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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茶是中国六大茶类中最具影响力的茶类之一
,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和饮用红茶的 国家 早在明代初

期 一 中国就有生产红茶的记载
。

纵观中国红茶 多年来的发展历 程
,

大体可划分为 个阶段 年以

前的创始与发展阶段
, 一 年的兴盛与辉煌阶段

,

年的衰落阶段
, 一 年的振兴发展阶段和

年至今的产品结构优化阶段
。

本文概述 了我国红茶的分布区域
、

种类
、

品质特点
、

生产规模
,

以及科研机构对红茶

产业发展的科技贡献
,

分析了中国红茶生产与 贸易的发展趋势和 中国红茶产业面 临的主要挑战
,

并提出了依靠科技
、

优化红茶产品结构
、

加快建立中国国际茶叶拍卖中心和打造茶叶著名 品牌的中国红茶产业发展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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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发源于中国
,

传播于世界
。

红茶
,

是中国六大茶类中最

具影响力的茶类之一
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和饮用红茶的

国家
。

早在明代初期 一 中国就有生产红茶的记载

刘基 《多能鄙事 》中有
“

兰膏红茶
” 、 “

酥签红茶
”

世纪初
,

福建省武夷山已盛产小种红茶
。

年
,

荷兰东印

度 公 司 首 次 将 中 国 小 种 红 茶 山 —
“

武 夷
”

运往荷兰
,

年和 年又相继将中国红茶

运往英国
、

西欧和北美等国家
,

从此
,

中国红茶的饮用文化与

生产技术打开了向世界传播的大门
,

激发了 世纪中叶以

后世界红茶生产
、

贸易与消费的蓬勃发展
,

也使红茶成为西

欧
、

北美和俄国等发达国家人民最时尚的健康饮料 ,’一 。

一
、

中国红茶生产与贸易的基本情况概述

中国红茶的世界历史地位与发展历程

早在 年以前
,

中国红茶就从陆上
“

丝绸之路
”

销

往国外 世纪初
,

中国武夷红茶首次从海上运往欧洲
。

年开放海禁
,

开通 了从广州通往欧洲的海上
“

丝绸之

路
” ,

大大拓展了中国茶叶向世界传播的渠道
,

促进了中国

红茶生产与贸易的发展
。

年鸦片战争
,

中国政府被迫签

订了《南京条约 》
,

实行五 口通商
,

更进一步地打开了中国

对外开放的大门
,

促使中国红茶生产和贸易进人了前所未

有的鼎盛时期
。

据史料记载
,

中国茶叶出 口 从 年的

剧增到 年的 万 主要是红茶
,

连续

年年均增长
。

年的茶叶出 口量约占当时世界茶

叶贸易总量的
,

出口 创汇 占当时全国各类出口 商品创

汇总额的
,

是旧 中国茶叶出口 的最高记录
。

自此之后
,

由于政局多变
、

战火连燃
、

经济衰退
、

民不聊生
,

更加之两次

世界大战爆发和印度
、

斯里兰卡等国家红茶生产和贸易的

崛起
,

使中国红茶产销每况愈下
,

一撅不振
。

中国茶叶产量

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比例
,

从 年的 下降到

年的
一 ,。 年新中国成立后

,

中国红茶伴随着中国

茶业政策
、

体制和科技的不断改 良进步而得到快 萝恢复和

发展
,

在世界茶坛上逐步开创了新的历史篇章
、

年
,

中

国茶叶出 口 总量首次超越 年的历 史最高记录
,

达到

万
、

创汇 亿美元
,

其中红茶 万
、

亿美

元
。

到 年
,

中国茶叶出 口 总量突破 万 大关
,

年又 突破创汇 亿美元
,

年出 口 达到 万
、

亿美元
,

跃居世界第二茶叶出 口 大国 其中 中国红茶出口

量于 年突破 万 大关 以红碎茶为主
,

约
,

创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水平
。

到 年
,

中国茶园面

积
、

茶叶总产量达到 万 , 二 、

万
,

分别比

年 万
、

万 增 长 倍多和 倍多
。

其

中
,

中国红茶总产量由 年约 万 也剧增到 年

约 万 后
,

又下降到 年的 万
,

分别为

年的 倍和 倍 红茶 占各类茶的比重由 一

年的平均 左右急降到 一 年的 日一 , ,。 纵观

中国红茶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

大体可划分为以下 个

阶段
一 , ,

第 阶段 年以前 约
,

为中国红茶

的创始与发展阶段
。

这一阶段的特点为 一是红茶生产零星

分散
,

规模很小 红茶主要 由中小叶种茶树的鲜叶加工而

成
,

茶叶外形为条索状
,

色泽乌黑润泽
,

故输入欧洲后被称

为
“ ”

产 自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桐木关的正山小

种
,

是这一时期中国红茶的典型代表
。

这是最早进人欧洲市

场的中国红茶产品
。

二是中国红茶生产技术和饮用方法随

着红茶贸易的发展而传播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

红茶出 口

市场扩大到西欧
、

北美和俄国等 这是中国红茶国际化的重

要发展时期
。

三是中国红茶在世界红茶贸易中
,

几乎独占垄

断地位
。

康熙十七年 中国出 口 到英 国的红茶超过
,

占英国红茶输入量的 以上 一 年间
,

中

国出 口 到美国的红茶均在
,

占美国红茶总输人



量的 一 , 。

第 阶段 一 年
,

为中国红茶的兴盛与辉煌阶

段
,

也是中国红茶生产与贸易最鼎盛的历史时期
。

受五 口通

商后红茶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的拉动
,

茶园面积和茶叶总产

量与年俱增
,

不少广东茶商纷纷携巨资到绿茶产区推广
“

绿

茶改制红茶
”

技术
,

促进了红茶生产的快速发展
。

到 年

全国茶叶总产量达到 万
,

比 年增长 倍
,

出口

量增加 倍
,

年均分别增长
一

。 和
。

第 阶段 一 年
,

为中国红茶的衰落阶段
。

由于

这一时期政治
、

经济环境恶化
,

茶叶赋税不堪重负
,

技术上故

步自封
,

加上世界大战致使海上
“

丝绸之路
”

中断
,

中国红茶

在世界红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步被新兴的印度
、

斯里兰

卡
、

印度尼西亚等产茶国所取代
,

至 世纪 年代中国红

茶生产跌至最低谷
。

年
,

全国产茶仅 万
,

出口

万
,

分别比 年下降 和
。

第 阶段 年
,

为中国红茶的振兴发展阶

段
。

这一时期由于新中国前所未有的解放生产力
,

促进了茶

叶产业和红茶产销业的蓬勃发展
。 一 年

,

全国茶园

面积由 万 耐 发展到 万 时
,

茶叶总产量由

万 发展到 万
,

分别增长 倍和 倍
。

其中
,

年红茶产量达到 万
、

出口 万
、

创汇

亿美元
,

比 年分别增长 倍
、

倍和 倍 红茶出口

总量占全国六大茶类出口量和世界红茶出口量的比例提升

到了 和 巧 左右
。

红茶产销的国内和国际地位大大增

强
。

第 阶段 年至今
,

为中国红茶的结构优化阶段
。

由于受 年政府放开国内市场和 年起取消茶叶出
口补亏政策以及内外销茶价

“

倒挂
”

的影响
,

内销名优茶发

展迅速
,

不少主产出口红碎茶的产区纷纷转产内销绿茶
、

红

茶
、

乌龙茶
、

白茶
、

黄茶
、

花茶和其他特种茶
,

导致红茶生产与

贸易规模大幅度下降
。

但就红茶而言
,

则表现为出口红碎茶

生产量显著减少
,

而各具特色的传统名优工夫红茶和创新红

茶
,

如小种红茶
、

祁门红茶
、

坦洋工夫
、

广东英德金毫茶
、

英红

九号和云南工夫红茶等明显增加 出口红碎茶品质与卖价下

降而内销工夫红茶品质与卖价明显提高
。

到 年
,

全国红

茶总产量已经下降为 万
,

出口仅 万
,

创汇

万美元
,

分别比 年减少
、

和 出口

与内销红茶的比例由 年的 调整到了
,

红茶的结

构与总体品质水平不断优化提升
。

中国红茶的分布区域及其气候条件

中国红茶生产区域东起浙江省舟山群岛和台湾省东岸
,

西至云南省腾冲市盈江茶区
,

南起海南省五指山区南麓的通

什茶场
,

北至湖北神农架以南的茶区
。

分布范围大致为北纬
。一 ,

东经
一

。一 。

地跨中国华南
、

江南茶区全

部
,

西南茶区大部和江北茶区少部
,

涉及海南
、

广东
、

广西
、

云

南
、

四川
、

重庆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

福建
、

浙江
、

安徽
、

江苏
、

台

湾等 个省 直辖市
、

自治区
。

中国红茶产区的地域分布广阔
、

地理条件复杂
、

气候条

件多样
,

造就了各具特色的红茶品种和生产区域
。

乔木和小 半 乔木型大叶品种红茶产区
。

主要分

布在华南茶区 包括海南
、

广东
、

广西 和西南茶区南部 云

南省和四川
、

贵州省南部 的中热带和南亚热带气候区
,

年

日平均气温 ℃
,

极端最低温度为一 ℃
,

℃活动积温
一 ℃

,

年均降雨量 一巧
,

无霜期 一

天
,

最适宜栽种大叶红茶品种
,

是中国第一
、

二套样出口红碎

茶和大叶种工夫红茶的主产地
。

这是中国最优秀的红碎茶和

创新名茶主产区
,

代表产品有滇红
、

英德红茶
、

海南 红

碎茶和高香型金毫茶等
。

以小 半 乔木型中叶品种为主的红茶产区
。

主要

分布于西南茶区中部和江南茶区中南部的中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
,

年日均气温 巧 一 ℃
,

极端最低气温一 ℃
,

〕 ℃活

动积温 ℃以上
,

年均降雨量 一 ,

无霜期
一 天

,

山脉延续
,

海拔较高
,

土壤 一 ,

有机质丰

富
,

是中国传统工夫红茶和第三套样出口红碎茶的主产地
。

该地区最著名的红茶有安徽省的祁门红茶
、

福建省的正山小

种
、

江西省的宁红工夫和湖南省的湖红工夫等
。

灌木型小叶品种红茶产区
。

分布于气候比较寒冷的

江南
、

西南茶区北部和江北茶区
,

是中国小叶种工夫红茶和

第四套样出口红碎茶的主产地
,

其最出名的红茶有宜红工

夫
、

川红工夫和越红工夫
。

中国红茶种类
、

品质特点及其生产规模

根据茶叶的外形和品质特征不同
,

中国红茶可划分为小

种红茶
、

工夫红茶和红碎茶三大类
。

前两者因初
、

精加工费

时
,

工艺复杂
,

故名曰 “

工夫
” ,

其外形是条索状的
,

又 曰 “

条

红茶 红条茶
”

后者外形为细小的颗粒状或片
、

末状
。

年
,

中国红茶总产量 万
,

其中 红碎茶约 万
,

工夫红茶和小种红茶近 万
,

前者主要用于出口
,

后者主要

用于内销
。

到 年
,

由于绿茶
、

乌龙茶和特种茶价高好销
,

中国红茶产量调整到 万
,

其中出口红碎茶 万余
,

内

销工夫红茶和小种红茶 万
。

各类红茶的品质特点和生

产规模简介如下

小种红茶
。

小种红茶 世纪初原产于福建省崇安

县星村乡桐木关一带
,

故又称
“

桐木关小种
”

或
“

星村小

种
” ,

有正山小种和山外小种之分
。

产 自武夷山北段星村乡

的条索状红茶称为
“

正山小种
” ,

其外形条索肥实
,

色泽乌

润
,

茶汤红浓
,

香气高长带松烟香
,

滋味醇厚
,

有桂圆韵味 而

产自政和
、

坦洋
、

北岭
、

屏南
、

古田
、

沙县和江西省铅山等地的

小种红茶
,

质量稍次
,

统称
“

外山小种
”

或
“

人工小种
” 。

世纪 年代
,

小种红茶年产
,

远销欧美市场 年

几乎绝迹 世纪 年代恢复生产
,

目前年产量 朋
。

工夫红茶
。

工夫红茶和小种红茶一样
,

是中国特有

和世界最早的红茶花色
,

也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
,

在鸦片

战争以前
,

几乎垄断了世界红茶贸易市场
。

中国有 个省

直辖市
、

自治区 产茶
,

其中有 个先后生产工夫红茶
。

按

产地来分
,

中国工夫红茶可划分为祁门工夫 含浮梁工夫
、

霍山工夫
、

滇红工夫
、

粤红工夫 英德
、

鹤山工夫
、

宁红工

夫
、

宜红工夫 含石门工夫
、

川红工夫 含黔红工夫
、

湖红

工夫
、

闽红工夫 坦洋
、

白琳
、

政和工夫
、

越红工夫
、

台湾工

夫和江苏工夫等 按制作工夫红茶的鲜叶原料不同
,

又可分



幸且姜蓄二
一

钾黔
为大叶工夫红茶和小叶工夫红茶两种

。

大叶工夫红茶以乔木

和小 半 乔木大叶种茶树鲜叶为原料加工而成
,

又称
“

红

叶工夫
” ,

以滇红工夫和粤红工夫为代表 而小叶工夫红茶

以小乔木和灌木型中小叶种茶树鲜叶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
,

因其干茶色泽乌润
,

又称
“

黑叶工夫
” ,

以祁门工夫和宜红工

夫为代表

中国工夫红茶商品共分 个等级
,

其中滇红工夫和祁门

工夫分 一 个等级
,

其他工夫红茶只生产 一 级
。

据统计
,

一 年间
,

中国工夫红茶年产销约 万 左右 , ,

目前

不足 万

工夫红茶因茶树品种
、

地域条件和加工方法不同而品

质各具特色 一般而言
, “

黑叶工夫
”

红茶外形条索紧秀或

紧结肥壮
、

锋苗好
,

色泽乌润
,

其中祁门工夫干茶泛灰色
“

宝光
” ,

宁红工夫紧结圆直略显红筋
,

宜红工夫
、

川红工夫

和闽红工夫条索紧结肥壮或紧细
,

有金毫 内质汤色红亮
,

香气甜醇高长
,

滋味醇厚
,

其中祁门工夫蜜香浓郁高长
,

蕴

藏有兰花香韵
,

回味隽永
,

因其独特的
“

祁门香
” ,

与印度
“

大吉岭茶
” 、

斯里兰卡
“

乌伐季节茶
”

并列为世界公认的

三大高香红茶 川红工夫因其内质香气清鲜带
“

糖香
” ,

年川红名茶珍品
—

“

早 白尖
”

每吨出 口 价 美

元
,

创下中国红茶出口 价格的最高记录
。

而
“

红叶工夫
”

红

茶一般外形紧结肥硕 壮
,

干茶色泽乌润
,

金毫特显
,

汤色

红艳明亮
,

香气鲜郁高长
,

滋味浓厚鲜爽
,

有甜韵
、

富刺激

性
,

叶底红匀嫩亮
,

为中国工夫红茶的后起之秀
。

世纪

年代
,

由广东省英德最早创制和云南省 世纪初制作的名

优工夫红茶 —
“

金毫茶
” ,

为中国工夫红茶中的精品
,

其

外形紧结肥硕匀齐
,

金毫满披
,

汤色铜红明亮
,

毫香花韵细

长持久
,

滋味浓厚有
“

奶香
”

或
“

山韵
” ,

叶底铜红嫩亮
。

制

作
“

金毫
”

红茶
,

以
“

英红 九号
” 、 “

仁化白毛
”

和
“

云抗系

列
”

无性系大叶 良种为最佳
,

采摘标准一般为一芽一叶到

一芽二叶初展
。

目前
,

中国高香型名优工夫红茶 含金毫

茶 年产量约
,

市场售价是出口红碎茶的 倍左右
,

以 内销为主
。

红碎茶
。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
,

在中国广东鹤山等红

茶产区
,

就将工夫红茶切成碎短条和片末状
,

经筛分后的产

品从广州出口欧洲
,

这是中国最早的红碎茶
。

中国直接利用

茶树鲜叶加工红碎茶则始于 年
,

至今只有 年历史
。

目前
,

红碎茶仍是国际茶叶市场的大宗产品
,

占世界茶叶总

出口量的比重从 世纪 年代的 逐步下降到 目前约
,

中国则由 左右下降到不足
。

红碎茶制法分为传统制法和非传统制法两类
。

非传统制

法又分为转子 洛托凡
,

制法
、

制法
、

莱格制

法和 制法等
。

各类制法的红碎茶品质风格各异
,

但花色

分类及其外形规格标准则基本一致
,

共分为叶茶
、

碎茶
、

片

茶
、

末茶 种花色规格
。

其中叶茶是传统制法红碎茶的一种
,

外形呈短条状
,

要求条索紧结
,

颖长
,

匀齐
,

色泽乌润
,

有金毫

少金毫或无金毫
,

汤色红艳或红亮
,

滋味鲜浓有刺激性

碎茶外形呈颗粒状
,

要求颗粒重实匀齐
,

含毫或无毫
,

色泽乌

润
,

汤色红浓
,

滋味鲜爽浓强 片茶外形呈木耳形片状
,

要求

尚重实匀齐
,

汤色红亮
,

香气浓爽 末茶外形呈砂粒状
,

要求

重实匀齐
,

色泽乌润
,

汤色红浓稍暗
,

香气浓强
,

味微涩
。

以上

类
,

叶茶中不能含碎片茶
,

碎茶中不含片末茶
,

末茶中不含

茶灰
,

规格清楚
,

要求严格
。

中国红碎茶 年在湖南安化采用传统制法试制一

举成功
。

年分别在云南励海
、

广东英德
、

四川新胜
、

湖北

芭蕉
、

湖南瓮江
、

江苏芙蓉 个茶场 厂 布点
,

开始大规模

试制
,

同时开展红碎茶专用机械
、

加工技术
、

品质规格等技

术研究
,

为中国发展红碎茶生产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

年
,

外贸部根据国际市场对红碎茶品质规格的要求
,

结合中

国广大茶区的具体情况
,

制定并颁发了 套红碎茶加 工统

一标准样
,

供各地区对照标准加工和验收之用
、

第 套样适

用于云南省采用云南大叶种生产的红碎茶
,

计 个花色
,

设 个标准样 第 套样适用于广东
、

广西 和 四川南部等

地的大叶种红碎茶
,

共计 个花色
,

设 个标准样 第

套样适用于贵州
、

四川
、

湖北
、

湖南部分地区 中小叶种制成

的红碎茶
,

共计 个花色
,

设 个标准样 第 套样适用于

浙江
、

江苏
、

湖南等小叶种生产的红碎茶
,

共
一

十 个花色
,

设 个标准样
。

年
,

中国土畜产进出口 总公司根据出

口需要和国内转子机制法
、

制法的发展所引起红茶品

质上的变化
,

在维持原有品质水平的基础 上
,

对 套样进行

了简化改革
,

第 套样由 个样改为 个标准样
,

第 套

样由 个改为 个标准样
,

第 套样由 个改为 个标

准样
,

第 套样由 个改为 个标准样 年海南定安

县南海茶厂首次引进 成套加工生产线
,

正式生产

红碎茶
。

世纪 年代末到 年代中期
,

中国广东省粤西

农垦局和海南农垦局开始研究 成套加
一

二机械
,

并投放

使用
,

年产 红碎茶约 年湖南瓮江和广西百

色采用 设备试制红碎茶
,

该技术因成品存在色泽不润

等缺点而未被推广 ,’叹

多年来
,

中国红碎茶生产迅速发展
,

年
,

年

产红碎茶约 万
,

目前保持每年 万 一 万 传统制法红

碎茶
,

颗粒紧实呈短条状
,

色泽乌黑油润
,

内质汤色红浓
,

香

味浓度好
,

叶底红匀
。

该类产品外形美观
,

但因内质香味刺激

性较小
,

成本较高
,

品质难以提高 故在中国仅在很少地区生

产
。

转子机制法红碎茶于 世纪 年代先后在广东英

德
、

江苏芙蓉等地率先研制成功
〔

英德茶机厂仿照洛托凡

机械研制出中国第一批转子机
。

用转子机所制的红碎茶
,

亦分为叶茶
、

碎茶
、

片茶
、

末茶 类产品 其中碎茶外形紧

卷呈颗粒状
,

重实匀齐
,

色泽乌润或棕黑油润
,

内质汤色浓

亮
,

香味浓较鲜
,

具有较强的刺激性
,

叶底匀齐红亮
。

转子

机红碎茶除具有外形美观和色泽乌润的优点外
,

内质浓强

度较传统红碎茶好
,

而且成本较低 广东英德利用转子机

生产的
“

秋香
”

红碎茶
,

花香浓郁细长
,

滋味鲜爽
,

曾得 到

英国女王的高度赞扬
。

现在
,

中国大部分红碎茶厂都按此

法生产
。

此外
,

世纪 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研制开发了一系

列的创新红茶
,

如花香型金毫茶
、

奶香型高级红茶
、

荔枝红

茶
、

无咖啡碱红茶
、

速溶红茶和调味型红茶饮料等
,

深受国内

消费者的青睐
‘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