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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建斌１　陈富桥２　周　利２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２６;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摘要: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２７日,FAO 第２２届政府间茶叶工作组 (FAO—IGG/Tea)
会议在肯尼亚奈瓦沙举行.FAO 秘书处总结分析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世界茶叶生产、出

口贸易和茶叶价格等方面的特征,并展望了未来１０年世界茶产业的发展趋势;各工

作组汇报了其工作进展,世界茶叶主产国介绍了本国茶产业发展情况.中国将充分利

用FAO 政府间茶叶工作组 (FAO—IGG/Tea)平台,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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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２７日,FAO第２２届政府间茶

叶工作组 (FAO—IGG/Tea)会议在肯尼亚奈瓦沙举

行.中国、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印度尼西亚、
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日本等２０余个国家的政府和

行业组织派出代表团参会,国际标准组织 (ISO)、国

际茶叶委员会 (ITC)及欧洲茶叶和草药浸出物协会

(THIE)等相关国际组织作为观察员参会,全体会议

代表约１００余人.中国代表团由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带队,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食品土畜进

出口商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派员参加会议.

１　会议基本情况

FAO 茶 叶 政 府 间 工 作 组 会 议 (FAO—IGG/

Tea)是目前层次最高的政府间茶叶会议,主要着眼

于世界茶产业格局设计,关注茶产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协调世界茶叶生产与消费矛盾,保障茶叶供应

数量和质量,建立健全茶叶标准体系等内容.
会议选举肯尼亚为第２２届会议主席、日本和中

国为副主席.全体会议主要讨论了世界茶叶产销现

状及发展趋势、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MRLs)、气候

变化、保护小生产者利益以及数据统计、推进茶叶

网站建设和政府间茶业发展合作等议题,肯尼亚、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介绍了本国茶

产业发展情况.会议最后决定设立 “世界茶叶市场

分析和贸易促进”工作组,中国任主席国,其他参

与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印度、肯尼亚、英国、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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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卡等.并商定下届期间会议将于２０１７年８月在斯

里兰卡举行.

２　世界茶叶产销现状及市场展望

FAO秘书处做了 «世界茶产业现状及市场展

望»报告.报告在总结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世界茶叶

生产、出口贸易和茶叶价格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

１０年世界茶产业的发展趋势.

２１　产销形势

２０１５年世界茶叶总产量５２０万t.过去１０年,
世界茶叶总产量年增长率为４２％,红茶和绿茶的

年增长率分别为２６％和６４％.中国和印度的茶叶

产量居世界前两位,其中中国茶产量为２２８万t,印

度１１９万t.２０１５年茶叶总消费量接近５００万t,世

界茶叶消费量年增长率为４３％.肯尼亚和斯里兰

卡是最大的茶叶出口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世界茶叶总

出口量年增长率为１６％.肯尼亚茶叶出口增速较

快,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出口量增加缓慢.世界

茶叶价格在前１０年从持续增长到近年保持基本稳

定.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国际市场

茶叶价格略有下降.

２２　市场展望

２０１４—２０２４年,世界红茶产量年增长率３７％,
主要增长来自印度、中国、斯里兰卡;红茶消费年

增长率３７％,潜力主要来自中国、马拉维、摩洛

哥、肯尼亚、印度、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国;世界红

茶出口格局基本保持不变,肯尼亚、斯里兰卡、印

度、中国仍占据前４位.世界绿茶产量的年增长率

可能 达 到 ９１％,绿 茶 出 口 量 年 均 增 长 速 度 约

８９％,中国仍为第一大绿茶出口国,越南、印度尼

西亚、日本跟随其后.

３　各工作组主要工作进展

分组会议主要就茶叶/茶汤中 MRLs标准工作

组、茶叶贸易与质量工作组、有机茶工作组、气候

变化工作组和小农经济工作组的报告和案文进行讨

论和修订.

３１　MRLs工作组

该工作组在农药浸出率研究工作中取得重要进

展.递交文件 “GuidanceDocumentonRiskAssessＧ
mentUsingBrew FactorforFixationofMRLsof

PesticidesinTea”至 ４８thCCPR 会 议 并 讨 论 通 过

(２０１６年４月,北京),标志着以农药的茶汤浸出率

为依据进行茶叶中农药风险评估和 MRLs限量制定

原则的确立,该原则为制定统一的 MRLs标准的基

础.中国以此完成虫螨腈、唑虫酰胺和茚虫威的风

险评价,协调制定了茚虫威在药典 Codex、欧盟和

中国茶叶中的 MRLs标准.工作组提交１７种农药化

合物至CCPR优先列表;完成各国茶叶中 MRLs标

准、禁限用农药信息收集和更新,以及新型污染物

最新研究进展的交流工作.中国代表团继续建议多

途径建立茶叶通用 MRLs,缩小国际茶叶 MRLs的

差异,平衡世界茶叶贸易.工作组将继续推进各项

工作计划,考虑成立非政府组织 (NGO),提高工

作组在Codex中的贸易话语权.

FAO秘书处做了 «茶叶中 MRLs标准在国际茶

叶贸易中的作用»的报告.报告指出,作为非贸易关

税壁垒的一种技术性措施,MRLs标准的严苛程度与

茶叶贸易量负相关,不同农药 MRLs的变化对茶叶贸

易的阻碍具有累加作用,MRLs标准对茶叶贸易的影

响可达到与贸易关税相同的效果,国际茶叶 MRLs标

准的差异性成为阻碍世界茶叶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因

素.目前主要的茶叶进口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相

关的 MRLs标准,中国、印度、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等

茶叶生产国也开始制定本国的 MRLs标准.建议通过

茶叶/茶汤中 MRLs标准工作组加强国际合作,协调

国际 MRLs标准,以降低茶叶贸易成本.

３２　茶叶质量标准工作组

茶叶商品质量是消费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

造成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茶叶质量标准规范了市

场的准入规范,对提高茶叶商品质量起到了一定促

进作用.针对国际市场保有量最高的红茶和绿茶,
各国间的质量标准还未完全统一.

关于ISO３７２０红茶最低质量标准,目前斯里兰

卡、印度、肯尼亚、越南、孟加拉国、卢旺达和阿

根廷已完全执行该标准;坦桑尼亚、乌干达和马拉

维正在推进执行该标准;中国部分执行该标准.由

于中国茶多酚含量较低的小种红茶存在达不到ISO
红茶最低质量标准的风险,因此在第２１届期间会议

上,工作组采纳了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建议茶叶进

口国在执行ISO３７２０红茶最低质量标准时不包括中

国的中小叶种工夫红茶和小种红茶.本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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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还未完全确立.

３３　小农户经济工作组

在茶叶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小农户经

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处在茶叶价值

链的最低端,社会经济回报率低,市场不确定度较

大,再加上恶劣天气、气候变化和茶园病虫草害的

影响,小农户经济遇到了很大挑战,可能成为影响

世界茶叶生产的重要因素.
该工 作 组 建 议 建 立 世 界 茶 叶 小 农 户 联 盟

(CITS),通过开展与政府和国际组织间的咨询合

作,确定优先解决的问题和关注点,壮大世界茶叶

小农经济;开展茶叶市场发展形势的研究和整个茶

产业链的数据统计工作,提高茶叶市场的准入程度;
多途径获取有关市场结构等方面的信息,寻求项目

和资金支持,获取可持续发展技术和有效利用环境

资源,鼓励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以改善小茶叶种

植户的生存现状.

３４　气候变化影响工作组

该工作组主要针对由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全球

温度变化和降水量等气候因素对茶叶生长造成的影

响进行系统研究.
气候变化工作组收集汇总了印度、肯尼亚和中

国的气候数据,分析了气候因素对茶叶生长和产量

的影响.提出选种抗旱/抗高温茶树品种,种植遮阴

树/遮阴林,选择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域,以应对长期

干旱;提高土壤蓄水能力,增加土壤植被覆盖率,
基础设施上的雨水收集,选择干燥季节修剪茶树,
以应对中长期干旱;实施土壤灌溉等保墒措施,做

好旱季前杂草管理,以应对短期干旱的措施.

３５　有机茶工作组

世界有机茶园总面积较小,产量较普通茶园低

３０％~４０％.中国是最大的有机绿茶生产国,中国的

有机茶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印度是最大的有机红茶生

产国,约５０％的有机茶用于出口.斯里兰卡是第二大

有机认证茶叶生产国,有机和生物动态茶园面积比例

为该国总茶园面积的５％,几乎全部用于出口.
该工作组收集有机茶生产关键技术进展、消费和

贸易信息;积极参与国际有机农业发展的各项活动.
继续推进有机茶标准和认证体系的互认工作,开展茶

叶生产国间的联合研究和信息共享,拓展有机茶的国内

和国际消费市场,支持发展绿色、低投入的茶园耕作系

统,并逐步将其转变为有机茶园,以提高茶叶质量.

４　对中国的启示及措施

中国茶产业农业产值超过１５００亿元,直接关

系８０００万茶农的生计,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的核心

利益之一.中国需要借 FAO 政府间茶叶工作组

(FAO—IGG/Tea)平台,维护中国茶产业整体利

益,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

４１　对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启示

(１)利用国际舞台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传播

好互利共赢的中国声音.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茶叶生

产国和消费国,第三大茶叶出口国,２０１５年,中国

茶叶产量、消费量和出口量分别约占世界的４３％、

３５％和１８％.从本次会议各国关注的焦点看,印

度、斯里兰卡等茶叶生产国忌惮中国扩大出口对其

茶产业的冲击,英国、欧盟等茶叶消费市场的代表

既担心中国茶叶产量的提高引起过度出口到消费国,
同时也担心冲击其他茶叶生产国小生产者的利益.
会上,中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地阐

述,打消了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各种顾虑:一是

由于中国特有的茶文化和茶叶消费习惯,中国茶叶

主要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二是中国出口茶叶品类

主要是绿茶,与各国以红茶为主的出口结构不产生

冲突.同时,中国也提出日益多元化、更加开放的

中国市场欢迎各国茶叶产品.各国对中国的发言非

常认可,认为中国的态度是坦诚而负责任的.
此外,中国代表团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政府

重视茶产业发展、促进茶叶消费和保护小农利益所

采取的政策,以及为促进国际茶叶合作所做的工作.
主要包括将茶叶定为国饮,启动茶叶进学校、进工

厂、进机关,宣传和普及饮茶健康理念等一系列活

动,提高全国饮茶人口;通过对外援助帮助有需求

的茶叶生产国提高种植和生产技术,实现互利共赢.

FAO政府间茶叶工作组负责人在会下表示:中国代

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各项表态和发言起到了引领作用,
非常出色,给大会带来了新气象.

(２)承担茶叶大国责任,为茶叶生产国争取国

际话语权.此次会议之前一直以为欧盟和日本不断

提高农残限量标准的做法只是针对中国,通过此次

会议了解到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拉维等生产国在

出口中也面临同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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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上针对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不公正的技术

性贸易壁垒措施提出质疑:茶叶是检测叶片还是检

测茶汤,农药是发达国家发明并卖给发展中国家但

同时又要限定发展中国家使用,发达国家随意提高

农药残留标准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科研证

明.这些观点得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拉维等国家的

拥护,他们在会后纷纷向中国代表表示由于他们国

家小、产量少,发出这样的声音不会引起重视,中

国所做的发言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体现了大国的担

当,中国的声音也必定会引起各国的重视.
(３)中国需要整合产业力量,统一茶叶对外宣

传的形象和声音.中国茶叶有６大茶类,品种丰富、
各有特色,政府、行业和企业对外宣传只突出其中

的某一个部分,无法涵盖中国茶叶的全部精髓,许

多国外消费者和进口商时常发出疑问,中国茶叶到

底意味着什么.这说明尽管国外消费者知道中国茶

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了解中国茶叶,没有了解也就

不可能喜爱和饮用.斯里兰卡茶叶宣传做法给了中

国很大启示,其茶叶的对外宣传全部采用 “锡兰茶

(CeylonTea)是斯里兰卡送给世界的礼物”的宣传

口号,并将锡兰茶做成了统一的形象标志,这样有

利于国外消费者理解、记住、喜爱和饮用.

４２　行动计划

(１)建立应对 FAO—IGG/Tea 工作长效机制,
维护中国茶产业整体利益.由农业部牵头,依托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组织相关协会、学会、科研

院所和茶叶企业,全面参与FAO—IGG/Tea各工作

组的工作,建立相关议题的应对专家人才队伍或咨询

专家组,以便精准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为中

国的茶叶产业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支持

中国担任主席的 “世界茶叶市场分析和贸易促进”茶

叶工作组的工作,聚合科研、协会、企业各方面力

量,深入研究国际茶业市场需求规律和特点,提出中

国茶叶出口整体产品布局战略,改进现有茶叶加工工

艺和包装形式,稳定现有绿茶出口市场,促进红碎

茶、工夫红茶、名优绿茶等中高档产品的出口.
积极申请承办２０１８年召开的第２３届FAO政府

间茶叶工作组会议.当前正值中国茶产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通过承办国际性茶叶会议有助于加强中国

茶产业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加速中国茶产业的国际化

进程.初步考虑,此次会议可紧密围绕 “一带一路”

线国家参加,集世界茶叶科技发展论坛、“一带一路

倡议,广泛邀请中亚、西亚、东南亚、欧洲、非洲沿

”
茶叶之路论坛、国际茶叶与健康论坛于一体,并同时

举办生产国优秀茶叶品牌展销推介、茶文化展示等活

动,办一届名副其实的世界茶叶大会.
(２)充分利用国际平台,促进中国茶叶出口.

下一步,拟会同商务、检验检疫、供销等部门,加

强部门沟通,形成部门合力,积极争取财政部门出

台扶持茶叶出口的扶持政策.一是研究设立茶叶出

口专项基金.借鉴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经验,从

茶叶销售、出口税收提取相应比例资金设立茶叶出

口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国茶叶行业 “走出去”,统

一组团参加国际上行业影响力较大的北美茶叶年会、
英国茶叶贸易年会、迪拜全球茶叶贸易论坛、美国

世界茶叶咖啡展、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食品展览会等

活动,整体展示中国茶叶.二是开展与生产国和消

费国的合作项目.支持行业组织在主要消费国市场

开展产品展示展销、茶艺比赛、茶艺培训和交流推

介等活动.三是加大对中国茶业博览会、国际茶业

大会等活动的支持力度.吸引国际茶叶领域、尤其

是欧美茶商来中国实地考察,增强其对中国茶产业

的认识以及对中国茶的理解.
(３)确定中国茶叶形象标识,凝聚行业力量.

充分借鉴斯里兰卡锡兰茶、英国立顿荣等经验,统

一中国茶叶形象标识.下一步,拟由农业部牵头,
会同商务部、供销合作总社、文化部等部门共同研

究中国茶叶对外宣传方案,设计中国茶叶统一的形

象标识和宣传口号,制作对外宣传短片,供各级政

府和行业组织对外宣传统一使用,对外扩大中国茶

叶影响,对内凝聚行业力量.
(４)推动设立 “国际茶叶日”,讲好茶叶故事.

在第２２届FAO 政府间茶叶工作组会议讨论中,中

国提出,作为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建议

将中国 “茶圣”陆羽的诞辰日 (１１月１３日)定为

“国际茶叶日”.通过设立 “国际茶叶日”,在世界范

围内宣传茶文化,推介茶产品,扩大茶叶影响,促

进茶叶消费.会上,英国茶叶委员会主席非常赞赏

中国对确定 “国际茶叶日”日期的提议,各国代表

也未提出异议.下一步,农业部将加强与FAO政府

间茶叶工作组秘书处的沟通,争取在２０１７年在斯里

兰卡承办的期间会议上作为正式议题提请大会审议.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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