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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产消费升级背景下，君山银针茶品牌竞争力提升探究 
苏  苏  游  宇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湖南岳阳  414006） 

摘要：新中产这个群体在最近几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最大增量的消费群体，在各行各大品牌眼里是个“香馍馍”。君
山银针作为中国名茶之一，其品牌销售、消费主体自然离不开新中产。以新中产消费特点及趋势作为依据，君山银针茶在自我品牌
竞争力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当下所面临的机遇，积极探索作为历史名茶新一轮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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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君山银针茶，

具有其得天独厚的历史价值和自然价值。在当代新中产崛起的
中国，如何通过对新中产人群饮茶消费特点和趋势的分析，进
而把握君山银针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使其品牌竞争力能得
到进一步发展，是我们当下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新中产界定及其消费特点 
（一）新中产的界定 
关于新中产，其界定在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8 中国新中

产圈层白皮书》中有了较好的阐述，新中产是指在家庭衣食住
行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消费以外，仍具备更高消费能力及投资能
力的社会群体，其家庭基本消费支出与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的
占比低于 50%，一般来讲，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家庭年收入不低
于 30 万，其它城市在 20 万以上。新中产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
育，追求有品质、有态度的生活，根据第一财经周刊发布的《2017
中国新中产品质生活报告》，新中产的消费呈现 9 大消费特点：
一是只选合适的，不选最贵的；二是高科技产品的尝鲜者；三
是拥抱无现金社会；四是愿意为情怀和精神买单；五是从“价
格敏感”到“品质敏感”；六是要打拼也要健康；七是愿意享受
生活；八是不迷恋 logo 但崇尚品牌态度；九是喜欢过一种不设
限的人生。 

（二）新中产茶叶消费特点及趋势 
我们知道茶饮满足的四个主要诉求是：日常生活消耗品、

送礼社交、情感诉求和投资收藏。而根据最新《生活消费趋势
报告》，茶饮行业则与新中产阶级的消费趋势有着许多重合的
“关键词”，如“养生派：原茶、非添加”、“懒系生活：方便买，
简单泡”、“享受主义：小份量、简单包装、体验感”等等。根
据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新中产茶叶消费特点有以下几点: 

1.注重品质，品质敏感甚于价格敏感 
在买茶这件事上，新中产更关注的一点是茶叶的品质，其

次是价格，紧随其后的则是口碑和品牌。为了买到品质好茶，
大多数新中产会选择更高的实体店进行购买。数据显示，比起
网购，更多的新中产会选择线下商场和品牌门店进行消费。 

2.注重健康，品牌茶更有质量保证 
新中产愿意为健康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买单。因品牌态度，

品牌茶有更好的口碑和服务、质量保证，他们更愿意选择品牌
茶，能借助好的品牌购买到好茶，满足自身喝茶养生、减脂、
抗癌等目的。 

3.注重享受，情怀和精神同等需要 
新中产享受生活，喝茶开始更加注重仪式感。除了越来越

希望能喝个明白茶以外，对茶艺培训、茶器、茶香等附加产品
也越来越感兴趣，学习与自我提升仍然是新中产最普遍的需求。 

二、新中产消费升级背景下，君山银针品牌竞争力现状 
在新中产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茶叶品牌的竞争力日渐加剧，

君山银针产业产品发展出现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品牌竞争力在
提升上也相应遇到瓶颈，当前其品牌竞争力现状如下。 

（一）很多消费者对君山银针的社会认识不足 
君山银针是产于湖南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形细如针，故

名君山银针，属于黄茶。其成品茶芽头茁壮，长短大小均匀，
茶芽内面呈金黄色，外层白毫显露完整，且包裹坚实，茶芽外
形很像一根根针，雅称“金镶玉”。君山银针为中国“十大名茶”
之一。1954 年，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1956 年再次出国
参展。在国际博览会上，君山银针获金质奖章。2015 年 8 月“君
山牌”君山银针获意大利米兰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 

目前市面上某些茶叶品牌，比如“巴陵春”，把公司的绿针
和黄针都取名为君山银针进行售卖。而事实上绿针属于绿茶，
黄针属于黄茶，市面价格普遍远高于同等级岳阳绿针。这属于
对于品牌产品的标识不清，也导致消费者对银针的认识有误。
另外，没有对茶叶原料产地做出相关规定和划分也是导致消费
者认识不足的原因之一。而产品只有在被批准使用了“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和“地理标志产品”时，
才能对茶叶原料产地做出相关规定和划分。目前岳阳市茶叶协
会还仍处于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阶段：“农产品原产地
保护”却一直没有申请，“地理标志产品”由君山银针公司申请，
国家质量总局已经批准发文，但也一直没有使用。因此现市面
上不但有省内的“平江银针”“华容银针”，也有省外的“贵州
银针”等原料制作以后的茶被冠以君山银针进行售卖。 

（二）市场主体品牌建立意识淡薄 
依市场主体来看，能与地理标志相关的茶叶龙头企业或合

作社，会相对更重视自己的商标，对申报和使用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积极性不高；许多茶农认为有无商标无所谓，看不到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的附加值；更有不少传统观念，认为君山银针是
百年来约定俗成的习惯名称，是当地的共同财富，任何人都可
以使用。而这就会让消费者缺乏安全感，最终无法舒适的完成
购买行为。  

（三）缺少满足新中产茶叶消费的特色产品 
新中产在关注产品高品质高质量的同时，也在关注其产品

的个性化、时尚度。产品的个性化不仅体现在它的包装设计、
它的产品特质，而且还要延伸到产品的个性化销售和产品个性
化的服务理念。君山银针的每一片叶子都写满了苍桑，充满了
文化，长满了故事，其厚重的历史本为其实现个性化的包装设
计、个性化的销售推广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风韵，然而这一
优势却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其次，个性品牌效应发挥失利，茶
叶骨干企业没有有效利用品牌效应将茶饮料、茶食品、茶用品
等茶叶衍生品做成生产链，从而没有形成良好的品牌争创氛围。
第三，产业品牌拓展深度缺乏，依托君山岛旅游基地，君山银
针品牌产品没有通过更深层次的拓展进行更好的文创产业打
造，从而无法实现对大众更个性化的服务。 

三、新中产消费升级背景下，提升君山银针茶品类竞争力的对
策建议 

（一）加速君山银针茶品类标准化建设，提升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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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品牌功能竞争力 
保障品质是强化茶品类功能竞争力最直接的方法，而标准

的制定是提升产品品质、扩大产品市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君
山银针茶的生产、制作应该通过政府组织成立，由工商局、农
业局和岳阳茶叶协会为主要申报工作小组，加速推进君山银针
茶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定，从而达到规范和提
高君山银针茶品类品质的目的。 

同时，虽然目前茶品牌不如茶品类有名，但品牌茶的市场
占有率在不断提升。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显示，2009 年
到 2018 年的十年间，品牌茶叶销售额翻了超 7 倍，力压非品牌
茶叶。仅 2017-2018 年，品牌茶叶销售额就从 2085 亿元上升至
2394 亿元，约占总销售额的 90%；而非品牌茶叶的市场销售额，
一直不见起色，甚至还被压缩了两个亿，所以强化品牌功能的
竞争力是当下极力所求也是发展所需的。   

（二）根据新中产消费市场，有效结合传统与科技，培育
产业发展特色 

君山银针不但根根直立，拥有其他黄茶所不能企及的外形
美，同时还具有黄茶所有的保健功效。君山银针采用的是黄茶
制作中独有的工艺——闷黄，在闷黄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
化酶，对脾胃有相当大的好处，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懒动肥
胖都可以饮而化之；君山银针鲜叶中保留有 85%以上的天然物
资，这些物质对防癌、抗癌、杀菌、消炎均有特殊的效果，尤
其对食道癌，能够起到良好的食疗作用，这些都是其他茶叶所
不及的。 

结合黄茶本身的特点，再加之在新中产喝茶目的调查中发
现：女性更愿意为饮茶的健康、美容、养生买单，而男性则更
关注送人的价值。因此在大力宣传君山银针茶功效、积极发展
传统产业产品的同时，要积极鼓励茶企业加大研发新工艺的力
度，发展特色产品，做大做强茶饮料、茶食品、茶用品等产业，
形成争创品牌的良好氛围。 

（三）.鼓励各企业加强对君山银针品牌的包装和设计，提
升品牌符号竞争力 

品牌符号包括品牌名称、品牌标识、品牌包装三大方面。

通过对这三大方面的包装和设计，让广大消费者可以更直观性
的体验和感受品牌效应。一是对品牌名称“君山银针”的包装
和设计，既要明确商标特色，不被其它商家轻易模仿，又要站
在消费者的角度，吸引消费者的同时又能辨识；二是大力度挖
掘君山银针茶其独有的茶文化底蕴和内涵，确立品牌文化的标
识；三是强化品牌的价值服务理念符合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包
装设计、宣传，以君山银针的外形之美和保健功效满足消费者
的情感需求、强化消费者的消费购买能力。 

（四）政府加大对君山银针茶的扶持力度，健全和完善品
牌服务体系，强化品牌的综合竞争力 

一是当地政府整合龙头企业的资金和现金流，引导建设综
合体，实现茶叶生产、生态环境、农业休闲等功能的较好融合，
通过茶产业基地的资源带动君山岛的旅游业发展；二是政府部
门加大与君山银针茶组织相关的开采节、最美茶艺师等系列活
动的力度，既能有效宣传，扩大品牌效应，又能全方位促进茶
文化和地方经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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