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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茶
产业经济研究现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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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杭州 310008

摘要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对 2015-2021年中国知网（CNKI）中主

题为“中国茶产业经济”的 321篇研究文献绘制知识图谱，并进行归纳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以来，国内有关中

国茶产业经济研究的文献数量迅速增加，核心作者群和核心研究机构群即将形成。2015-2021年的中国茶产

业经济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高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重点关注茶产业自身及微观主体的发展情况；二是常

态化发展阶段，研究人员聚焦于将茶产业与国家重大战略相结合。最后对未来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趋势进行了

展望：一是重点结合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开展研究；二是大疫情和消费升级背景下，聚焦茶叶生产、流通、消

费和营销等环节的变化；三是要加强大数据、信息技术等与茶叶经济的交叉融合研究；四是加强茶叶微观消费市

场和经营主体生产行为的研究；五是继续开展我国茶产业国际竞争力监测评估与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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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不仅是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高质量的产品和文化

服务。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岩茶核心产

区考察调研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这篇大文章。这为新时代中国茶产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茶产业是我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支柱

产业，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正

处于战略发展期，要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项艰巨

繁重的任务，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茶产业属于特

色鲜明的农业产业，茶叶及茶产品的经济、社会、文

化等价值使得茶产业发展具有足够的潜力与空间。

茶产业经济是茶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加强对该

领域的研究能够总结和发现茶产业发展的基本规

律，归纳相关发展模式，指导茶产业的发展方向，帮

助各级政府出台相应政策，助力茶行业高水平发展。

CiteSpace可以帮助科研人员快速锁定某一研究

领域相关的核心内容，将科研文献进行数据采集与

可视化分析，直观呈现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1］。目

前在茶学学科的其他领域已经被广泛应用，如崔海

洋等［2］利用CiteSpace对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分析，

周宇飞等［3］对茶黄素做了可视化分析，李燕芳等［4］则

对茶学领域整体进行了把握与研究。但CiteSpace在
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领域还没有应用，之前相关性

综述偏向定性研究，缺乏一定科学模型与图谱的构

建和支撑［5］。因此，为系统研究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

的理论脉络、重点领域和前沿动态等问题，本研究利

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将 2015-2021年
这段时间内发表的 321篇中国茶产业经济文献，绘制

核心作者、机构、关键词共现与聚类等知识图谱，并

结合文献研读的方式归纳与总结重点主题，旨在明

晰当前中国茶产业经济的研究现状，发现热点变化，

开展阶段分析，从而进一步为未来前沿研究、实践决

策提供方向性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对

2015年1月至2021年11月所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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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重点对核心作者、机构以及关键词等进行了分

析。此外，本研究为更好衡量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

领域的文献及作者分布规律，采用普赖斯定律［6］，即

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

所撰写，而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

总数的平方根，具体公式为m=0.749 n，其中，m为

检索时区内核心著者最少发表论文数；n为检索时区

内核心著者最多发表论文数。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为保障分

析结果的质量，来源包括核心数据库以及拓展数据

库。本研究搜索主题词参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朱永兴等［7］对于茶经济类科技文献的检索方法，

选取“茶”“茶叶”“茶业”为主题词，并含“经济”“产

业”“品牌”“生产”“消费”“贸易”“竞争”“市场”“效益”

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分类目录勾选经济与管理

科学，检索的时区从 2015年 1月到 2021年 11月。

核心数据库采用高级搜索，来源类别选自核心

期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CD（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拓展数据库选取于 2020年复合影

响因子大于 0.4的茶叶领域专业期刊，包括《茶叶学

报》《中国茶叶加工》《中国茶叶》《茶叶》等刊物。同

时为了进一步保证选取文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采

用人工逐一筛选与校对的方式，剔除无作者、会议纪

要等内容与研究无关的条目，最终得到文献共计

321篇。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数量分析

在之前的研究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的陈富桥等［5］已经将我国自1900年到2015年百

年来的茶产业经济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回

顾。因此，本研究在该研究基础上，选择时间跨度为

2015年 1月到 2021年 11月，总结茶产业经济最新研

究进展，洞察未来的研究方向。图 1是根据本研究搜

索出的 321篇茶产业经济相关文献构建的年际与累

计发文量。前面学者将 21世纪后划分为茶产业经济

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5］。本研究在其大框架下，具体

细分为2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2015年到 2019年，属于高速发

展阶段。在这一个阶段，我国学者在茶产业经济方

面发文量逐年递增，在2019年达到顶峰（64篇），年均

增长率为 25.88%。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于茶产业

经济发展提出了展望与建议，吴敦超［8］于 2015年提

出在面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茶叶从业人

员需要加强对该行业经济价值、健康价值、服务价

值、国际竞争等方面的研究与挖掘。陈富桥等［5］认为

21世纪以来中国茶产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未来要加

大对茶叶消费、茶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茶企与品牌经

济以及茶叶技术经济与流通的研究。王庆等［9］认为

中国茶产业正逐步进入深度变革期，要做好茶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茶产业向质量效率型集约

增长，破解茶产业发展矛盾，进而推动其稳步发展。

第二个阶段，从 2020年到 2021年，属于常态发

展阶段。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

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战的达标之年。受新冠疫情以

及国际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影响，我国在“十四五”

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在这一

时期，我国对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等作出了重大调整

与完善，高校和科研院所对茶产业经济研究重心也

随之转移，瞄准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文章数

量虽然没有延续之前高速发展的趋势，但发文量仍

然保持在每年 40篇以上，属于快速发展的合理范围。

究其原因，与上一段时期相比，一是茶叶领域专业期

刊上经济类文章刊登较少；二是在茶叶经济史方面

的文章发表量有所下滑，说明研究学者更加注重投

稿期刊的质量，以及愈加聚焦于茶叶纯经济领域的

研究。

2.2 期刊分布

整理分析文章的期刊来源，有利于从事茶产业

经济的学者或工作人员及时查阅有关信息，建立自

己的知识框架与逻辑，从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现

新的研究着力点，同时帮助其了解所属成果发表的

资源信息。在本研究获得的 321篇有效文献中，共有

203篇核心期刊论文，占总样本的 63.2%。其中，载

图1 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领域的年际与累计发文量

Fig.1 Annual and cumulativ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on economic studies on tea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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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期刊最多的为《茶叶通讯》，共有 62篇。借鉴普赖

斯定律，将载文量在 6篇以上的期刊定为高频载文期

刊，详见表1。

从期刊分布来看，《茶叶通讯》《中国茶叶》《茶

叶》《茶叶科学》《林业经济》等 8家期刊是发表中国茶

产业经济研究最多的平台，占比53.2%。文章在茶叶

专业期刊发表最多，但是除《茶叶科学》《茶叶通讯》

（2018―2020年）为核心期刊外，其余都是普刊。此

外，也发现文章在经济以及农业领域的顶刊刊登较

少，说明茶产业经济研究目前不是中国经济研究主

流，文章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2.3 核心作者与机构分析

2015―2021年，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的

管曦为发文数量最多的学者，共计发文 23篇，其次为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陈富桥和姜爱芹。根

据普赖斯公式计算，将发表 4篇及以上的作者定为核

心作者，共计15人，详见表2。
与此同时，若核心作者发文占总发文量一半及

以上，那么称该研究领域形成了学科高产作者群［11］。

经计算该领域核心作者总发文数占论文总数的

46.73%，根据目前趋势，学科高产作者群在中国茶产

业经济领域逐渐形成和显现。

借助CiteSpace生成的核心作者共现图谱，可以

发现在以上核心作者中，合作关系密切的有管曦、杨

江帆、谢向英、林畅和刘宇峰；陈富桥、姜爱芹、姜仁

华、张菲、胡林英、杜佩和刘仲华；许咏梅等 3组合作

关系（图 2）。在这 3组关系中我们将其归为 2类，一

种是“学缘”，即同处于一个高校或科研院所中的师

生间、同事间和同学间的关系；另一种为“地缘”，即

项目驱动下的跨区域和跨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12］。

经分析，这 3组合作关系主要是“学缘”关系。而第二

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和湖南农业大学还存

在“地缘”关系。

科研机构作为科研人员身处的平台，既面向国

家战略需求又肩负培养人才的使命，对其的分析不

可或缺。本研究按照核心作者分析的方式，采取将

发表文章数量在 5篇及以上的定义为核心机构［13］。

福建农林大学以 43篇文章排名第一，之后是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湖南农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

等（表 3）。可见，开展中国茶产业经济的机构，主要

还是以农林食品类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特别是在

茶学学科较强的科研高校，尤为重视对中国茶产业

经济的研究。

同样也可以发现，在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机构与

核心作者的排序基本一一匹配。从侧面也可以反映

出该领域的学科高产作者群确实即将形成，并且彼

此间存在一定的学术壁垒。基本都是同一平台的学

者互相合作，彼此间的联系十分微弱。

表 1 高频载文期刊

Table 1 High-frequency journals

期刊 Journal

茶叶通讯

Journal of tea communication

中国茶叶 China tea
茶叶 Journal of tea
茶叶科学 Journal of tea science
林业经济 Forestry economics
中国茶叶加工 China tea processing
世界农业World agriculture
农业考古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载文量/篇
Number of articles

62

32
18
16
15
11
10
8

占比/%
Proportion

19.3

9.9
5.6
4.9
4.6
3.4
3.1
2.4

图2 核心作者合作共现图

Fig.2 Co-occurrence of core authors

表2 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核心作者及其发文数

Table 2 Core authors of economic studies on tea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发文量/篇
Number of papers

23
22
18
13
12
11
9
8
6

5

4

核心作者

Core author
管曦 GUAN Xi
陈富桥 CHEN Fuqiao
姜爱芹 JIANG Aiqin
杨江帆YANG Jiangfan
姜仁华 JIANG Renhua
许咏梅 XU Yongmei
谢向英 XIE Xiangying
张菲ZHANG Fei
胡林英HU Linying
林畅、杜佩、刘仲华、李道和

LIN Chang，DU Pei，LIU Zhonghua，LI Daohe
张跃、刘宇峰 ZHANG Yue，LIU Yufeng

59



第 41卷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4 研究文献关键词分析

1）基础研究领域分析。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可

以通过关键词呈现，通过对其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对

文章主题进行窥探。将时间区间设置为 2015年 1月
到 2021年 11月，时间切片为 1 a，用CiteSpace软件进

行处理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 3）。共获得网

络节点数量为 211个，若节点越大、色彩越突出表明

该关键词频次越高，表明研究热度越高；节点连线数

是 221条，越粗说明联系越密切，研究越重要；网络密

度为0.01，表示实际关系数/理论上的最大关系数，暂

时没有标准指标。

从图 3可发现关键词多、联系强，表明中国茶产

业经济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关键词出现频次

最高的前 12位依次分别为茶叶、茶产业、影响因素、

乡村振兴、茶叶产业、对策、茶叶出口、发展、农户、茶

叶贸易、产业融合、竞争力（表 4）。关键词的中心性

与频次基本吻合，中心性越高则对应频数相对

越大。

“茶叶”“茶产业”两词本身属于“中国茶产业经

济”词组本身，呈现双子星格局，基本上连接了其余

关键词。将频次出现最高的后 10个词大致可分为 3
类：一是“乡村振兴”“茶产业”“农户”“产业融合”，这

一组词主要围绕乡村振兴这一国内战略。乡村要振

兴，产业是关键。而茶产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更

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对其的研究符

合今后国家的战略需求。二是“茶叶出口”“茶叶贸

易”“竞争力”这一组词主要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茶自古就是我国对外交流的主要载体，也是经

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加强该领域研究，尤其是对古

今或疫情前后的茶叶贸易进行对比分析，在当前国

际形势复杂多变，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下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三是“影响因素”“对策”“发展”，这一组

属于经济领域常用词，符合本文对中国茶产业经济

的研究。从侧面可见，国家和学术界还是希望探清

我国茶产业自身现状，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对策，

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2）阶段性前沿研究分析。突现关键词是某一时

期出现的高频关键词，集中反映该时期的研究热点

领域，同样也是预测研究趋势的重要依据［14］。运用

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后，整理得到关键词时

序图谱（图 4）和关键词突现表（表 5）。可以看出不同

时期研究前沿存在一定差异，以 2020年为界，突现关

键词前后呈现出明显的两阶段性特征：一是高速发

展阶段（2015-2019年）。这一时期突变词有消费

者、农户、发展对策、现状、茶叶生产、茶叶产业、发

展、茶业和茶产业。这一阶段的学者们主要聚焦于

茶产业本身及其微观主体。

表3 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核心机构及其发文量

Table 3 Core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 studies on tea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发文量/篇
Number
of papers

43

27

16

15

9

6

5

核心机构

Core institution

福建农林大学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Tea Research Institute，Chi‐
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湖南农业大学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浙江工商大学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青岛农业大学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Renmin Uni‐
versity of China,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Northwest A&F Uni‐
versity，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Fig.3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

表4 高频关键词和中心性列表

Table 4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and centrality list

关键词

Keywords
茶叶 Tea
茶产业 Tea industry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
乡村振兴 Rural revitalization
茶叶产业 Industry of tea
对策 Countermeasures
茶叶出口 Tea export
发展 Development
农户 Farmers
茶叶贸易 Tea trade
产业融合 Industrial convergence
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

频次

Frequency
42
38
14
13
11
9
9
8
8
8
7
7

中心性

Centrality
0.27
0.21
0.10
0.07
0.04
0.13
0.00
0.07
0.03
0.09
0.0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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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常态发展阶段（2020-2021年）。在这一时

期突变词有乡村振兴、茶叶出口和竞争力。在这一

阶段学者们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国家重要需求，

承担了不少重大科研项目。随着脱贫攻坚战任务的

完成，乡村振兴成为了新的起点。茶产业作为富民

产业，具有重要的产业地位。基于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

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下，加强中国茶产业经济的研

究，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3）研究主题方向分析。利用 CiteSpace算法将

关系密切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并且按照顺序标记

（图 5），可以更加直观得到近年来中国茶产业经济的

研究热点。数字越小，包含的内容越多，这里仅筛取

聚类图谱的前十位。Q值（模块值）和S值（平均轮廓

值）是衡量关键词聚类的指标。一般认为Q>0.3表

明聚类结构明晰，S>0.5表明聚类划分合理［15］。本

研究得到 Q=0.788 5，S=0.767 9，结果符合要求。

在前面研究及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对这 10个热点

研究领域进行判别分析，最终判断中国茶产业经济

研究主要有以下4个重点。

一是乡村振兴，关键词包括农业经济、产业振

兴、民族地区等。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16］。郑琼娥等［17］提出现代农业的显著特征

和重要标志是品牌农业，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核心内容，要发挥好农产品的品牌效应，提升产品附

加值。付伟［18］认为特色农业构成了中国乡村产业兴

旺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涵，是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同时多位学者也都

指出茶产业对于民族地区的农业转型升级、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助力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19-21］。此外，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下，耿言虎［22］

以云南省芒田村为研究对象，发现借助茶产业可以

实现村庄内生型发展；许咏梅等［23］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茶产业对县域经济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霍玉

璨［24］在分析信阳毛尖茶产业发展状况中，探析出发

展农业经济的普适路径。雷鹏等［25］在对福建安溪茶

庄园产业融合调查后，得出茶产业的新业态可以推

动质量兴农，实现乡村振兴。李欢等［26］发现将茶产

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发展的新模式，显著延伸了茶

产业链，提高茶叶附加值，增加茶农收入。

二是茶叶消费，关键词包括饮茶习惯、市场集中

度等。茶叶消费研究一直是中国茶叶经济的热点领

域，归纳含有关键词“消费”的文献，主要分为两大

类，一是不同消费群体的研究；二是影响茶叶消费因

素的研究。杜佩等［27］通过对 4个一线城市的问卷调

研分析了城市年轻群体的茶叶认知情况、消费障碍、

消费意愿以及影响年轻群体茶叶消费意愿的因素。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5 Keywords cluster atlas

图4 关键词时序图谱

Fig.4 Keywords time sequence atlas
表5 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突现关键词

Table 5 Emergent words of Chinese tea industry economy

突现词

Emergent words

消费者 Consumers
农户 Farmers

发展对策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现状 Status quo
茶叶生产 Tea production
茶叶产业 Industry of tea
发展 Development
茶业 Tea industry
乡村振兴 Rural revitalization
茶产业Tea industry
茶叶出口 Tea export
竞争力 Competitiveness

突现强度

Strength

1.81
1.57

1.49

1.49
1.78
2.40
1.83
1.93
1.82
1.64
3.30
1.54

突现开始

时间

Beginning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20
2020

突现结束

时间

Ending

2015
2017

2018

2018
2017
2018
2019
2019
2021
2019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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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曦等［28］以福建地区高校大学生为样本，利用多元

Logistic模型对大学生茶叶消费进行分析，为拓展大

学生群体茶叶消费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陈萍

等［29］则是对社会公众展开调研，分析其消费意愿与

消费行为产生偏差的关键影响因素。而陈富桥等［30］

对中高收入人群茶叶认知与消费行为展开了研究，

并提出针对此群体的茶叶市场营销建议。与此同

时，赵国栋［31］关注到西藏农牧民群体的茶叶消费情

况。在影响茶叶消费因素的研究中，众多学者也做

出了努力。研究发现，茶叶的质量安全标识、区域公

共品牌、企业品牌、价格及自身特性、地理标志等因

素与茶叶消费有一定相关性［32-35］。同时消费者所处

中国不同地域、城乡地区，以及自我饮茶习惯、收入、

年龄等个体属性都会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行为［36-37］。

此外，电商平台的在线评论与追加评论会对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产生重要影响［38-39］。

三是茶叶出口，关键词包括影响因素、贸易条约

等。长期以来，茶叶就是我国传统出口的农产品，我

国也是世界最主要的茶叶生产国之一，分析中国茶

叶出口现状，有利于我国茶叶适应国际竞争，促进茶

产业发展［40］。按照茶类细分，许咏梅等［41-43］分析了

中国乌龙茶、红茶、绿茶的出口现状，并建立有关模

型对影响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我国茶叶

出口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此研究领域内，

从事茶产业经济研究的学者引入了很多模型。陈俭

等［44］在对中国茶叶出口东盟增长因素分析中，引入

了CMS模型。付磊等［45］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对

外开放度对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贸易开

放度提高能够促进中国茶叶出口。庄媛媛等［46］利用

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活动

中的标准化问题进行研究，对政府、行业和企业层面

提出建议。姜书竹［47］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中

国、肯尼亚、斯里兰卡和印度，这 4个国家茶叶出口的

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与比较。杨芳琴等［48］采

用市场集中度指标和依赖系数对中国茶叶出口市场

的集中度及依赖性进行分析，得出中国茶叶出口市

场集中度较高，为中国茶叶出口市场提供有关建议。

王刻铭等［49］构建了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发现中

国茶叶的优势与不足并存，做好品质提升与品牌创

建有利于国际竞争力地提升。张菲等［50］采用随机前

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中国茶叶出口

的影响因素与贸易效率，得出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效

率呈现随时间递增的趋势。

四是茶产业生产效率，关键词包括生产效率、生

态效率、DEA模型等。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推动

中国农业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51］，加强对其的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界

的热点与话题。吕建兴等［52］利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

沿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茶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

现在 1996-2007年茶产业技术进步率呈现下降趋

势。陈潜等［53］运用DEA模型测算并比较闽台两地

茶农乌龙茶生产效率，结果表明福建省乌龙茶综合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总体上高于我国台湾地区，纯

技术效率水平二者相当。但是，周琼等［54］经过计算

发现中国台湾地区茶产业综合技术效率是高于中国

大陆地区。周林荣等［55］则利用 DEA-BCC模型与

DEA-Malmquist指数模型计算茶叶生产效率，从而

标准化衡量了遵义市 6个主要产茶县的发展水平，并

提出相关措施建议。除计算生茶产业生产效率外，

重多学者也在研究影响其因素。例如，管曦等［56］在

对安溪农户调研分析后发现，不同的组织模式会影

响茶农的生产效率。李长生等［57］指出茶农的健康状

况与茶产业生产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于艳丽

等［58］在研究中发现政府支持、农户分化会影响茶农

绿色生产素质，进而改变其生产效率。茶产业作为

一种绿色产业、富民产业，将生态和经济进行了有效

衔接，茶叶的生态效率也被从事茶产业经济研究的

部分学者所关注。刘志成等［59］在对我国 18个产茶

省份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我国当前茶产业生态效

率偏低，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茶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这 4个研究方向面向了国家需求和行业亟需，未

来应该仍是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的热点领域。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CNKI对中国茶产业经济相关研究

文献进行检索，利用CiteSpace计量可视化软件进行

信息挖掘和整理，展现了 2015-2021年这段时间里

文献数量的演变、载文期刊、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的

分布，分析重要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进行关键词聚

类，得出以下结论：（1）从发文量来说，相比较之前研

究，2015年以后国内学者对中国茶产业经济的研究

迅速增加，并保持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趋势。（2）从发

文作者和研究机构来说，核心作者群和核心研究机

构群即将形成。他们分别是为以管曦副教授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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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力量，主要研究方向为茶产业经

济、消费经济、农业技术经济等领域；以陈富桥副研

究员为主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力量，

主要研究方向为茶叶消费与流通、贸易经济、茶叶经

营主体等研究领域；以许咏梅副教授为主的浙江工

商大学研究力量，主要研究方向为茶叶价格与市场、

茶叶出口、茶产业竞争力等领域；以及以付磊讲师为

主的安徽农业大学研究力量，主要研究方向为茶农

生产要素、市场研究与信息等领域。（3）在基础性和

阶段性前沿研究中，我国茶产业经济领域的学者研

究领域十分广泛。既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又紧盯

微观主体里的茶行业、茶农和消费者的需求。真正

体现了国家要求怎么做，行业难题怎么解，茶农困难

怎么帮，做到研有所用。结合关键词突变和聚类图

谱，可知当前我国茶产业经济研究有四大主题：乡村

振兴、茶叶消费、茶叶出口、茶产业生产效率。2020
年以前茶产业经济的研究重点是茶产业本身及其微

观主体；2020年之后研究前沿是结合乡村振兴和“一

带一路”倡议等。

结合之前学者和前文对于中国茶产业经济的文

献梳理与研究，发现尽管实证分析的文章明显增加，

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和概念逐渐丰富，但是仍然存在

以下不足与需要改进之处。

一是研究样本。收集到的数据整体质量不高，

数据信息不全面，样本代表性不足。面板数据的实

证文章数量较少，多数文章为某地或时间的横截面

数据，侧重于描述性统计与分析。且数据具有一定

滞后性，筛选研读含有模型的核心文献，发现文章刊

登发表时间一般比所分析数据延后 2～3年。这就造

成文章最后的政策建议、结论等不能及时传达给政

府、茶企等主体，文章价值有所折扣。建议国家有关

部门牵头，协调茶叶生产市、县以及茶叶领域高校、

研究机构、企业等，共建共享国家茶产业数据库，定

点观察与收集相关数据，提高数据整体质量。高校

和科研院所要不断加强对茶产业经济研究领域的重

视，充分分析、挖掘、应用国家统计局等数据库，以及

手头数据，发挥数据时效性，及时产出高质量论文。

二是方法模型。相较于工业、服务业等第二、三

产业，以及水稻、生猪等大宗农产品的经济研究，在

对茶产业经济研究的工具方法和计量模型上相对简

单与滞后，多使用OLS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和Logistic模型等。未来建议引入双重差分、三

重差分、断点回归等模型，以及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等方法。

三是研究内容。当前来看，中国茶产业经济的

研究绝大多数属于经济与管理科学，缺乏与其他学

科的交叉性研究。从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群可以发

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力量主要是社科领域专家，其

他领域的学者较少。特别是在 2021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考察时提出“三茶统筹”的重要思想，为今

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未来，中国茶产业经济研究

要在持续加强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基础研究

上，做好“统”的深度融合，打破学科壁垒，瞄准科技

前沿，为国家重大战略而服务，实现茶产业经济研究

创新发展。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利用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入茶产

业经济研究，实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渗透与融合，找到新的研究生长点与着力点。

3.2 展 望

当前，随着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防止耕

地非粮化建议的发布，推动茶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基于此，我们认为今后茶产业

经济研究者可以加大以下方面研究：一是立足新发

展阶段，重点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开展研究，探索茶产业发展在支撑国家发展战略

中的实现路径和方法，归纳与凝练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模式；二是在大疫情和消费升级背景下，聚

焦茶叶生产、流通、消费和营销等环节的变化，对产

销供求规律、生产与消费趋势进行系统性研究；三是

要加强大数据、信息技术等与茶叶经济的交叉融合

研究，探究信息数字化技术对消费、生产方面的影响

研究，探索数字技术下茶产业生产效率提升战略；四

是加强茶叶微观消费市场和经营主体生产行为的研

究，特别是要重点开展消费行为、生产者行为与效

益、市场营销策略的研究；五是继续开展我国茶产业

国际竞争力监测评估与分析研究，加强对区域和国

际市场的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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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tea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CiteSpace bibliometric analysis

LI Dongxu，CHEN Fuqiao
Tea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Hangzhou 310008，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and CiteSpace software were used to draw a knowledge map
for 321 literatures in CNKI with the theme of“China’s tea industry economy”from 2015 to 2021 and car‐
ry out an inductive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domestic literatures related to the eco‐
nomic studies on tea industry in China increased rapidly since 2015.The core groups of author and institu‐
tion are about to be formed.The economic studies on tea industry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1 is divided in‐
to two stages.The first one is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stage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 in‐
dustry itself and the micro-subjects.The second one is the normalized development stage focusing on the in‐
tegrating the tea industry with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Finally.the future trends of economic studies on tea
industry in China are prospected.The first one is to focus on stud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trategy of ru‐
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The second one is to focus on changes in tea production.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nd marke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ndemic and upgrading consumption.The third
one is to strengthen the studies on the cross-integration of big data.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tea econ‐
omy.The fourth one is to strengthen the studies on the tea micro-consumption market and the production be‐
havior of business entities.The fifth one is to continuously conduct the monitoring.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ea industry in China.

Keywords tea industry；industrial economy；CiteSpace；knowledge map；rural vitalization；tea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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