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浪淘沙，茶室洗牌重组日趋高端

市场扩容，永康年消费茶叶二十吨

比比皆是，茶器具成家居新宠

市场动态

饮茶文化日益普及 茶叶茶室消费渐成气候

永康茶经济多元市场还有多大空间？
“走，吃茶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饮茶

成为越来越多永康人的休闲习惯，甚至成为
日常邀约聚会招呼方式。而随着饮茶文化日
益全民普及化，“茶”消费带动起来的市场经
济也逐渐繁荣和理性起来。茶叶消费量增质
升，茶室行业洗牌再兴，茶器具成家居新宠
⋯⋯一杯茶，带动了我市“茶”经济多元市场
的发展，养活了一批批以茶为生的茶商。

□记者 王导 实习生 胡锦

这两天，我市某茶行老板应刚毅正
带着妻女，在千里之外的云南茶山里找
茶、品茶。据他自己估计，要到本月月
底才能选购好今年所需的滇茶。“这两
年，每年茶叶需求明显增加，品质也有
所提高，我们也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选茶上，来适应永康市场的变化。”应
刚毅说，茶叶价格区间很大，以前市民
普遍倾向每斤500元以下的低档茶叶，
现在每斤500元到1000元之间的中档
茶销量最好。

和应刚毅一样，最近，我市各个茶
行老板基本上都很难在店里见到人
影。数以百计的永康茶行老板，正深入
到云南、福建、安徽等等全国各大产茶
区大山里选购新茶。

近几年来，我市饮茶文化日益普
及，饮茶群体趋向年轻化，饮茶频率也
越来越密集，茶叶需求与日俱增。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去年我市某家专供普
洱茶的茶行过手的茶叶将近 10 吨，比
早年增加了三四成。

“这几年，永康喝茶的人越来越
多，也越来越会喝茶。”市茶文化研究
会秘书长骆海鹰说，早期，永康饮茶的
人集中在机关单位和文化圈，后来慢
慢向企业界渗透。喝茶时间，也从工
作需要慢慢向日常生活延伸，成为人
们生活品质提升的一个标志。到如
今，饮茶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热衷追求
的生活休闲方式。

文 化 的 衍 变 ，传 导 到 市 场 的 终
端 ，带 动 了 茶 叶 消 费 市 场 的 快 速 扩
容。越来越多的茶商行嗅到机会进
军我市茶叶市场。“从最早的永康茶
叶市面上只有寥寥数款茶叶，到现在
红、绿、黑、白、黄及其他各种茶品类
齐全，永康茶叶市场在短短数年间已

经开始趋向饱和。”骆海鹰说，五六年
前永康同时存在的茶叶商行还不足
二十家，现在这个数字早已翻番，无
法详细统计了。

不过，据业内资深人士根据我市几
大商行去年的茶叶消费估计，我市每年
各种茶叶消费至少有二十吨。“当然，这
个数据只能作参考，由于没有统一口径
统计，目前暂时还不能准确统计我市茶
叶消费量。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数据
近些年呈现上升趋势。”骆海鹰介绍，当
然，每年消耗的茶叶并非都是市民喝掉
的，还有很大一部分被做成了茶礼赠送
或收藏。

今年，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就订购
了一批特制茶礼送给十年以上的老员工，
类似的企业还有很多。此外，据业内人士
透露，在我市还有不少“茶收藏家”，专门
用一整个仓库来收藏珍贵茶叶。

每到周末，市民王军总喜欢叫上三
五好友，去找个熟悉的茶室，喝茶聚
会。“喝茶更健康，而且茶室优雅惬意的
环境，比较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适合思
考和洽谈。”王军说。

在我市，王军并非个例。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随着茶聚会的盛行，茶室行
业一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据介绍，2015 年，我市茶室处于
集中爆发期，似乎一夜之间在东塔路
和华溪北路集聚了超过 30 家不同档
次的茶室。随着市民喝茶习惯和品位
的提升，该区域的一些茶室被市场所
淘汰。但是，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茶
室也不断挤入市场。

家住金水湾的市民胡女士在某
天晚上散步时发现，在溪心路边，不
知道什么时候开出了一家颇具小资
情调的茶室。事实上，细心的市民不
难发现，类似的“惊喜”在我市许多地
方都能发现。

“这是茶室行业经过洗牌后，进入
细分市场分化竞争阶段的体现。”骆海
鹰说，茶室往往都有特定客户群，不再
像以前一样需要优势区位，相反一些
小街拐角反而另有一番味道，这也导
致很多茶室向居民区扩散，分散到我
市各个角落。

据了解，目前我市茶室主要分为三
类，一类是与棋牌相结合混搭型茶室，

一类是兼卖茶叶相对专业化的茶行，还
有一类是会所形式的茶会所。洗牌后，
茶室经营更趋多元化。“从兼营茶叶，到
附带茶器具、其他工艺品，多元趋势既
是茶室生存关键，也是满足消费者对饮
茶品位追求提升的市场需求。”在华溪
北路，正在店里摆弄一个特色工艺品的
茶室负责人“四小姐”说。

“现在的茶室越来越高端专业了，
人均消费也有所提高。”王军说，前两年
包厢消费在一到两百元之间，现在一般
在两到三百元，有的甚至要五百元左
右。不过，饶是如此，像王军一样爱好
喝茶的市民依然不少。

李红梅的茶具店开在五金城二期，
每到周末总是店里生意最红火的时
候。“你看看，我家装修是这种类型的，
选哪套茶具搭配比较合适呢？”胡女士
翻出手机相册向李红梅展示家里的装
修风格。“你们家的装修偏向古典中式，
茶具最好也选择比较传统的样式，但是
也不要太过古朴，因为其他家装都是偏
向华丽的。”做了近十年的茶生意，李红
梅对茶文化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对茶
艺也有了独特的理念。在李红梅的建
议下，胡女士购买了一套景德镇的手绘
白瓷茶具和红木茶桌来装点她的新家。

像胡女士这样在家里设置专门的

饮茶区域或者茶室的情况，在永康早已
不是稀罕事。“我们现在在给客户设计
家装的时候，往往都会设计一块区域供
客户饮茶休闲。”家装设计师胡斌说，随
着饮茶理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居家
饮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早些年，只有去一些大企业或者
文化工作者家里才能看到专业的茶具，
普通的家庭都是用塑料杯泡茶的，现在
好像家家户户都有了茶桌似的，大家都
是好好地坐下来喝的，家里没张像样的
茶桌就像没有餐桌一样了。”65 岁的周
先生是一名退休教师，为了买张心仪的
茶桌，他已经跑遍了市区的家具店。

事实上，不只是市民家居，在我市
甚至很多小微企业也会购置一整套齐
备的茶器具。茶器具市场俨然成为我
市“茶经济”一大新兴市场。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在五金城，越
来越多的日用五金店专门为茶盘、茶具
等茶器具留出了专柜，摆放在显眼位
置。“这套茶具要一千多元。”在店里，李
红梅指着一款景德镇茶具说道，这是她
今年刚进的“高档货”，以前店里也会有
一些简易茶壶和低档茶具，价格从几十
元到几百元不等，去年以来，为了适应
市场对中高档茶具的需求，她专门进了
一些陶瓷、紫砂材质的中高档茶具。

发 于 神 农 ，闻 于 鲁 周

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

饮，在物质丰沛的今天，学

习传统文化的热潮不断推

进，饮茶也回归到了许多市

民的日常生活中，古老的茶

文化也焕发着新的生机和

活力。茶消费的多元化也

造成了茶市场具有一定的

复杂性，茶叶价格区间大，

普通老百姓很容易有真假

难辨的困扰。

近年来，传统的茶叶市

场不断向个性化、多元化产

品的维度迈进，茶市场正在

变成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

场，从今年的新零售趋势上

看，各大电商巨头都想在茶

市场上分一杯羹，无论从市

场经济还是发扬传统文化的

角度看，这种现象无疑是可

喜的。尽管市场现象多变，

文化却能沿袭保留甚至借力

发展，爱茶人士也能在其中

品尝到钟爱的滋味，茶无疑

是最具有魅力的因素。

专家提醒，购买茶叶、

茶具时要具备市场意识，对

与市场价格相差太多的茶

叶要提高警惕，避免不良商

家以次充好，选择茶叶要根

据个人喜好和经济承受能

力，避免盲从攀比引起损

失。与此同时，永康“茶”经

济消费潜力巨大，但还有多

大利润空间，入行商家尚需

谨慎观察。

市民消费理性为王

记者手记

市民在挑选茶具器

茶行工作人员茶行工作人员在整理茶制品在整理茶制品

05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胡颖 电话：87138120 Email：39143159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