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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县茶叶、烟叶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县政协第一调研组

按照县政协统一安排，第一调研组对全县茶叶、烟叶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与相关乡镇、部门

和部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进行了座谈，经综合分析，

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全县茶叶、烟叶企业（合作社）现状

（一)企业初具规模。全县现有茶叶企业（含专业合作社）

97 家（以下简称茶企），其中，规上企业 6 家；取得 SC 认证的 6

家；年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1 家（其中 1000 万元以上的

7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5 家。在烟叶分公司统筹和支持下，全县成立烟叶专业合作社

12 家，主要分为两类，以烟草行业为主导的合作社 3 家，以村

集体为主导的合作社 9 家。

（二）发展势头较好。97 家茶企现有加工设备 1435 台套，

年加工鲜叶 1.65 万吨，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3.5 亿元。产品以

绿茶为主，同时生产红茶、青砖茶、乌龙茶和少量花茶。近三年

来，不少茶企都购置了采茶机、修剪机、割冠机、旋耕机、施肥

机、病虫害统防统治等设备，完成茶叶清洁化加工厂改扩建 9 家，

60%以上茶企新增了先进的新型加工设备，对加工厂环境进行了

改善；仅去年以来，全县购置先进的茶叶分级设备茶叶光电色选

机达 8 台，购置数量在全市最多，全县茶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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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荆山锦公司，2017 年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投资 100 余

万元，购置了茶叶色选机等一批先进设备。烟叶专业合作社积极

开展机耕服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业效率。

（三）组织化程度较高。茶叶、烟叶是我县较为成熟的产业，

各企业（合作社）在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7 家茶企发展茶叶 6.4 万亩，占全县 8.65 万亩的 74%（实有面

积）；在烟叶专业合作社的支撑和带动下，全县烟叶面积稳定在

4 万亩左右（因连续两年受灾影响烟农积极性，今年带动作用尤

为明显）。在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上，97 家茶企带动全县 68 个

村、133 块茶园（共计 1.09 万亩）发展，已实现收入 272.8 万

元，村平 4 万元。在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上，共带动

2442 户贫困户发展茶叶（2016 年底统计数据），户均年增收 3000

元。如店垭楚源欣茶叶合作社带动贫困户 33 户，户均年增收达

6000 元。两峪、龙坪烟叶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种

植，既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又实现了部分农户在家门口务工增

收。

二、存在的问题

（一）龙头实力较差，带动能力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

方面，我县的茶叶品牌缺乏强有力的龙头企业来运作经营。保康

现有荆山锦（中国驰名商标）、徐记有机茶、荆襄红、保康绿茶、

保康富锶茶等品牌，市场认可度较高，荆山锦牌“荆山玉叶”茶

去年获得国家级金奖，市场售价达 690O 元/公斤。但是，由于荆

山锦公司资金困难，近两年无法正常生产，其他品牌同样由于缺

乏有实力的企业来经营，品牌效益长期无法发挥；同时，一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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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考虑成本问题，没有统一使用以上品牌，没有按照品牌标

准进行生产，严重制约了保康茶叶品牌对外宣传和推广。另一方

面，茶企布局不够均衡，全县茶企虽然有 97 家，但真正具有较

强带动作用的只有 11 家年销售额过 500 万元的企业，且集中分

布在城关、店垭两个乡镇。同时，企业生产管理方式粗放，很多

合作社办公地点在理事长家里，家业、企业不分，财务管理混乱；

绝大部分茶企没有实现分工分业，基地、加工、销售等大包大揽，

增加了管理成本。

（二）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企业发展。我县茶企没有象“川

茶”那样有国有资本参与，资金十分薄弱；银行贷款难度大、成

本高（综合年利率近 1 分），导致投入明显不足。如荆山锦和九

皇山公司，茶树周期性老化，需要进行改良改造，但由于企业资

金周转困难，投入水平远远达不到标准园建设需求。特别是环保

投入严重不足，全县约 90%以上的茶企加工仍以木柴、煤炭为主

要能源,造成了加工环节的二次污染，洁净化生产得不到保证。

就烟叶专业合作社而言，全县 12 家烟叶专业合作社，除烟草行

业主导的 3 家合作社有行业注入资金、给予政策扶持外，其他 9

家合作社没有任何资金支持。

（三）机械设备落后，现代化程度不高。全县近 40%的茶企

仍停留在家庭手工作坊粗放加工阶段，仅少数茶企生产绿碎片、

红茶，约 60%的茶企仍以细嫩茶青为主,只开展了春毛尖和炒青

生产。同时，全县茶企机耕机采比例不到 30%，种采管理主要依

赖人工，统防统治服务滞后，约 40%的茶园未能饱和投采，导致

生产管理成本加大。烟叶专业合作社机耕面积较少，以烟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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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 3 家合作社，每年开展的机耕服务面积仅一千亩左右。

（四）技术人才匮乏，相关保障滞后。茶企普遍存在缺技术

人才问题，绝大多数没有专业的制茶技师，不能适应现代茶叶产

业发展需要。两峪开林大三元专业合作社投入四百多万元新建茶

叶加工厂、建设标准园，因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管理，合作社至今

无法正常运行。烟叶专业合作社在服务上也面临技术人员短缺问

题。农产品初级加工电价优惠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按照国家

发改委和省有关政策，鲜活农产品加工用电享受优惠电价（每度

0.53-0.58 元），但大多数茶企没有享受到这一政策（执行商业

用电价格），荆山锦公司每度电价长期在 1.8 元以上。

三、对策建议

（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按照“分工分业、规模适度、

保障生产、不重复建设”和“每 1000 亩可建一个小型、每 5000

亩可建一个中型清洁化茶叶加工厂”的原则，全县一盘棋，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茶企，解决布局不合理问题，防止小而乱问题。

对于烟叶专业合作社，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按照烟草行业上层

要求，结合保康实际，创新方式，有序推进合作社建设，发挥合

作社在烟叶产业稳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转型发展，提质增效。县农业局、茶办、烟办等部门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加强对茶企、烟

叶专业合作社指导，规范其财产、财务等管理，建立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规范有序的企业制度。引导茶企逐步实行

分工分业，发展订单农业，实现鲜叶、加工、销售等专业化、产

业化发展。落实电价等优惠政策，降低茶企生产成本。引导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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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组建播种育苗、分级扎把等专业服务队，促进劳力、

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发挥最大效益。加强技术培训，

着力解决茶叶、烟叶专业人才匮乏问题，达到每一个企业（合作

社）有 1 名技术“明白人”。

（三）多元投入，壮大龙头。鼓励银行等金融部门创新投入

方式，降低贷款成本，支持茶企发展。政府通过利用财政资金杠

杆，采取项目专项资金、过桥基金、产业基金等方式，帮助茶企

走出困境。整合产业扶贫政策，加大茶企支持力度，通过“以奖

代补”，帮助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推动城投、

林投等国有资本适时适度注资茶叶龙头企业，整合资源，组建茶

业集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大企业、大集团，发挥带动作

用。加强品牌策划和整合，通过龙头企业运作经营，统一品牌、

商标和包装，打响保康茶叶品牌。相关职能部门要把烟叶专业合

作社作为项目申报的主体，积极对上争取政策，并结合实际研究

出台配套政策措施；金融部门应对接产业扶贫政策，研究出台适

合烟叶专业合作社的信贷办法，降低贷款门槛和成本，为合作社

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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