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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业年鉴》

内容概要

《中国茶业年鉴(2009-2010)》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中国茶业建设成就、经验及其发展动态的大型资
料工具书。《中国茶业年鉴(2009-2010)》的基本任务是，面向市场、面向基层、面向未来，为茶业行
政机关、茶业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国内外茶业投资者、茶业研究人员和茶文化爱好者提供茶叶产销信
息、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法规、茶叶讲出口留易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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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业年鉴》

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茶叶生产与加工2008-2009年中国茶叶生产概况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经济作物处调研员封槐松
黄茶生产发展概况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茶学系教授齐桂年中国白茶生产概况福建农林大学茶叶科技
与经济研究所叶乃兴谢向英杨江帆中国普洱茶生产概况云南农业大学蔡新中国特种茶生产概况湖南农
业大学教授刘仲华茶叶贸易与消费2009年中国茶叶市场与消费杨江帆王芳茶企上海满堂春茶叶市场浙
江省新昌县江南名茶市场(新昌中国茶市)——发挥市场集聚优势着力打造全国精品茶及茶产品交易中
心2008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蔡军2009年中国茶叶出口情况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蔡军2009年中国红茶产销形势分析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陈栋梁俊芬吴华玲万忠全国重点茶叶批发
市场全国及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茶叶消费量(1995-2009)全国及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茶叶消费支
出(1995-2009)全国36个大中城市城镇居民人均茶叶消费量(1995-2009)全国36个大中城市城镇居民人均
茶叶消费支出(1995-2009)全国茶叶出口主要地区与企业全国茶叶出口20强地区(2009)全国茶叶出口10强
企业(2009)全国绿茶出口主要地区与企业全国绿茶出口20强地区(2009)全国绿茶出口10强企业(2009)全
国红茶出口主要地区与企业全国红茶出口20强地区(2009)全国红茶出口10强企业(2009)全国乌龙茶出口
主要地区与企业全国乌龙茶出口20强地区(2009)全国乌龙茶出口10强企业(2009)全国花茶出口主要地区
与企业全国花茶出口20强地区(2009)全国花茶出口10强企业(2009)全国普洱茶出口主要地区与企业全国
普洱茶出口20强地区(2009)全国普洱茶出口10强企业(2009)茶叶科研与教育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建设
进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杨亚军“十一五”我国茶业科技进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副所长江用文全国茶叶主要科研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
院江苏省茶叶研究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
所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茶叶科学研究所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贵州省茶
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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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业年鉴》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黑茶的兴起与普洱茶的回温2009年，湖南省举办了首届中国，湖南（益阳）黑
茶文化节暨安化黑茶博览会，这是湖南省人民政府为振兴湖南黑茶产业的重大举措，希望通过此次博
览会为茶叶生产、加工、流通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弘扬黑茶文化，提升黑茶品牌，拓展黑
茶市场，扩大黑茶影响，把益阳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黑茶产业基地。而这次博览会也确实硕果
累累，为湖南黑茶进军国内外市场敲开了大门，共签订黑茶购销合同和投资合作合同近10亿元，其中
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签署了《关于共同打造中国安化黑茶出口生产基地的战略合作协议》，充
分利用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的茶叶贸易网络平台优势和在国际茶叶界良好的知名度，全面将黑茶
产品向国际市场进行宣传，并努力促成国外茶叶经销商与益阳黑茶企业开展合作，进一步开拓国际市
场。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与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中国世博十大名茶招馆会携手，使湖南黑茶成为黑茶
中的代表进入上海世博馆，为湖南益阳安化黑茶借助上海世博会平台唱响品牌、走出国门开辟一条绿
色通道。在湖南黑茶悄然兴起的同时，经历了一年多调整的普洱茶。确立了新的发展战略，大有卷土
重来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型就是普洱茶直面消费，改变了之前一些不科学的市场炒作方法，进入
了快速消费和流通的阶段。2008年末，普洱茶开始实行标准化，产品质量稳定且价格合理。同时，经
过一年多的科学宣传和行业整顿后，普洱茶在2009年开始缓慢回升，大益、龙生等著名普洱品牌都取
得了很好的销量，普洱茶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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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业年鉴》

编辑推荐

《中国茶业年鉴(2009-2010)》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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