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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白沙茶业发展简介

海南省国营自沙农场，基础产业是橡胶和茶叶。现有橡胶面积

2．604万亩(其中开割胶园i．742万亩)、茶叶面积2873亩(其中开采茶

强障(省委宣持年长用主彰毫名)

园2663亩)，原来是海南农垦白沙垦

区最贫困的农场之一。2004年实行

茶业产业化改革以后，农场逐年富

裕。2006年，农场工农业总产值4793

万元，茶叶收入1253万元，职工工资

总额1365万元，胶工年平均工资

1．7万元。茶农年茶青收入1．1万元。

从此，国营白沙农场开始迈进了海南

垦区的先进行列。

20世纪60年代，白沙农场开始

种茶，俗称白沙茶场。种茶四十多年

来，茶叶产业发展几起几落。种植初

期，发展迅速。1968年茶园面积就达

到1200多亩。兵团成立后，毁茶种

胶。1970年，茶园减少到600多亩。八十年代中期发展最快，开采茶圆面

积达到5600多亩，年产千毛茶280多吨，这一时期是农场茶叶产业发

展的黄金时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白沙绿茶曾经在当时的广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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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举办的茶叶评比中荣获7次第一名。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没有足够

的资金进行茶园改造和更新种植，大量的茶园老化，茶叶品质越来越

差，产量越来越低，农场经济效益急剧下滑，茶农收入明显降低，大部分

茶农的年平均收入不足3000元。茶园面积由此逐年减少，1999年开采

茶园仅存2303亩。为了重振白沙茶业，保住“白沙绿茶"品牌，农场对茶

业生产，开始全面改革，寻找出路。

1 999年9月，白沙农场决定将茶叶产业退出国有经营领域，将茶园

划小评估，把国有资产的产权，以现金结算，全部转让给职工，实行以职

工家庭经营为基础，“经营、责任、风险、盈亏”四到户和“生产经营费用、

职工生活费用"两费自理的双层经营体制；明确了企业与职工双方的

责、权、利，经营权转让期限30年。至2000年3月，开采茶园350个岗

位，全部竞价拍卖给职工，拍卖总额271．6万元。

茶园经营权转让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o 2000年，全

场生产干毛茶21．1吨，比1 999年增加2．5吨，增长率达1 2．5％；茶叶总

产值比上年增加22万元，增长4．8％；平均单产从上年的74公斤提高到

92公斤，增长24．3％；茶农平均收入达到4707元，增长65．7％o

茶园经营权转让，改变了茶叶种植、管理、采摘等环节的经营机制，

但加工及销售机制没有变，产品价格低，生产成本高，转让制度不完善，

造成农场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而且逐年加重。2003年，白沙茶叶产

业又陷入了低谷。为了改变“生产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销售商的利益

关系分离，市场开拓能力不足，产业效益低，茶农利益受损，农场负担越

来越重”这一状况，新上任的场领导班子，决定走茶业产业化道路。将茶

业生产过程的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行种植、加工、销

售一体化的经营制度，把茶农与市场联结起来，实现生产者与经营者、



经营者与销售商联结为“风险共担，利润共享，利益相关"的共同体。

2004年3月开始，茶业产业化经营制度进入实践和探索阶段。农场

新一届领导班子对白沙绿茶产地环境和产品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考

察，对白沙绿茶产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对白沙绿

茶产业历史及现状进行重新认识和认真思考以后，制定出《海南省国营

白沙农场关于发展壮大白沙绿茶产业的意见》。针对白沙绿茶产业亟待

解决的经营理念和经营体制，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对白沙绿茶产业是白沙农场的支柱产业认识不足；对白沙绿茶产

品定位不准和中高档产品开发不到位，没有充分利用白沙绿茶的品牌

效应；没有抓住白沙陨石坑这一白沙绿茶的产地特色等问题，摆开宣传

和推介白沙绿茶的阵势。促进干部、职工正确认识白沙绿茶产业在农场

经济中的地位、正确选择白沙绿茶产业的经营模式、正确进行白沙绿茶

产品的定位、严格把握白沙绿茶的产品质量关、更新营销理念，改变白

沙绿茶营销策略、积极推进茶叶产业经营的发展战略，扎扎实实地实

施：1、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2、强制推进无公害标准化生产，强

化生产管理，提高产品品质；3、研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档次；4、培育市

场，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5、抓住“对白沙陨石坑"这一白沙绿茶产地

特色的宣传和推介，提升产品品牌的地域特色价值；6、申请原产地保

护，确保产品品牌权益；7、进行IS09000认证，让白沙绿茶获取走出国门

的通行证；8、参与国内外有影响的产品展销和公认的品质认证，将白沙

绿茶培育成为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名牌产品；9、提升白沙绿茶的品牌价

值，发挥白沙绿茶的品牌效益；10、积极推进茶叶产业经营的产业化，努

力提高茶叶产业化水平和白沙绿茶产业的效益等十项具体措施，实现了

白沙绿茶产业“一年扭亏，两年产值翻翻，三年成为与橡胶产业并驾驱的



支柱产业”和“继续把白沙绿茶产业做精、做强、做大”的战略目标。2006

年是白沙农场茶叶产业发展最快的一年，茶叶销售收入突破千万元大

关，达到1261万元，亩产值达到4735元，茶农茶青年平均收入达到1．1

万元，首次突破海南农垦茶农年茶青平均收入超万元的顶界限。获得了：

“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销售额排列

全国茶叶企业95名；“全国用户满意产品”；“海南省用户满意产品”等荣

誉。还在海南省的质量兴省活动中获得“质量兴省质量奖”。2006年是自

沙茶业产业化制度实行三年中，经营效益最好的一年，也是知名度迅速

提高，获得荣誉最多的一年。 (编者摘录农垦2007年工作会议文件)

2006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抗州审定白沙绿茶系列标

准．左排右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杨亚军、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宗懋、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王登良；右排左起：白沙农场场

长邢贻标、海南质量监督局标准化处处长邢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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绁张翻型锕

2004年文度(中)返琼时，省政协副主席周松(左2)，省农垦
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左4)、副局长符孟彪(左1)，海南革命史研
究会名誉会长李养国前往探望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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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哈尔滨国际农产品交易现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左2)在北京第二届国际

产品交易会上，视察《白沙绿茶》展销专柜。陪同人员：海南省农业

长林玉权(前右1)、省农垦总局局长昊亚荣(前右2)白沙农场场

邵贻标(左1)。

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左2)视察白沙绿茶精品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保铭(右2)在中国(海口)冬交会上视察

《白沙绿茶》展销柜

海南省省委副书记于迅(中)在第四届北京国际农交会上视察白沙绿茶展柜



2005年4月20日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左3)在总局党委{

张力夫(左2)、总局局长吴亚荣(右2)的陪同下，深入白沙农场调研指导工干

海南省副省长陈成(前中)，在成都第二届泛珠江三角区经贸洽谈会上

取省农垦总局局长吴亚荣(前左)介绍高档白沙绿茶。



上图：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琦(中)，在省发展改革

厅长林回福(右1)、白沙县委书记王积权(2排左1)、县长吉

江(右2)的陪同下考察白沙绿茶@S-F。

下图：考察后听取白沙农场场长邢赔标汇报做强做大白

绿茶的实施方案，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左3)2007年3月8日考察白沙农场。
同人员：王职权(左2)、邢鲐标(右1)、陈所豪(左1)

海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左1) 《白沙绿茶》系列产品
听取场长邢贻标介绍《白沙绿茶》



!006年哈尔滨国际农产品交易现场会

国家农业部农垦局长杨绍品(中)视察白沙绿茶展销现场

省农垦总局局长吴亚荣以白沙绿茶为礼品与外国友人互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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