文化的不仅仅是学者，还有日益增

长的饮茶人群，他们需要对茶的种植、生长、加工有细致的体会，

对茶的传说、故事等方面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为了满足更多人对

茶文化的喜爱，我国已经建立了多个茶博览、茶趣园、茶艺馆等，

让更多的人学习和了解茶文化，并且将之作为旅游的一个重要

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

2 茶文化旅游带动了茶产业经济

2.1 茶文化旅游，提高茶产业附加值
茶文化旅游是将茶叶和茶文化作为项目的主体，并且将茶

叶资源、茶叶成品、茶园风光紧密地结合起来，打破了传统茶叶

的生产模式，以茶叶带动旅游业，以旅游业促进茶叶经济的发

展。茶文化旅游不仅仅让游客体验到真实的茶园生活，放松身

心，体会到采茶的过程，并且可以在游玩的过程中学习茶文化。

茶文化旅游项目将与茶相关的事物进行结合，带动了茶产业的

消费，提高了茶产业的附加值，并且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2.2 茶文化旅游，提高茶产品的质量

茶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并且茶叶也慢慢地作

为人们之间相互馈赠礼品的一种选择。游客不仅仅对茶叶自身

的质量有所要求，并且对茶叶的包装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在

大力推进茶叶文化旅游项目的同时，需要提高茶叶本身和附加

产品如包装设计等产品的质量，这样才能促进多元化发展，更重

要的是提高茶叶本身的价值，提高地方经济的效益。

2.3 茶文化旅游，促进茶消费，推动茶叶经济的快速发展

游客可以在茶文化旅游中了解和学习茶叶的生长环境、采

摘过程、生产加工过程以及茶的历史等。游客可以亲自去茶园采

摘、制作茶叶，并且可以在茶园购买加工好的茶叶。与此同时，游

客可以在茶园购买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盒馈赠好友，这在一定程

度上宣传了茶叶，提高了茶叶的知名度，无形之中也拓宽了茶叶

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茶园的经营者可以根据当下游客的实际

需求以及市场的环境对茶产品的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大

大提高茶叶的经济效益。

3 我国国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遇到的阻碍

以茶文化为主体的旅游项目，将休闲娱乐、消费购物以及文

化集中在一起，虽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

程中效果却并不好。除了茶文化旅游的基础建设不过关以外，限

制茶文化旅游发展的阻碍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广泛的茶文化旅游消费群体。旅游业发展的动力

来源就是消费群体，消费群体也是旅游业相互竞争的核心内容。

茶文化旅游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消费人群的狭
隘性。以安徽茶文化旅游为例，选择茶文化旅游的人群国内居

多，其中江浙地区的人群比较多，但是安徽本地的旅游人群则寥

寥无几；国外的游客日韩人群居多，但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人群

占比很小。（2）安徽地区茶叶消费人群的局限性。安徽产茶，大家
都知道，一直以来都是国内人群馈赠好友的必备之品。但是，近

些年来，以前一直在海外及全国畅销的茶叶慢慢的失去了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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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茶文化已经慢慢的被人们所喜爱。茶不再是简单的冲泡，

而是对现有的茶资源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开发和利用，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茶为中心的茶文化旅

游不仅仅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茶艺文化，还可以扩大茶业的宣传面，提高茶叶行业的经济水平，提高茶叶企

业的竞争力。茶叶企业可以借助旅游活动来带动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增加茶叶旅游的人气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经

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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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现在只有浙江及安徽省内有一定的市场，以前的茶叶价

格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安徽茶文化旅游的例子可以看出，如

果不对现有的模式进行改进，打破传统地域之间的限制，不断地

扩大茶叶的知名度和消费群体，茶文化的旅游产业市场将会一

步步走向低谷。

其次，缺乏强有力的茶文化旅游品牌。各行各业都无法摆脱

品牌的影响力，但是目前我国的茶文化旅游还没有形成有影响

力的品牌。以雅安茶文化旅游为例，雅安地区茶叶企业众多，据

不完全统计大概有上千家茶企，但是企业之间独自经营，缺乏整

体性，使得雅安茶叶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品牌。目前，多数茶企生

产的茶叶主要走中低端市场，并且企业之间独自经营，互相之间

缺乏沟通和学习，使得雅安区域经济无法快速提高，并且难以形

成强有力的品牌。

最后，茶文化旅游的产品过于单一。我国的茶文化旅游产品

较为单一，缺乏文化涵养，使得茶文化的开发和后续产业无法正

常启动。茶文化旅游项目中游客只能从品茶或者观赏茶艺表演

的过程中了解和学习茶文化。茶园的导游缺乏专业性，使得游客

只能凭借自己想象来理解茶文化。茶文化是中国的宝贵遗产，单

一的产品结构不利于茶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4 茶文化旅游发展的策略

4.1 制定科学、统一的发展规划

为了更好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制定科学、统一的发

展规划，明确茶文化项目的目标、操作规程以及发展方向。在制

定科学、统一的茶文化发展规划之前，必须要将生态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作为工作的重心，游客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要有可持续

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意识，需要对旅游区的茶文化资源、地质环

境、生态物种以及其他的环境质量进行实地的调研，并且制定出

相应的对策，这样才能保证茶文化旅游的顺利开展，并保证茶文

化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4.2 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对茶科技进行创新

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茶文化和茶科技占据同等的位置。茶

叶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增加茶叶旅游的人气度，并且茶叶产业

可以借助旅游活动来发展。因此，希望茶界和相关的政府部门，

给予茶文化项目大力支持，这样才能充分地对中国传统茶文化

进行挖掘和振兴，从而促进茶叶经济的快速发展。茶文化旅游应

该整合茶文化与旅游业的具体要求，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茶

文化的特点，并且还符合旅游业发展的要求。可以将茶文化和教

育工作相融合，高校或者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建设与茶文化有关

的青少年教育基地，向中小学生宣传茶文化，普及茶知识，让青

少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

学茶、饮茶的意识。

4.3 点面结合，找准运作模式

茶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展在带动茶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

可以带动区域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该

注意：首先，地方政府或者茶园应该借助周围的名胜古迹等旅游

资源，两者相互取长补短，呈现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次，对现

有的资源进行整合。整合茶文化资源，将省内外的资源相互交

织，打造一条属于茶文化的生态旅游路线。在抓项目建设的同

时，也需要完善其他的基础设施。

4.4 挖掘茶文化的生态旅游资源，不断创新旅游项目

生态旅游和传统形式的旅游截然不同，生态旅游的核心是

保护环境，是追求知识和享受生活。在开展茶文化旅游项目时，

要重视游客的参与和互动，注重人和自然的和平相处，营造一种

欢快的气氛，在游玩的过程中享受生活。茶文化旅游需要在茶文

化的基础上进行挖掘和开发，寻找更加有意义的旅游项目。例

如，建立茶文化主题公园，将茶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展示，其中

包括茶史、茶礼、茶俗等；茶园的经营者现场给游客展示种茶、采

茶、加工茶以及泡茶等操作流程。建立茶文化旅游度假村，将旅

游、休闲、娱乐、观光、住宿、体验等一系列活动融为一体，吸引白

领人群。事实上，江西南昌的梁家渡茶园已经慢慢的向生态方向

转变，这对随后转型的茶园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购物方面，茶

园经营者除了保证传统茶叶的销售外，还应该建立茶美食街，给

游客充分展示茶叶的附属品和创新商品。这样不仅可以让茶文

化旅游项目得以丰富，并且可以帮助茶业建立生态经济体系。

4.5 快速培养一批专业性的生态旅游技术、管理人才

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项目的过程中，需要培养出一批专业

性强的生态旅游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我们在生态旅游发展方

面起步较晚，欠缺实践经验，并且缺乏对生态和旅游知识兼备的

人才。为了更好促进生态旅游项目的发展，必须及时解决目前所

遇到的问题，寻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并且积极培养一批专业性

强的生态旅游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才能将生态旅游发展落实，

鼓励人们加入到茶文化旅游项目中去，加快项目的建设。

5 结 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茶文化已经

慢慢地被人们所喜爱。我们在生态旅游发展方面起步较晚，欠缺

实践经验，并且缺乏对生态和旅游知识兼备的人才。茶文化旅游

是将茶文化当做旅游的内容，将实体的茶园作为旅游消费的载

体。消费者可以在旅游过程中学习茶的来源、生长、采摘、习俗

等，将茶叶生产、旅游、休闲、购物等融为一体的新型项目，可以

大大提高茶叶的人气度和茶叶的竞争力。因此，需要重视我国茶

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且寻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才能

更好地促进茶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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