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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不清 好茶未搶手

香港用茶平民化
滇企香港茶展尋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晉、譚旻煦、李守清昆明報道）眾所周知，香港是

雲南普洱茶的主銷區和集散地，作為窗口行銷到東南亞、美洲及歐洲各地。

數據顯示，港人年均茶葉消費量接近2公斤，近年對普洱的需求量亦以年均

20%的速度遞增。然而，面對如此龐大的市場，近來竟有企業透露，出口香

港的茶葉陷入「出口越多虧損越大」的怪圈。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一怪圈出

現？這是普遍現象還是個別例子？香港市場又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普

洱茶？

雲南海灣茶業是一間以出口起家的雲南普
洱茶企業，香港一直為其十分重視的市場。
從事茶葉出口工作多年的海灣茶業總經理王
樂耘指出，該公司一開始做普洱茶的時候，
主要就是為滿足海外市場的需求，包括香
港、東南亞、日本、歐美等市場。然而，從
去年開始，公司卻面對一個怪現象，產品出
口香港的數量一直增加，效益卻保持不變甚
至下滑。

人幣升值提高門檻
「今年茶葉生產成本不斷攀升，人民幣不

斷升值，香港卻不能接受一次性漲價太多，
公司進退兩難壓力增大。」王樂耘說。
如今，像海灣這樣苦心經營香港市場的雲

南茶企還有很多。對於香港市場出現的這一
「怪圈」，普洱茶業界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見
解：一種觀點以長期經營、研究海外市場的
專家為代表，他們認為產品外銷海外市場時
出現這樣的情況並不奇怪，因除香港以外，
這種現象在馬來西亞等地區亦會存在；另一
種觀點以雲南的一部分企業、香港客商為代
表，他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是「不可思議」。
馬來西亞紫籐文化企業集團董事蕭慧娟是

一名資深的茶人，目前並擔任馬來西亞國際
茶文化協會理事長。對於普洱茶企業「出口
越多虧損越大」的「怪圈」，她接受記者採訪
時對這一現象並不吃驚，而認為這算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現象，主因在馬來西亞同樣存在
這樣現象。

「裙帶」銷售損害利益
她分析，在馬來西亞，人們雖然也有飲茶

的習慣，但一般來說不會接受太貴的茶，以
普洱茶為例，它算是一種大眾茶，雖然幾乎
所有的茶樓都有。這個市場看似很大，惟其
實茶樓不會大批量進購過於高檔的茶葉，許
多了解行情的企業，甚至會「敲門去賣茶」，
把旗下茶葉以很低的利潤賣到茶樓。其實這

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拿到一些做禮品茶的
定單，茶企的利潤也大多從這裡而來。她舉
例說，部分茶樓甚至可以買到2元多一公斤的
茶，但如果企業不這麼做，就拿不到其它的
定單。
蕭慧娟告訴記者，曾經有茶廠的老廠長對

她說：「賣的越多，真的會虧得越多，但為
了求穩定只好咬牙堅持。」

水貨衝擊出口市場
面對這樣情況，企業陷入兩難境地，王樂

耘表示，除成本上漲及人民幣升值因素外，
近年來水貨也在衝擊市場，令海灣對港出口
量有所萎縮。儘管該公司對香港市場仍非常
重視，惟面對目前的市場情況，他們也只能
以觀望為主。
蕭慧娟同樣認為，現在對於企業來說的確

經營困難，一方面原料上漲帶動整體成本上
漲，茶葉成品加價壓力很大，惟以馬來西亞
為例，這樣的海外市場又不太接受普洱茶大
規模漲價。另一方面，企業又不想就此放棄
經已建立起來的相對穩定之海外市場。故
此，她個人認為，找到市場定位，加強對海
外市場的研究是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市場究竟接受和需要什
麼樣的普洱茶呢？香港茶道協會創會會長、世
界茶聯合會創會監事長葉榮枝說得生動，「普
洱茶」的「普」代表其在香港的定位。

日用茶用量驚人
他解釋，普洱茶是香港人的大眾茶、日用

茶，久而久之，它們在今天的香港依然是日
用的「普」通茶，不會太講究。意即人們也
不會花大錢去消費，然而用量驚人。
雲南普洱茶（集團）公司董事長鄭炳基是

香港人，惟個人對於公司普洱茶產品進入香
港市場十分謹慎，目前銷往香港的產品僅佔
公司產品比例不到5%，種類也多以一般茶為
主。儘管該公司正準備進一步擴展香港市
場，但會以賣場、電子商務的方式分步進
行。「不會太快大規模拓展香港市場，這得
一步一步來。」鄭炳基稱。

香港文匯報訊 出現在海外市場「賣的越
多、虧損越多」的怪現象，不論整個普洱
茶界是否普遍現象，其經已引起業界對此
的關注和分析。
香港茶道協會創會會長、世界茶聯合會

創會監事長葉榮枝分析，香港人喜歡飲
茶，用量很大，但是除非是收藏，否則一
般不會花費太多金錢在普洱茶之上，因為
他們認為普洱茶僅是一種普通的飲品。

成熟市場拒頻加價
身為馬來西亞國際茶文化協會理事長的

紫籐文化企業集團董事蕭慧娟進一步解釋
指，相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海外市場是一
個非常成熟的市場。儘管現在人工、原料

的成本在一直漲價，相應來說產品也應該
隨之漲價，但成熟的市場接受程度有限，
他們不會接受某一個產品一直漲價。
在今年四月，本報記者在雲南茶博會遇

到一名香港客商，他認為普洱茶最好要數
老樹茶類型，而香港市場最喜歡的老樹茶
要數一芽三葉、一芽四葉的茶，因為這類
茶不僅生長時間長、吸收養份更足，而且
耐泡。他又認為，這也許是香港人為何大
量購買雲南「不好的普洱茶」的主因。
「這位客商說的其實是一個產品定位的

問題」，蕭慧娟認為，要在某一個市場做什
麼樣的茶，應當對這個市場包括當地社
會、經濟、文化都進行了解，產品定位很
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 儘管部分內地茶企在香港市場遇到「怪圈」，
惟它們並沒有放棄香港市場，並依舊對其充滿信心，即將舉行
的第三屆香港國際茶展亦被各個參展企業視為尋找商機的大好
平台。
六大茶山楊君副總裁表示，海外市場一直以來是公司十分看

重的市場，此次參加香港國際茶展希望展會能充分的發揮橋樑
作用，讓客戶「走進我們、了解我們」，也讓公司認識客戶，進
而拓展海外市場。

現場試茶招四方客　
德風茶業公司董事長盧鳳美亦指出，公司此次參展將會採取

產品展示，現場品嚐、講解，發放宣稱畫冊的方式來進行推
廣，並對香港茶展充滿希望，期望把普洱茶在進行深層次的推
廣，讓其普及面更廣。此外，黎明茶廠廠長扈堅毅表示，香港
國際茶展搭建一個很好的平台，可以接觸到香港的客商、了解

香港市場，從而推動公司的產品走向海外。此次參展，公司將
以推廣品牌，結交朋友，尋求合作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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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茶道協會創會會長葉榮枝表
示，「普洱茶」的「普」代表其在香
港的定位。

成本飆升加價難　雲南茶企外銷陷怪圈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茶客求「普」通
普洱出口見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