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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农业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路径
的实证研究

——以茶产业现代化为例

谢史恒 韩鑫雨 丁子育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 100144

摘� 要：新质生产力为农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本研究以茶产业现代化为例，通过实证分

析，探讨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双链融合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人才培育等在茶产业双链融合

中发挥关键作用，促进了茶产业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的转型升级，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关结论可

为其他农业产业双链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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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新质生产力成为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农业领域，产业链

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

义。茶产业作为传统农业产业的典型代表，正面临着转

型升级的迫切需求。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已难以满

足茶产业发展需要。一方面，科技的快速发展为茶产业带

来了新的技术手段，如智能种植、加工技术创新等；另一

方面，市场需求的变化促使茶产业在产品形式、营销模式

等方面进行创新。然而，当前茶产业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

合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创新资源分散、产业链各

环节协同不足等。因此，深入研究茶产业现代化进程中产

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助于探索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引入促进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并为其他农业产业提供有益借鉴。

1 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研究的意义 *

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升

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当前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

境下，这种融合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方

面，通过融合能使创新更具针对性，创新成果可以迅速

在产业链上得以应用和检验，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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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转化，避免创新资源的浪费。对于产业链而言，创

新链的融入能打破传统产业链的发展瓶颈，引入新技

术、新管理模式等，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优化，提升产

业附加值。另一方面，融合有利于整合产业内外部资

源，加强各环节之间的协同合作，促进信息流通和知识

共享，提高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应对风险的能

力，推动产业朝着高质量、可持续方向发展。

2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茶产业产业链分析

2.1  茶产业产业链构成
（1）茶树种植环节分析
茶树种植是茶产业的基础环节。从茶园选址来看，

需要综合考虑气候、土壤、海拔等多种因素，合适的环

境是茶树良好生长的前提。目前，种植技术不断发展，

从传统的粗放式种植向精细化方向转变。例如，精准农

业技术开始应用，通过传感器等设备监测土壤湿度、肥

力等数据，实现精准灌溉和施肥，提高茶树产量和品

质。而且，茶树品种的选育也日益受到重视，优良品种

不仅抗病虫害能力强，茶叶品质也更优。此外，有机种

植理念逐渐普及，减少农药化肥使用，保障茶叶的绿

色、健康属性，为后续加工和销售环节奠定良好基础。

（2）茶叶加工环节分析
茶叶加工环节是决定茶叶品质和类型的关键。传统

加工工艺在各地茶产区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承，如绿

茶的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每一步都有严格要求。如

今，随着科技发展，加工环节有了新变化。一方面，机械

化加工设备广泛应用，提高了加工效率和标准化程度，比

如自动化的茶叶杀青机可以更精准地控制温度和时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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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加工技术不断创新，出现了一些新型加工工艺，

如冷萃技术用于制作特殊风味的茶产品。同时，质量检测

技术也在提升，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可以更准确地检测茶

叶成分和品质，保障加工后的茶叶符合市场标准，满足消

费者对茶叶品质和口感的多样化需求。

（3）茶叶销售与流通环节分析
茶叶销售与流通环节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在

销售渠道方面，传统的茶叶专卖店依然存在，它们凭借

专业的品鉴和优质的服务吸引着特定消费群体。但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电商平台成为茶叶销售的重要渠道，不

仅拓宽了市场范围，还降低了销售成本，消费者可以方

便地购买到全国各地的茶叶。在流通环节，物流配送的

高效性至关重要，冷链物流等新技术的应用保障了茶叶

在运输过程中的品质。同时，品牌建设在销售与流通中

作用显著，知名品牌的茶叶往往更受消费者青睐，企业

通过广告宣传、参加茶博会等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此

外，茶叶的包装也日益精美，兼具保护和营销功能，促

进茶叶在市场上的流通。

（4）茶文化与旅游等衍生环节分析
茶文化与旅游等衍生环节为茶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在茶文化方面，茶艺表演、茶文化博物馆等形式丰

富了消费者对茶的理解，茶艺表演将泡茶、品茶等过

程艺术化，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茶文化博物馆则通

过展示茶叶历史、茶具等，传承和弘扬茶文化。在旅游

方面，茶旅融合成为新趋势，茶产区开发出茶园观光、

茶叶采摘体验等旅游项目，吸引大量游客。游客在欣赏

茶园美景的同时，可以亲身参与茶叶制作过程，这种体

验式旅游不仅增加了旅游收入，还提高了茶产业的附加

值，同时，茶主题的民宿、餐饮等配套产业也应运而

生，进一步拓展了茶产业的发展空间。

2.2  新质生产力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的体现
（1）技术创新在种植、加工等环节的应用
技术创新在茶产业种植和加工环节发挥了关键作

用。在种植环节，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茶树品种

改良，通过基因编辑等手段培育出更具抗逆性和优质品

质的茶树品种。同时，智能灌溉系统和无人机植保技术

提高了种植效率和精准度，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病虫害

损失。在加工环节，先进的加工设备不断涌现，例如，

利用红外杀青技术可以更均匀地杀青，保证茶叶品质。

此外，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在加工环节的应用实现了对

加工过程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采集，有助于优化加工工艺

参数，提高茶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使茶叶加工更加科

学、高效，推动茶产业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

（2）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产业链中的表现
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茶产业链中展现出强大的活

力。产业联合体的出现打破了以往茶农、加工企业、销

售商各自为政的局面，通过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了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茶农可以获得更稳定的订

单和技术支持，加工企业能保障原料供应的质量和数

量，销售商则有了更优质的产品来源。此外，农业合作

社在茶产业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茶农以合作社为平台统

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销售产品，增强了议价能力。同

时，一些大型茶企主导的全产业链组织模式兴起，从茶

园建设、茶叶加工到销售终端进行一体化布局，提高了

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对市场的响应速度，保障了茶产业

的稳定发展和质量提升。

（3）新的要素投入对产业链的影响
新的要素投入为茶产业链带来了深刻变革。在资本

要素方面，大量外部资本的涌入推动了茶产业的规模化

发展，如投资建设现代化茶园和大型加工厂房，提高了

生产能力。同时，金融服务创新为茶产业提供了更丰富

的融资渠道，缓解了企业和茶农的资金压力。在人才要

素上，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加入提升了茶产

业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他们带来了新的种植技术、

加工工艺和营销理念。数据要素也日益重要，通过收集

和分析产业链各环节的数据，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

需求、优化生产计划和精准营销，新的要素投入共同作

用，促进了茶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提升

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3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茶产业创新链分析

3.1  茶产业创新链的结构与要素
茶产业创新链由多个关键部分构成。创新主体中，科

研机构是技术研发的重要力量，高校通过基础研究和人才

培养为产业创新提供支撑，企业则是创新成果转化的核心

主体，将知识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创新资源方面，资

金是创新活动的保障，无论是科研项目开展还是技术引进

都离不开它，人才是创新的关键，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决定

创新质量，技术则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成果涵盖新品种，

像抗病虫害能力强的茶树品种，新工艺如更高效的茶叶加

工方法，以及新营销模式，包括线上直播带货等，这些要

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茶产业创新链的发展和完善。

3.2  新质生产力推动下创新链的发展特点
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茶产业创新链呈现新特点。

创新重点领域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如智能茶园

管理系统的研发和环保加工技术的应用。在方向上，注

重提升茶叶品质和功能，开发功能性茶产品。创新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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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模式日益多样，企业、科研机构、高校之间通

过建立产业联盟、产学研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合作，趋

势上朝着跨学科、跨领域方向发展，整合信息技术、生

物技术等多领域知识，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促进茶产

业创新升级。

4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茶产业创新链分析

4.1  茶产业创新链要素
茶产业创新链中，创新主体各具关键作用。企业作为

核心主体，贴近市场需求，能迅速将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

推向市场，实现创新价值；科研机构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

和专业人才，专注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为产业创

新提供理论支持；高校则在人才培养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有着独特优势，为产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创新资

源的分布与流动影响着创新效率，资金多集中于有实力的

企业和重点科研项目，技术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间流

动，人才也在不同主体间寻求发展机会，合理的资源分布

与顺畅的流动是创新链良好运转的保障。

4.2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茶产业创新方向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茶产业创新方向呈现新趋势。

基于新技术的茶叶产品创新引人注目，如功能性茶产

品，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提取茶叶中的有益成分，开发具

有保健功能的茶饮品，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同

时，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涌现，茶文化旅游就是典型代

表，将茶产业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开发茶园观光、茶

艺体验等项目，拓展了茶产业的边界，丰富了消费者的

体验，为茶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4.3  茶产业创新链发展的瓶颈
茶产业创新链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在创新主体协同

合作方面，存在诸多障碍。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因目

标不同、利益诉求差异，在合作中易出现分歧，信息

不对称也导致沟通成本增加。同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

成果评价机制与企业需求不完全匹配，影响合作积极

性。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困难重重。一方面，从实验

室到市场的转化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进行中试和

量产，但资金缺口往往较大。另一方面，市场推广难度

大，消费者对新的茶叶产品和服务接受需要时间，导致

创新成果难以快速实现经济价值。

5 茶产业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路径分析

5.1  双链融合的内在逻辑与驱动因素
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产业

链是创新链的实践载体，创新链为产业链提供发展动

力，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从内在逻辑来看，产业

链各环节在发展过程中对创新有着持续需求，以解决成

本、效率、质量等问题，而创新链产生的成果只有在产

业链中应用才能实现价值。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竞争

的压力，激烈的竞争促使企业寻求通过创新提升竞争

力，从而推动双链融合；技术进步的推动，新的技术如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双链融合创造了条件；政策支

持也是重要因素，政府出台鼓励创新、产业升级的政策

引导资源向双链融合方向聚集；还有消费者需求的变

化，对高品质、多样化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促使产业在

产业链各环节进行创新，驱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朝着融合

方向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市场。

5.2  双链融合的具体模式与实践路径
双链融合的具体模式多样且具有实践操作性。一种

是技术创新引领模式，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将新技术

如智能加工技术应用于产业链，从茶叶种植的智能化管

理到加工环节的精准控制，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在实践路径方面，可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整合各方

资源，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另一种是组织创新推动模

式，通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产业联合体，加强

产业链各环节的组织协同，促进创新要素在链内流动。

实践中，以合作社为平台，统一采购、生产和销售，同

时引入创新理念和技术。还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模

式，根据消费者对茶文化旅游等新需求，整合产业链和创

新链资源，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服务，提升产业附加值。

结语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茶产业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

合发展是推动茶产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通过对茶产业

产业链各环节以及创新链要素、发展特点和瓶颈的深

入分析，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双链融合的内在逻辑、驱动

因素、模式与路径。在实践中，这种融合不仅为茶产业

带来了技术革新、组织优化和新的发展方向，更提升了

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附加值。然而，我们也看到在融合

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挑战，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

多方协同努力。未来，持续深化双链融合，积极应对挑

战，茶产业将在新质生产力的助力下，朝着更高效、更

绿色、更具活力的方向蓬勃发展，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

优秀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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