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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西茶叶经济

1.1 茶叶种植经济
陕西作为我国最早产茶并且发展茶叶经济的省份，特别是陕南

地区一直都以种茶作为主要的农业收入来源。根据调查，汉中地区茶

农就将近有 20万户，每年每户年收入将近 6万元。相较于其他的农
民，陕南的茶农经济收入还是不菲的。因此，就单单是茶叶种植行业，

就已经创造了陕西不少的经济收入。陕西的茶企业也是多如牛毛，其

中，中小企业居多，注册资本一般为几百万元，员工也有几十个。根据

相关调查统计可知，这些中小茶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为 3000万元。由
此可见，茶叶种植经济是推动陕西茶叶经济的主要动力。

1.2 茶文化经济
作为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陕西曾经是大唐的古都，承载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茶文化正是在唐朝开始发展，并且往外流传。陕西

西安，洛阳等地方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加有着丰富的茶文化

底蕴。结合了唐文化的深厚历史渊源，茶文化在古都也是颇受大家青

睐。品唐文化，同时也在品陕西的茶文化。这两者是紧密连接在一起

的。因此，在陕西，大大小小的茶馆和茶社盛行，充满着文化的风情。

这对于懂茶和品茶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一些茶叶

的深加工出售与包装等等，这些都是构成陕西当地茶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1.3 旅游业发展
陕西的旅游景点非常之多，大到秦始皇的兵马俑，小到一个小小

的古建筑。这些都是陕西省旅游的瑰宝，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作为一个茶马古道与茶文化的起始地，政府把茶文化与相关的旅游

景点相结合，加快了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一些

茶区还组织了乡村茶文化旅游，开放一些茶园作为一些旅游景点，让

一些久居城市的游客能够感受茶园的魅力和农村的恬淡风情。作为

旅游业的一种发展手段，不管是茶文化与旅游景点的结合还是开放

茶园旅游景点，都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让外地游客了

解当地的文化。

2 茶农养老新方式———以房养老

2.1 以房养老概念
所谓以房养老，就是老人将自己现有的房产抵押给相关机构或

者银行，然后可以每月从机构或者银行那里得到一笔养老金，等到老

人去世之后，房产收归相关机构或者银行。以房养老的方式是近期提

出的，突破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的新举措。以房养老的方式有多种多

样，可以抵押获得一笔比较大的养老金，或者分月平均支付，老人去

世后，分月支付的钱还可以留给老人的子女。同时机构或者银行拍卖

的房屋，其子女有购买的优先权等等。以房养老政策已经被政府公布

并且推广实施。希望能够借此解决现阶段老人养老的问题，也能为我

国的老龄化社会提供一些更加安定的因素。

2.2 茶农以房养老的必要性———以陕西茶农为例
就如前文所述，根据调查，汉中地区茶农就将近有 20万户，每年

每户年收入将近 6万元。相较于其他的农民，陕西的茶农经济收入还
是不菲的。因此，就单单是茶叶种植行业，就已经创造了陕西不少的

经济收入。可见，陕西的茶农与其他农民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其收入

比一般农民偏高。但是茶农并没有脱离农民这样一个职业。在养老方

面，他们依然与其他农民面临一样的问题。现阶段，大部分的陕西茶

农年龄普遍在 40岁以下，也就是说年纪偏高的茶农已经不能再种植
和生产茶叶，这时候，他们的养老问题就凸显出来。一方面他们已经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次，国家也没有相应的养老金补贴。在有些

地方，子女外出打工的情况居多，村里的房子并不会再有后代居住，

并且村里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因此，此种情况下，以房养老是一种解

决农民养老难的问题的新思路。

3 茶农以房养老面临的问题

3.1 房产认证问题
茶农虽然经济收入比较高，但是大部分的茶农房屋还是在自己

的宅基地上建立的，祖祖辈辈都居住在那里，顶多就是将原来的老房

子拆了，重建过一栋新的房子。买城市的房子或者居住在城市的茶农

还是很少的，即使在城市买房子，那也是买给子孙后代的房子。因此，

茶农面临的问题也是普遍农民需要面临的问题。农村的房屋建筑并

没有相关的房屋产权证，只有土地使用证。以房养老，就是老人将自

己现有的房产抵押给相关机构或者银行，然后可以每月从机构或者

银行那里得到一笔养老金，等到老人去世之后，房产收归相关机构或

者银行。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农民的房子根本就不能在市场上流

通，也不能进行相应的房产抵押。所以，对于农村的以房养老措施来

讲，没有房屋产权证是目前农民实施以房养老问题的关键难点所在。

3.2 房产估值问题
因为没有相关的房屋产权证，且没有根据市场的价值来进行估

值。因此，对于农民房屋的估值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城市居民的住

房可以根据当地的二手房价进行拍卖，不同地段的房价并不一样。但

是，在农村，房产的估值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首先得根据建筑房

屋的材料、人工以及装修等等来判断房屋的价值，其次还应当根据相

关的地理位置去估值。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农村的房屋很

有可能因为地区比较偏僻交通不便等等原因，根本就没有人购买，因

此，它的市场价格可能还达不到其成本价。有的也有可能因为空气比

较好，地理位置优越，导致房价可能比一般城市地段房价还要高。这

些都是要经过专业人士的估值才能确定。这些考量因素都是他们需

要考虑的重要参考。所以，农民的房产估值问题也是以房养老举措的

关键性问题。

茶叶经济视角看以房养老问题———以陕西茶农为例
王晓燕

（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现阶段，农民作为国家特别关注的群体，其养老问题也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陕西茶产业，是我国最早期的

茶产业中心，陕西茶农作为相对收入较高的农民同样面临着养老的问题。但是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慢慢地在改变着，

政府开始普及以房养老的养老体制。本文论述了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茶产业，茶文化的传播如茶馆茶社，旅

游业发展。其次讲述了茶农养老新方式以房养老概念、必要性以及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茶农以房养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茶叶经济；以房养老；陕西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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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小微型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 1000
多万家，在我国所有企业中所占比重超过 90％，所创造的价值也已超
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60％。由此可见，小微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随着发展的日益深入，小微企业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发

生了较大变化，从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物流环境是对

小微企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因素。本文以小微型茶企业为例，

对其自创物流途径及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分析。

1 小微型茶企业的特征

我国对企业规模有具体规定。在农林牧渔行业中，营业收入在

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型企业，收入在 5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收入在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因
此小微型茶企业即为收入在 50元万以下的企业。小微型茶企业与已

成规模的茶企业相比，企业资金量较小、生产投入较小、盈利模式较

为单一、营业收入较少、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生产设施设备

并不完善；在人事、财务制度方面，也不具备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结构

和机制；没有属于自身独立的企业品牌和文化，在生产研发力量和市

场竞争力方面较弱，风险对抗能力也较弱。

同时，小微型茶企业具有雇佣人员较少、产权和经营权高度统

一、自主经营、家族式管理居多、生产方式灵活、直销为主、在同行业

中没有进行垄断等特点。

2 小微型茶企业的物流配送模式及特点

我国小微型茶企业在物流配送过程中，茶叶配送主体呈现多样

化的发展趋势。参与配送的主体主要有物流企业以及茶叶批发集散

市场等等。配送主体为物流企业时，物流特点为运输距离较长，运输

小微型茶企业自创物流途径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分析
骆金鸿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5）
摘 要：随着我国对茶市场开发力度的加大，茶叶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茶企业中的小微

型企业面临着众多挑战和问题，物流配送就是其中较为严重的问题。物流问题对小微型茶企业的效益产生了不利影响，很

多小微型茶企业自创物流途径，以此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本文主要从小微型企业的特征、茶企业的配送

模式及物流特点、小微型茶企业自创物流途径的原因及其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方面，对小微型茶企业自创物流途径与企业效

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小微型茶企业；物流途径；企业效益；影响

3.3 茶农的落后观念
其实，大部分农民现在的观念都还是养儿防老，因此，农村的重

男轻女观念依然很重。所以大部分农民也不会因为养老问题而把自

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就算子女在外打工，将来也不一定会回农村居

住，老人依然不舍得把房子抵押出去。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房子

涉及到他们的宅基地问题，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留下的东西，关系到他

们家族的风水等等。进一步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都没有转变过

来，安土重迁的思想也非常严重，老人都希望自己能落叶归根，把房

子抵押出去，虽然能在年老的时候享受一把老年时光，但是总归过不

去心里的那道坎，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房子是属于自己的，有房子也就

有家的感觉。针对这一观念，政府提出，房子可以在抵押出去之后，依

然保有农民的居住权，只是去世后房子收归相关机构或者银行。但是

作为一个农村的老人，依然很难跨过那道坎，再者，面对子孙的继承

权问题，也是让老人纠结的一个点。很多老人总是希望把最好的留给

自己的子孙，尽管那值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依然有这样的观念。

4 茶农以房养老的政策建议

4.1 完善相关政策
对于农村以房养老问题，政府应当起一个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关

系到解决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大问题，因此，应当谨慎解决。首先，对于

农村的房屋产权问题，应当早日督促农民去办理相关的产权证书。并

且针对以房养老的产权证书的办理，应当免去相应的手续费。根据调

查，房屋产权办理的手续费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笔非常高的支出。因

此，政府应当免去这笔手续费。其次，对于农村以房养老的农民，倘若

房屋估值比较低，政府应当给与一定的补贴，以满足最基本的养老生

活保障。同时，政府应当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以房养老方面衍生

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继承权的问题，房屋归属问题，优先购买等等

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才能将以房养老的

后续问题解决好，也让社会更加和谐。

4.2 选择合理机构
以房养老是一个大问题，房屋抵押机构也可选择性很大。现阶

段，可以选择银行、保险公司或者相关的福利机构等等。这些机构的

处理房屋的方式都很不一样。因为机构的不同，对于资金的来源，国

家的资助等等也因此不同。银行可能有强大的资金来源，对于利率的

把控，金融动态了解清晰，保险机构可能对老人的寿命预期有着自身

的优势。所以作为一个养老的大问题，我们的农民需要有专门的人员

对其个人进行相应的分析，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

5 结 语

综上所述，农村养老，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受人关注的话题。陕西

茶产业，是我国最早期的茶产业中心，一直处于比较有优势的中西部

茶叶中心，为陕西的农业经济贡献了很大的产值。陕西茶农作为相对

收入较高的农民同样面临着养老问题，且值得关注和重视。以房养老

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模式，慢慢在被很多老人所接受。但是茶农的以房

养老却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房产认证、房产估值和农民观念落后等

等问题。本文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完善相关的政

策，选择合理机构等等。以期为茶农的养老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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