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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油茶产业作为我国重要的木本食用油料产业，在保障粮

油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然而，传统油茶产业面临着高成本、低效率和信息不

对称等挑战，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

崛起，其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

竞争力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因此，研究数字经济驱动

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于促进油茶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油茶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1.1高成本

在当前油茶产业发展过程中，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日益凸显，这种高成本压力主要体现在种植、抚育和采收

等多个环节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种植环节所需的大量

前期投入。由于油茶树从种植到开始结果需要经过三到四

年的生长周期，在这漫长的等待期内，种植户需要持续投

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幼树抚育、病虫害防治以及土壤改良等

工作，这对种植户的资金周转造成了巨大压力。在采收环

节，由于目前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进行传统人工采摘，这不仅导致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同时

也影响了采收效率和质量。此外，油茶产业的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滞后，许多产区缺乏现代化的灌溉系统、防护设施

以及运输道路，这些基础设施的缺失不仅直接增加了生产

成本，还间接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加工环

节，由于精深加工设备投入大、技术要求高，很多小型加

工企业难以负担现代化加工设备的购置成本，导致产品附

加值难以提升，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产业的成本压力。

1.2低效率

油茶产业的低效率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

要瓶颈，这种效率低下的状况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有所

体现。在种植环节，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种

植技术，很多种植户仍然沿用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这

不仅导致油茶树的生长速度缓慢，而且使得单位面积产量

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在树木管理方面，由于缺乏专业的

技术指导和规范的管理制度，很多种植户在修剪、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的操作不够规范，直接影响了油

茶树的生长状况和结果量。在加工环节，由于机械化和自

动化水平较低，很多加工企业仍然依赖传统的人工作业方

式，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还影响了产品的

质量稳定性。在销售环节，由于缺乏现代化的营销渠道和

有效的市场信息反馈机制，产品销售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价格波动较大，难以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这严重影响了

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3信息不对称

油茶产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

特征，这种信息障碍不仅存在于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更

渗透到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种植环节，广大种植户由

于缺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及时掌握和科学预测，往往难以

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种植规模和品种选择，这导致了产

销脱节的现象频繁发生。同时，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

和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很多种植户无法及时了解最新的种

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这严重影响了油茶园的科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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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产量提升。在产业链中游的加工企业与上游种植户之

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加

工企业难以准确掌握原料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情况，这不仅

影响了加工计划的制定，还导致原料收购价格波动较大。

在终端消费环节，由于消费者对油茶产品的营养价值、品

质特征等相关信息了解不充分，再加上市场上良莠不齐的

产品质量，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和消费意愿，这

直接制约了整个产业的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

2  数字经济驱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2.1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油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

支撑，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而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技术

层面的革新，更体现在整个产业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之

中。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构建覆盖全面的物联

网感知系统，可以实现对油茶园区环境参数的实时监测，

包括土壤墒情、空气湿度、光照强度等关键指标的动态采

集和分析，这种全方位的数据监测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支撑，通过在油茶园区部署智能传感器网络，

结合气象监测站的建设，可以形成完整的环境数据采集体

系，而这些实时监测数据不仅能够帮助种植户及时了解油

茶园区的生长环境状况，更能够为科学种植决策提供可靠

的数据支持。同时，借助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可以实现对

历史种植数据、市场交易数据、气候变化数据等多维度信

息的深度挖掘和分析，这些数据分析结果能够为产业发展

提供更加精准的预测和决策支持，从而帮助种植户和企业

做出更加科学的经营决策。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

通过建设智能灌溉系统、病虫害预警系统、生长状况监测

系统等智能化管理平台，不仅可以实现油茶园区管理的智

能化和精准化，更能够显著提升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最终推动整个产业向着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方向发展。

2.2产业链优化与整合

数字经济对油茶产业链的优化与整合作用体现在全方

位、多层次的深度融合之中，这种融合不仅包括产业链各

环节之间的纵向整合，更涉及相关产业之间的横向协同，

通过建立统一的油茶产业综合交易服务平台，可以实现产

地收购、加工转化、市场销售等环节的数字化对接，这种

对接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还能够提高

整个产业链的运转效率。在平台功能设计方面，不仅能够

为种植户提供实时的市场价格信息和收购信息，还能够帮

助加工企业精准对接上游原料供应，通过供需信息的及时

共享和智能匹配，实现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高效协同。在

产品流通环节，通过建立现代化的冷链物流体系和智能仓

储系统，结合智能调度系统的应用，不仅能够确保油茶产

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品质稳定性，还能够优化运输路

线，提高物流配送效率。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油茶产

业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

的可能，通过开发油茶文化体验、康养旅游等特色项目，

不仅能够延伸产业链条，还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实现产

业发展的多元化和高质量化。

2.3生产模式创新

数字经济推动油茶产业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

革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更体现在整个生产体

系的智能化改造之中，推动传统的粗放式生产向精细化、

智能化方向转型。在生产装备方面，通过引入智能化种植

设备和自动化生产线，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油茶种植和加工

环节的机械化水平，还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和规范

化管理。在种植环节的智能化改造中，利用智能化土壤检

测设备和养分监测系统，可以实现土壤养分的精准检测和

动态监控，通过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能够根据油茶树的

生长需求，科学调配水分和肥料的供应量，从而提高肥料

利用效率，降低种植成本。在采收环节的智能化升级过程

中，通过研发和应用智能采摘机器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

采摘效率，降低人工成本，还能够确保采摘质量的稳定性

和一致性[1]。在加工环节的自动化改造方面，通过建设智

能化生产线，实现油茶籽的自动分选、清洗、烘干、压榨

等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种自动化生产不仅提高了生产效

率，还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为油茶产品的品质提升

提供了重要保障。

2.4销售模式与品牌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油茶产业销售模式与品牌建设呈现

出全新的发展态势，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传统营销体系。

在销售渠道方面，通过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体系，实

现线上线下渠道的深度融合，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

销售网络，这种新型销售模式不仅包括传统的电商平台销

售，还涵盖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兴渠道，能够充分满

足不同消费群体的购买需求。在品牌推广方面，通过运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特征和消费行

为习惯，实现个性化营销和精准营销，通过社交媒体矩阵

的建设和运营，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可以全

方位展示油茶产品的品质特征和文化内涵，提升品牌影响

力。在区域品牌打造方面，通过整合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品质认证等资源，结合数字化营销手段，可以打造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提升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和品牌溢价能力。

3  数字经济对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3.1生产效率与成本



72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8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数字经济对油茶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产生

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

在种植环节，通过应用智能化监测系统和精准化管理技

术，可以实现对油茶园生长环境的实时监控和科学调控，

显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例如，通过土壤墒情监测系统和

智能灌溉系统的联动，可以实现按需浇灌，既保证了油茶

树的正常生长，又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在病虫害防治方

面，通过建立预警系统和智能诊断系统，可以及时发现并

处理病虫害问题，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防治成本[2]。在

加工环节，通过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控制系统，不仅

提高了加工效率，还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减少了人

工成本和能源消耗。此外，通过建立完善的供应链管理系

统，可以优化原料采购和产品配送流程，进一步降低运营

成本。

3.2产品质量与安全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为油茶产品质量控制和安全监管提

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和管理手段，形成了从种植源头到终

端消费的全程质量监管体系。在种植环节，通过布设农事

操作监控系统和投入品使用记录系统，可以实现对农药、

化肥等投入品使用情况的全程追踪，确保种植过程符合绿

色、有机种植标准。在采收环节，通过建立标准化作业规

程和数字化作业记录系统，可以确保油茶果的采摘时间、

方式和品质都符合规范要求。在加工环节，通过应用智能

化质量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对油茶油的理化指

标、营养成分等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保证产品品质的稳

定性和一致性[3]。同时，通过建立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消费

者可以通过扫描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了解产品从种植到

加工的全过程信息，这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安全性和透明

度，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买信心。

3.3市场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增强了油茶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这

种提升既体现在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改善上，也体现在市

场开拓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上，通过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平

台和智能营销系统，油茶企业可以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的限

制，实现产品全国乃至全球化销售。在市场营销方面，通过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企业可以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化趋

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通过社交媒体营销和直

播电商等新型营销方式，可以更好地展示产品特色和品牌价

值，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产品开发方面，通过分析

消费者偏好数据和市场反馈信息，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

新产品，满足细分市场需求。同时，通过建立会员管理系统

和客户服务平台，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专业化的

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3.4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推动油茶产业向更高层次、更可持续的方向

发展，这种推动力既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也体

现在发展模式的创新变革上，通过促进油茶产业与文化旅

游、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油茶+"的多元化

发展格局。例如，通过开发油茶文化体验园、研学基地等

项目，不仅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还提升了产品的文化附

加值。在资源保护方面，通过建立生态监测系统和资源评

估体系，可以实现对油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通

过发展智慧农业和精准农业，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

少环境污染[4]。在产业组织方面，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形成了多元化、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此外，通过建立产业发展数据库和决策

支持系统，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确保产

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结束语

数字经济在油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优化与整合、生产模式

创新以及销售模式与品牌建设等机制，数字经济推动了油

茶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产品质量的提升以

及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同时，数字经济还促进了油茶产业

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和

创新应用的不断深入，油茶产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韦春园,蓝玉莲,谢耘.数字赋能油茶企业品牌建设

研究——以柳州市三江县应溪油茶为例[J].海峡科技与产

业,2023,36(12):75-77.

[2]莫靖聪,张景新.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赋

能油茶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2023,(09):    

59-62.

[3]杨孟香.数字经济视域下天柱县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策略研究[J].村委主任,2023,(04):61-63.

[4]石毅.“互联网+”背景下河南省油茶生产加工企

业发展路径转型优化[J].食品研究与开发,2022,43(18):    

225-226.

作者简介:

郝倩(1984-)，女，湖南株洲人，教授，经济师，硕士

研究生，从事区域经济、农林经济管理研究；

廖洪富（1982-），男，湖南衡阳人，讲师，网络工程

师，硕士研究生，从事信息技术研究；

唐倩倩（1994-），女，湖南衡阳人，讲师，硕士研究

生，从事区域经济、电子商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