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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产业发展状况 1

（一）茶产业背景调查

漳州地处闽台合作前沿，是福建省的重要茶区之一，

主要生产乌龙茶。漳州茶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及

区位优势：有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是闽南乌龙茶重要

生产地；是闽南功夫茶文化荟萃之地；是闽台合作的前

沿阵地。全市茶叶种植面积 46.9 万亩，主产乌龙茶，年

产量 7.64 万吨，毛茶产值 40.2 亿元。茶叶从业人员近 30

万人，其中茶农 25 万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 1/12。据不

完全统计，全市现有较大规模化茶叶企业 180 多家，茶

叶营销产值 80 多亿元，占全省 1/4。全市涉茶公司、茶

店 5000 多家（户），其中经工商注册有 1850 家。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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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茶企茶农到产区外开设茶店、茶庄及开展电子

营销等 3200 多家（户）。

经过多年的打造，漳州现已形成茶叶、茶食品、茶

器具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旅游、教育、茶文化传

播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现有综合性规模企业 20 家，年

产值超 5 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地区。代表性茶

企——天福茶业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茶业综合企业、

全球最大茶叶连锁公司、全国首家茶叶上市公司和国家

级龙头企业，年产值 30 亿元。天福茗茶在全国共有连锁

店 1387 家，建有 12 家茶叶生产基地及食品工厂，2 家茶

博物院，5 个高速公路服务区、1 个“唐山过台湾”石雕

园；筹建天福医院及天福养生文化村；集团员工 2 万多

人。大闽食品（漳州）有限公司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茶提

取物、最大速溶茶生产商，是全国茶行业唯一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产品占市场份额的 60% 以上，年产值超 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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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除此之外，光照人、哈龙峰、大芹山、沁香源、天

用、天醇等茶业企业通过产供销并拓展休闲观光，形成

一条龙、多业态经营模式。

福建省内培养茶文化类相关人才的高校共有 5 所，

每年毕业的学生不到 300 人，闽南地区仅漳州科技职业

学院一家，每年毕业生约 130 人。

二、茶道培训对茶产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漳州科技职业学院，结合茶产业转型升级

的需要，根据“政府指导、企业参与、学校实施”的原

则，充分利用天福茶业有限公司办学优势和特色专业资

源，构建“‘以产业为中心，政行企校协同’多元社会服

务模式”。围绕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持续开展了茶

文化与茶道培训工作，对茶产业及茶文化旅游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有力提升学校社会服务能力。

1. 实训设备齐全，有力支撑培训项目

学校现有招收专业 40 个，对接茶食品产业、教育与

旅游产业、融媒体文化创意产业、医学保健产业、艺术

设计与建筑产业、现代服务业重点建设 6 个专业群，根

据专业集群发展，专业资源共享共建原则，建有校内实

训基地 17 个，其中省级示范实训基地 2 个，仪器设备总

值达 3450.82 万元，校外实训基地 110 个；茶类专业实训

基地按照省公共实训服务平台标准建设，建有茶叶工程

技术中心、检验检测中心、培训鉴定中心、茶文化服务

与推广中心、营销中心、闽台茶产业交流中心等 6 个中

心，构建了从专业认知和基础技能训练、专业综合技能

训练、真实工作环境岗位适应性训练、创新能力培养到

就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产教融合，校企

同步，学做合一”的实践教学模式，有力支撑社会培训

项目的开展和学生技能水平的提升。

2. 培训体系完善，有力提升服务功能

根据“政府指导、引导，行业企业参与，学校组织

实施”的原则，以茶产业为中心，政行企校协同开展社

会服务，依托海峡两岸新型职业农民交流培训基地、全

国妇女创业就业培训示范基地等国家级培训基地，广泛

开展茶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服务产业发展。通过实施

“二元制”技术技能人才改革试点、举办新型职业农民

大专学历教育等形式，有力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及

技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图　‘以产业为中心，政行企校协同’多元社会服务模式

3. 特色资源突出，有力增强培训效果

学校依托茶类专业特色，响应“闽茶海丝行”，以茶

为纽带，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践行对台“一代

一线”策略，对接集团“一县一店”规划，服务社会起

得显著成效。

（1）聚力特色优势，助力“一带一路”

2008 年开始承办国家商务部主办的援外研修班，举

办了 31 期，有 51 个国家的 791 名学员参加研修，其中

532 名学员经过学习考取了茶艺师职业资格证书；指

导学员在格鲁吉亚建立“中国茶文化推广中心”、在尼

泊尔建立“中华茶文化促进会”，肯尼亚卡罗蒂娜大学

（KARATINA）与我校签订合作备忘录，以促进两国在茶

领域的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师资交流。援外项目得到

国家商务部、省市领导和国外学员的广泛认同，很好地

助力茶专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011 年开始学校与韩国圆光数码大学共同开展国

际茶文化研讨活动，举办研讨会 10 届（我校 5 次，韩国

5 次），共有 1130 名茶业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其中韩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360

余人次，产生广泛影响。

（2）以茶为媒，面向两岸三地传播中华茶文化

作为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化创新与传承专业示范点，

面向两岸三地推广茶文化，举办茶文化交流、培训活动

43 期，培训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学员 1937 人次。

以茶为媒，面向台湾招收茶类专业学生 29 名。2017

年配合天福集团一县一店策略，从台湾招收 13 名学员，

组成台湾青年创业班“台青班”，采用“半工半读”、“工

学交替”形式进行培养，取得很好的成效及社会效应。

帮助大同技术学院建设台湾首个茶学专业学程，在台湾

成立“天福茶学院推广中心”，推动两岸职业资格证书互

认，共有 1475 人次两岸学员互相考取两岸相关职业资格

证书（其中台湾考证学员 1051 人）。

（3）以产业为中心，提高从业人员技能水平

根据“政府指导、引导，行业企业参与，学校组织

实施”的原则，以茶产业为中心，政行企校协同开展社

会服务。学校是福建省茶业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秘

书单位、海峡两岸新型职业农民交流培训基地、全国妇

女创业就业培训示范基地，近三年面向社会举办培训、

技能鉴定 150 余期，培训学员超过 10000 人次。

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班近 200 期，培训两岸高素质

农民近 20000 人次；举办全国妇女创业就业培训 16 期，

培训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的女性农业工作者 1158 人

次，在多元化项目培训与两岸从业人员交流合作中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

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学历大专班，招收 7 届 800 余名学

员，学员主要来自农村，从事茶叶行业生产与销售一线；

开展“二元制”技术技能改革试点，从天福集团一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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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中招收了 2 届 296 名学员；有效提升了在职从业人员的

技能水平和学历水平。

承办高校茶文化骨干教师国家级顶岗培训班 6 期，

培训来自江西、浙江、江苏、山东、陕西、云南、四川、

福建等省中、高职及部分本科院校 240 名茶文化骨干教

师，搭建了茶专业教师交流的平台，更好地弘扬中国茶

文化。

三、茶道推进茶业发展的对策

标准化、规模化才是未来茶产业发展的主流，而茶

道是支持茶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凝聚了丰厚的茶文化

底蕴。21 世纪是中国茶的世纪，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旋

律下，茶的发展必须依靠校企合作，深化茶产教融合。

利用茶道资源在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同舟

共济，一起共建茶道发展成果。

1. 以深化茶产教融合为核心，不断加强校企合作

依托天福茶产业学院，对接天福集团一县一店战

略， 推 进“第 四 届 天 福 创 业 班 ” 工 作， 招 收 75 名 学

员，以工学交替形式展开教学，旨在为企业培养储备

店长；在茶类、食品类等 17 个专业中开展现代学徒制、

二元制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累计为企业培养学员 1419

人；在虚拟现实应用技术、市场营销等 16 个专业中与

天福集团、漳州爱果冻科技有限公司等 64 家企业实施

“2+0.5+0.5”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实习、就业无缝

对接，有效打通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按照“一对一”（一个二级学院对接一个产业）思路，

有序推进产业学院建设；重点做优做特“天福茶产业学

院”。

2. 扩大宣传，深化茶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推进茶产

业发展

天福茶业有限公司在全国共有连锁店 1387 家，建有

12 家茶叶生产基地及茶食品工厂，2 家茶博物院，5 个高

速公路服务区、1 个“唐山过台湾”石雕园。以传播茶

文化窗口和两岸文化为平台。茶产业发展，人才为先，

建设全球第一所茶专业高等院校——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原天福茶职业学院），倾力打造茶行业“黄埔军校”，

承担着培养茶业专业为重任，为中国茶产业输送专业技

能人才。这里凝聚着浓厚的茶文化底蕴，茶文化旅游产

业丰富多彩，也为茶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唐山过台湾”石雕园是厦汕（漳诏）高速天福服务

区的核心部分，天福服务区占地近 2000 亩，包含有服务

区、石雕园、观光茶园、“皮定钧将军”纪念园等四大部

分；此景点主要方便路过的游客，提供休息，并为游客

奉上免费的茶汤，同时也是茶文化研学、旅游、举办茶

道表演、茶会的好场所。

天福茶博物院该景区位于盘陀镇 324 国道边，2002

年 1 月建成开院，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05 年被授

予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这是天福茶业有限公司继

1993 年创办“天福茶庄”之后又一重大创举，是世界上

最大的茶博物院。景区设五大展馆：主展馆、中国茶道

教室、日本茶道馆、韩国茶道馆和书画馆。这五大展馆

其中四个展馆展示了各国的茶道以及茶文化精髓，另一

个书画馆展名家书画、漳浦剪纸和奇石。还有薪火相传、

茗风石刻、明湖垂影、茂林修竹、唐山瀑布、武人茶苑、

兰亭曲水、天宫赐福等八大景观。景区典雅别致，别具

一格，秀丽典雅，是一座文化内涵丰富、高品位的茶专

业博物院，省科普教育基地。整个茶博物院布局精巧紧

凑，环境舒适高雅，立意独具匠心，文化底蕴浓厚，是

一处结缔茶缘、感受茶道、传播茶文化、以及体闲购物

的高品位旅游区，让游客领略茶道的真谛，雅俗共赏，

陶冶情操。因此，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参观，也

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天福茶业有限公

司拥有浓厚的茶文化底蕴，茶旅游是当下民众缓解生

活压力感知自然的一个良好途径。在当今讲文化的时

代里，民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

全面体会茶道的风采。在这里除了自然人文中的茶文

化，茶旅游体验，与茶文化相关的人文环境和社会资

源也成为当前茶文化旅游教育开发建设活动的重要途

径。在这片浓厚茶文化的土地上，众多的文明在这里

传承发扬茶文化、学习茶道发展并融合，大大推动了

茶产业的发展。

3. 扩大茶文化研学活动，促进美育教育

近几年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漳州市小学初

中高的研学活动是扩大茶文化产业的突破口，也是促进

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天福茶业有限公司每年承办茶文

化研学活动已多年。据调查了解每年约有 2 万名学生参

加此活动项目，主要体验项目有茶文化历史及欣赏茶艺

风采、茶园观光、采茶制茶、泡茶、茶具绘画、特色茶

餐等。茶文化研学丰富多彩，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创新

思维，同时也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如下图：

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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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茶

观看韩国茶道表演——奉茶

观看中国茶道表演——奉茶

观天福茶博物院

观天福茶博物院

从以上的茶文化研学活动项目，我们可以看到有这

些成效：首先，通过茶文化研学活动可以培养学生遵纪

守法、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优

良品格与思想道德情操。其次，茶文化研学可以提升学

生对茶文化的认知，以“茶文化素养”项目要求作为引

导学生深入学习理解并自觉地学习实践茶文化博大精深

的内涵。最后，做到以“茶知促智育”、以“以茶德树品

德”、以、“茶道融美育”以“茶道促劳育”。提升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对中华茶文化认知，有助于我们党和政府、

社会高度重视茶文化的推广；以茶为本，为文化育人，

促进美育教育。

4. 以职业技能竞赛为载体，不断提升学生素养

2021 年共派出 36 支队伍参加福建省职业院校中华茶

艺技能大赛，27 个项目竞赛，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7 项，

三等奖 18 项；组织师生参加各级行业类中华茶艺竞赛，

获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13 项，二等奖 18 项，三等奖 41

项。同时，依托专业优势，承办 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

大赛茶艺师赛项、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

中华茶艺技能、漳州市茶艺师、茶文化旅游产品设计等

多项省级竞赛，漳州科技职业学院分别获得一等奖，进

一步提升了学校影响力。同时经过这样的比赛，以茶道

为载体促进茶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茶道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推进茶产业的发

展。国家正在推动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

双循环相互促进新的发展格局，以乡村振兴助推内循环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巩固、坚持把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茶产业今后要成为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而茶道作为茶文化的一部分，对整个

茶产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古静敏，高雁南 . 茶文化与茶艺 [M]. 北京：国家行

政学院出版社，2013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

[2] 王莉 . 开发茶文化旅游，促进茶产业发展 [J]. 福建

茶叶 2021，（05）：58-59.

[3] 归阳阳 . 论茶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渗透路径 [J]. 福

建茶叶 2021，（05）：205-206.

[4] 刘婷 .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区域品牌培育与发

展研究——以新郑枣为例 [J]. 江苏商讨，2019（09）：3-7.

[5] 涂灵 . 中国茶文化特色旅游发展的模式与开发开

发策略 [J]. 福建茶叶 2021，（05）：56-57.

[6] 黄河瑶 .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融入茶文化的策略探

究 [J]. 福建茶叶 2021，（05）：207-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