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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業產銷模式現況與展望

摘　要

台灣生產之茶葉，隨著茶葉市場交易方式的改變，茶業產銷模式也隨之改變。首

先，本研究延伸許漢卿(2003)茶業產銷模式，進一步提出符合現況之產銷模式。然而，

現況之產銷模式仍存在許多產銷問題，接著，運用系統思考觀點解析未建立適當產銷制

度。最後，提出解決對策，要建立適當產銷制度，應改變自產、自製、自銷政策，建議

重新定義茶業之產、製、銷分工產銷模式，成立產銷聯盟，共同建立茶葉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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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model of tea industry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different tea marketing,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model of the tea 

industry in Taiwan has shifted. However, facing these developments, few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 growing changes. In this study, Hsu’s tea industr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model was taken as the prototype, out of which a newer model has been developed in order to 

meet current needs. Nevertheless, even with this new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model in place, 

there still lies a multitude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Next, a systems 

thinking perspective analysis was applied in the examination of questions such as “an inadequate 

production-marketing system,” in order to attempt to devise counter-strategies.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effectiv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model, former policies in individual production, 

manufacture marketing must be relinquished, and a new model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production,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must be assumed so as to reconfigure the tea industry.

壹、前言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四面環海，屬

於海洋性氣候，四季分明，氣候及土壤環

境非常合適茶樹成長，可以產製高品質茶

葉，使得台灣茶葉品質獨樹一格，成為世

界知名茶葉產區(茶葉研究社，1992)。但

是，  2010年世界茶葉總產量約為  416萬

噸，而臺灣茶葉總生產量為 1.7萬噸，只佔

世界茶葉總生產量的 0.4%(茶訊，2011)。

由於台灣茶葉品質獨樹一格，數量不多的

情況下，使得台灣茶葉價格快速上漲，我

國平均外銷茶單價比進口茶平均單價高於 

6.5倍之多，同步帶動了產業的發展 (蘇登

照，2009)。我國每人每年茶葉消費量由 

1982年 768公克，成長至 2010年 1,800公

克，成長幅度達 2倍之多(廖慶樑，2010)。

可見我國對茶葉的需求呈現逐年上漲的趨

勢，茶業產銷已成為重要探討議題。

回顧茶業產銷文獻後，發現近年來茶

葉市場交易方式已產生重大改變，卻未

發現研究者將現階段的茶業產銷模式進行

修正、探討(張瑞成，2013)。因此，本研

究期望建立符合現階段茶業產銷模式。同

時，進一步解析現階段茶業產銷遇到的

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對策。由於茶業產

銷議題具有複雜的因果關係及時間滯延特

性，適合運用系統思考觀點來協助解析問

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提出符合現階段的茶業產銷模式。

2.藉由系統思考觀點，建立因果關係，解析

現階段茶業產銷問題。

3.針對現階段茶業產銷問題，嘗試提出解決

對策。

本文架構，第  2節進行文獻探討，包

括茶業產銷研究、系統思考及應用。第3

節探討茶業產銷模式，包括過去、現階段

模式。第  4節則運用系統思考觀點探討茶

業產銷遇到的問題，並提出解決對策。最

後，結論呈現於第 5節。

貳、文獻探討

本節第一部份進行茶業產銷研究文獻

探討，第二部份探討系統思考及應用。

一、茶業產銷研究

顧棟家 (1991)指出，配合國民所得逐

年增加，應製造出更高品質的茶葉以符合

市場需求，製茶業者在生產技術上需持續

加強，產銷焦點集中於生產技術上。茶葉

交易市場則扮演著另一重要角色，功能包

含運輸、儲藏、購買、情報、標準化與分

級等(甘子能、阮逸明，1991；楊盛勳等，

1998)。因此，若能建立茶葉交易市場，便

可協助解決茶葉價格不一、產銷分工不明

與品質參差不齊等問題，藉由茶葉交易市

場的建立，可讓供貨者與經銷者在公平與

公正的情形下進行茶葉交易，使產銷運作

適當分工，也不會造成彼此間互相爭利的

情形(阮逸明、甘子能， 1991)。此外，林

伸志(1991)及王英明(1991)藉由分析地區

性的茶業產銷概況，提出應用設立茶葉交

易市場來解決產銷問題。邵志忠(1991)、

邵志忠等(1991)探討國內茶業產銷議題，

內銷通路分為五種通路市場：茶菁產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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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茶菁批發市場、茶葉批發市場、茶葉

零批市場、茶葉零售市場，及六種通路

成員：茶農、茶菁販運商、茶廠、批發

茶商、零售茶商、消費者。屈先澤(1992)

和廖武正(1993)則對產銷現況進行研究，

認為需要建立茶葉集中市場，以利茶葉價

格資訊更加透明化。甘子能(1995)則認為

台茶應重新調整生產策略，以供應未來內

需，在進口方面，須注意大陸及越南茶的

進口威脅，並提出區隔策略來因應。另

外，也有部份學者透過統計、數學方法

來觀察台灣茶業產銷結構，例如，許漢卿 

(1995)建立迴歸模型來探討所得、人口數

量與出口等影響變數對國內茶葉總消費量

影響程度，並指出現今茶葉決價效率極高

且運銷系統能適時、適地及適量的反應，

尚無設立中間交易機構的必要。楊明璧等 

(2000)應用作業研究線性規劃法建立精製

茶廠產銷計畫，進一步結合隱藏價格及敏

感度分析來評估精製茶廠投資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台灣茶業持續發展，也漸漸演

變出不一樣的面貌，人們隨著時代演進，

開始追求便利性的飲品，因此，罐 (盒 )裝

的茶飲品便孕育而生，阮逸明(1998)針對

茶飲料市場進行研究，研究結果指出，未

來台灣飲料茶市場仍以紅茶系列飲品為主

流之產銷結構。許漢卿 (2003)則以行銷觀

點分析 1971年(民國 60年)至 2001年 (民國 

90年)30年間台灣茶業生產、消費、運銷演

變，歸納產銷動向乃依循市場導向來調整

經營策略、調整產期、種植新品種、辦理

茶葉評鑑比賽與展售會來取得產銷上供需

平衡。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2005)

指出，目前茶業產銷正面臨著多項挑戰，

如咖啡市場興起、大陸進口茶盛行等，經

由分析後，提出數項對策來因應挑戰。

林木連等  (2009)引用許漢卿  (2003)運銷

通路圖，並指出目前茶業產銷仍以茶農自

產、自製、自銷為主，估計至少有  2萬戶

茶農。茶訊 (2011)也指出，雖然目前我國

茶業面臨挑戰，但外銷其他國家的市場仍

有成長的空間，如中國、印度等。然而， 

Oxfam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2002)曾

對世界茶葉市場進行研究，研究中提到未

來世界茶葉將呈現嚴重供過於求的狀況。

隨著科技進步的腳步加快，有越來越

多的消費者開始運用網路行銷來選購茶

葉，完成茶葉交易。李宗儒(1999)藉由問

卷調查法和分析層級法之應用，探討茶葉

產品如何應用於網頁設計及應具備因素及

內容。吳祝華(2009)利用問卷調查法，探

討茶葉產品於網路商店交易情況，並針對

所產生之問題，提出解決對策，同時提出

不能只集中於傳統行銷通路中，網路商店

的經營、行銷策略擬定及自有品牌的創造

皆為重要因素。王孟瑜、賴振民(2011)則

探討如何將時下流行之  A p p軟體運用於

茶葉產品推廣行銷中，研究結果指出，茶

業將會呈現競爭程度日益增加的趨勢，因

此，有效運用於網路行銷將是成功發展要

素。蘇登照(2011)指出，台灣部份茶區的

茶農出現高齡化現象，要讓其可順利操作

網路設備，實為一大難事，因此，如何找

出解決此現象的對策，也頗值得未來研究

者及相關從業人員進行研究。

二、系統思考及應用

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乃根據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 Jay W. Forrester在 1950

年代後期所提出的系統動力學 ( S y s t e m s 

D y n a m i c s )延伸而成 ( F o r r e s t e r ,  1 9 6 1 ; 

Forrester, 1968; Senge, 1990)。系統思考主

要強調將問題放在所身處的環境裡思考，

加上因果回饋圖和時間滯延等觀念，幫助

觀察環狀因果互動關係與整體變化歷程，

而非直線性思考或專注於某個片段的個別

事件上，是以關注整體動態變化型態的思

考方式。

回饋環是由因果鍵連鎖形成： ( 1 )因

變量越大，果變量會隨之變大  (正性因果

鍵)；(2)因變量越小，果變量越小(負性因

果鍵)，如圖  1所示(陶在樸，2008)。因果

回饋結構下，可分為正反饋與負反饋。所

謂正反饋，代表一個因素的增減，經過反

饋過程造成下一週期的變化值呈現相同方

向變動；負反饋代表一個因素的增減，經

過反饋過程造成下一週期的變化值呈現相

反的向變動，如圖 2所示。

在過去數十年當中，系統思考已被廣

泛運用於企業、都市、區域、經濟、生

態、政治，甚至是生理系統之研究上，

讓使用者可看清複雜狀況背後結構，及分

辨高槓桿解與低槓桿解之差異 (S t e rman , 

2000;郭進隆譯，1994；郭進隆譯，2004；

韓釗，2009；楊朝仲等，2009；屠益民、

張良政， 2010)。

系統思考亦被運用於產銷議題上。周

立德(2005)欲解決筆記型電腦代工業者毛

利率被壓縮的問題，透過系統思考較為全

面性的角度來審視與品牌業者之間的關

係，最後對筆記型電腦代工業者提出數項

產銷解決策略。林育菁 (2009)則利用系統

思考來解決我國茶業所面臨之問題，並透

過建立因果回饋圖的方式來找出其解決問

題之對策。蔡裕源、蔡入偉 (2010)則為了

改善某公司的產銷制度，因而建立專屬此

公司的因果回饋圖，並試圖提出解決問題

的對策。

參、茶業產銷模式

本節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介紹許

漢卿(2003)茶業產銷模式，第二部份則進

一步延伸許漢卿(2003)產銷模式提出符合

現況之茶業產銷模式。

一、許漢卿 (2003)茶業產銷模式

許漢卿 (2003)主要將茶業產銷模式分

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茶農 (泛指生產

茶菁之農戶，但現今都以自設之中小型製

茶廠來運作 )種植茶樹之完成品，也就是

茶菁；第二階段則是茶農販售茶菁的三種

通路，分別為販售給粗製茶廠(進行粗製過

程之茶廠，所完成之茶葉泛稱為初製茶或

毛茶 )、中小型製茶廠 (能同時進行粗製及

精製過程之茶廠)及國內消費者；第三階段

是粗製茶廠會將所完成之初製茶，販售給

精製茶廠 (將初製茶進行精製過程之茶廠 )

或飲料製造廠，用途都用為飲料茶原料居

多，而中小型茶廠則會將完成之茶葉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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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茶菁批發市場、茶葉批發市場、茶葉

零批市場、茶葉零售市場，及六種通路

成員：茶農、茶菁販運商、茶廠、批發

茶商、零售茶商、消費者。屈先澤(1992)

和廖武正(1993)則對產銷現況進行研究，

認為需要建立茶葉集中市場，以利茶葉價

格資訊更加透明化。甘子能(1995)則認為

台茶應重新調整生產策略，以供應未來內

需，在進口方面，須注意大陸及越南茶的

進口威脅，並提出區隔策略來因應。另

外，也有部份學者透過統計、數學方法

來觀察台灣茶業產銷結構，例如，許漢卿 

(1995)建立迴歸模型來探討所得、人口數

量與出口等影響變數對國內茶葉總消費量

影響程度，並指出現今茶葉決價效率極高

且運銷系統能適時、適地及適量的反應，

尚無設立中間交易機構的必要。楊明璧等 

(2000)應用作業研究線性規劃法建立精製

茶廠產銷計畫，進一步結合隱藏價格及敏

感度分析來評估精製茶廠投資經濟效益。

另一方面，台灣茶業持續發展，也漸漸演

變出不一樣的面貌，人們隨著時代演進，

開始追求便利性的飲品，因此，罐 (盒 )裝

的茶飲品便孕育而生，阮逸明(1998)針對

茶飲料市場進行研究，研究結果指出，未

來台灣飲料茶市場仍以紅茶系列飲品為主

流之產銷結構。許漢卿 (2003)則以行銷觀

點分析 1971年(民國 60年)至 2001年 (民國 

90年)30年間台灣茶業生產、消費、運銷演

變，歸納產銷動向乃依循市場導向來調整

經營策略、調整產期、種植新品種、辦理

茶葉評鑑比賽與展售會來取得產銷上供需

平衡。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2005)

指出，目前茶業產銷正面臨著多項挑戰，

如咖啡市場興起、大陸進口茶盛行等，經

由分析後，提出數項對策來因應挑戰。

林木連等  (2009)引用許漢卿  (2003)運銷

通路圖，並指出目前茶業產銷仍以茶農自

產、自製、自銷為主，估計至少有  2萬戶

茶農。茶訊 (2011)也指出，雖然目前我國

茶業面臨挑戰，但外銷其他國家的市場仍

有成長的空間，如中國、印度等。然而， 

Oxfam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2002)曾

對世界茶葉市場進行研究，研究中提到未

來世界茶葉將呈現嚴重供過於求的狀況。

隨著科技進步的腳步加快，有越來越

多的消費者開始運用網路行銷來選購茶

葉，完成茶葉交易。李宗儒(1999)藉由問

卷調查法和分析層級法之應用，探討茶葉

產品如何應用於網頁設計及應具備因素及

內容。吳祝華(2009)利用問卷調查法，探

討茶葉產品於網路商店交易情況，並針對

所產生之問題，提出解決對策，同時提出

不能只集中於傳統行銷通路中，網路商店

的經營、行銷策略擬定及自有品牌的創造

皆為重要因素。王孟瑜、賴振民(2011)則

探討如何將時下流行之  A p p軟體運用於

茶葉產品推廣行銷中，研究結果指出，茶

業將會呈現競爭程度日益增加的趨勢，因

此，有效運用於網路行銷將是成功發展要

素。蘇登照(2011)指出，台灣部份茶區的

茶農出現高齡化現象，要讓其可順利操作

網路設備，實為一大難事，因此，如何找

出解決此現象的對策，也頗值得未來研究

者及相關從業人員進行研究。

二、系統思考及應用

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乃根據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 Jay W. Forrester在 1950

年代後期所提出的系統動力學 ( S y s t e m s 

D y n a m i c s )延伸而成 ( F o r r e s t e r ,  1 9 6 1 ; 

Forrester, 1968; Senge, 1990)。系統思考主

要強調將問題放在所身處的環境裡思考，

加上因果回饋圖和時間滯延等觀念，幫助

觀察環狀因果互動關係與整體變化歷程，

而非直線性思考或專注於某個片段的個別

事件上，是以關注整體動態變化型態的思

考方式。

回饋環是由因果鍵連鎖形成： ( 1 )因

變量越大，果變量會隨之變大  (正性因果

鍵)；(2)因變量越小，果變量越小(負性因

果鍵)，如圖  1所示(陶在樸，2008)。因果

回饋結構下，可分為正反饋與負反饋。所

謂正反饋，代表一個因素的增減，經過反

饋過程造成下一週期的變化值呈現相同方

向變動；負反饋代表一個因素的增減，經

過反饋過程造成下一週期的變化值呈現相

反的向變動，如圖 2所示。

在過去數十年當中，系統思考已被廣

泛運用於企業、都市、區域、經濟、生

態、政治，甚至是生理系統之研究上，

讓使用者可看清複雜狀況背後結構，及分

辨高槓桿解與低槓桿解之差異 (S t e rman , 

2000;郭進隆譯，1994；郭進隆譯，2004；

韓釗，2009；楊朝仲等，2009；屠益民、

張良政， 2010)。

系統思考亦被運用於產銷議題上。周

立德(2005)欲解決筆記型電腦代工業者毛

利率被壓縮的問題，透過系統思考較為全

面性的角度來審視與品牌業者之間的關

係，最後對筆記型電腦代工業者提出數項

產銷解決策略。林育菁 (2009)則利用系統

思考來解決我國茶業所面臨之問題，並透

過建立因果回饋圖的方式來找出其解決問

題之對策。蔡裕源、蔡入偉 (2010)則為了

改善某公司的產銷制度，因而建立專屬此

公司的因果回饋圖，並試圖提出解決問題

的對策。

參、茶業產銷模式

本節分為二個部份，第一部份介紹許

漢卿(2003)茶業產銷模式，第二部份則進

一步延伸許漢卿(2003)產銷模式提出符合

現況之茶業產銷模式。

一、許漢卿 (2003)茶業產銷模式

許漢卿 (2003)主要將茶業產銷模式分

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茶農 (泛指生產

茶菁之農戶，但現今都以自設之中小型製

茶廠來運作 )種植茶樹之完成品，也就是

茶菁；第二階段則是茶農販售茶菁的三種

通路，分別為販售給粗製茶廠(進行粗製過

程之茶廠，所完成之茶葉泛稱為初製茶或

毛茶 )、中小型製茶廠 (能同時進行粗製及

精製過程之茶廠)及國內消費者；第三階段

是粗製茶廠會將所完成之初製茶，販售給

精製茶廠 (將初製茶進行精製過程之茶廠 )

或飲料製造廠，用途都用為飲料茶原料居

多，而中小型茶廠則會將完成之茶葉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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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飲料製造廠或直接販售給農會、茶葉合

作社或其他零售通路等，而也有部份農會

從中小型茶廠收購其製造的茶葉，再進行

轉售給其他零售通路；第四階段則是精製

茶廠會進行精製的程序，將初製茶製為茶

葉成品後，再進行外銷或販售給國內消費

者及其他零售通路等，而其他零售通路也

會將所收購的茶葉成品來販售給國內消費

者，其詳細變化，如圖 3所示。

二、現階段茶業產銷模式

本研究延伸許漢卿 (2003)茶業產銷模

式，考量茶葉市場交易方式的改變，且依

據張瑞成(2009)的觀點，進行如下二個方

向修正：第一個方向為茶業產銷模式正朝

向多元化發展，在許漢卿(2003)產銷模式

中，粗製茶廠需經由精製茶廠的精製過程

後，才會轉售給消費者，但現今卻演變成

粗製茶廠會將製成之初製茶直接售給消費

者、農會及合作社，其也會將所完成之茶

葉成品直接售給消費者，不一定會透過零

售通路再轉售給消費者。第二個方向則考

量網路行銷的興起，茶葉交易已會透過網

路行銷來進行，而非只單純透過傳統的產

銷通路，因此，本研究依據這兩個方向，

提出現階段之茶業產銷模式，如圖  4所

示。圖 3和圖 4的主要差異，在於修改茶業

產銷模式(圖 3)以符合現階段模式(圖 4)。

肆、 系統思考觀點茶業產銷模式

然而，現階段國內生產之茶葉自產、

自製、自銷之產銷模式仍存在不少問題，

主要問題為未建立適當產銷制度(張瑞成，

2013)。本研究利用系統思考觀點回顧多

位學者的研究來進行變數選取及驗證，接

著，利用因果回饋圖的方式來描述變數間

相互關係，進而了解問題之基本結構及主

導環路，最後，依據上述的分析提出修正

後之茶業產銷模式。

一、茶業自產、自製、自銷之產銷模式

政府於 1982年 8月 6日廢除「臺灣省

製茶業管理規則」與「製茶工廠登記辦

法」，使茶農自製與銷售茶葉合法化，同

時茶工廠設置不必申請(陳右人， 2012)。

茶農形成自產、自製及自銷的方式進行茶

葉交易。本研究利用系統思考觀點解析自

產、自製、自銷之產銷模式，以因果回饋

圖方式來加以呈現，如圖  5所示。廢除製

茶業管理規則與製茶工廠登記辦法之說明

或驗證彙整於表 1。

自產、自製、自銷會造成自有品牌數

量呈現增加的情況，過多自有品牌雖會讓

市場流通之茶葉產品數量增加，增加消費

者選購茶葉的選擇，但當茶葉產品數量過

多時，在無法有效控管下，品質即會呈現

不一的情況。在品質無法均一的情下，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下降，進而影響消費者

的購買數量，當消費者購買數量減少時，

便讓茶農與茶商的收入下降。此時，茶農

與茶商會因自身利益的著想，加強推出自

有品牌行銷，藉以提高售價來獲取更大的

獲利，造成現今茶業呈現自有品牌數量眾

多，而消費者購買意願度未同步提高的情

況，導致茶業正面臨無法持續成長 (負反

饋)的情形。本研究以因果回饋圖方式來加

以呈現，如圖  6所示。自有品牌數量之說

明或驗證陳述於表 2。

二、修正後茶業產銷模式

藉由以上分析可得知，自產、自製、

自銷之政策並不是茶業產銷最佳政策。參

考黃欽榮(1991)、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

學系(2005)及張瑞成(2009)研究，建議我

國茶業產銷模式藉由訂定嚴謹的通路制度

及規範，通路中各業者各司其職以進行良

性發展，且不會產生互相爭利的情況。同

時，本研究建議增加成立茶葉產銷聯盟，

聯盟代表應由產、官、學界共同組成，聯

盟成員則以茶商及茶農為主。聯盟可藉由

訂定規範來約束其成員，以降低相互間的

競爭程度及共同建立茶葉交易市場來訂定

合理茶葉價格，此舉可造成茶商、茶農

及消費者三贏的局面。茶葉交易市場則

可在主要產茶區成立銷售中心，由農會、

合作社、產銷班、產銷聯盟來執行達成暢

通交易管道，使茶葉達到貨暢其流目的。

此外，產銷聯盟致力於分級、包裝及行銷

上，除可穩定茶葉市場交易模式，也可適

度減少對比賽茶或展售茶為主軸交易方式

的依賴。除此之外，政府也應利用法律來

保障聯盟，讓聯盟在發展上，能有足夠的

法律為依靠，例如，法律之修訂可參考印

度對大吉嶺茶的保護機制(Tarit, 2010)。最

後，將上述問題及對策，加以修正後，提

出修正後的茶業產銷模式，如圖  7所示。

圖  4和圖  7的主要差異，在於修改現階段

茶業產銷模式 (圖4)，提出更適當模式 (圖 

7)。

伍、結論

本研究經文獻回顧探討茶業產銷模式

(如圖 3所示)，接著，因應茶葉市場交易方

式的改變，進一步提出符合現況產銷模式

(如圖 4所示)，同時，以系統思考觀點解析

目前茶業產銷問題：未建立適當的產銷制

度，並提出解決對策(如圖 5、圖 6所示)。

本研究建議修正自產、自製、自銷之產

銷模式，訂定嚴謹的通路制度及規範，結

合產、官、學界力量增加成立茶葉產銷聯

盟，適當地進行茶葉分級、包裝、行銷，

達成穩定茶葉交易市場目的，促使茶業產

銷走向更良性發展(如圖 7所示)。

本研究主要系統思考觀點探討茶業產

銷模式，雖已獲得初步成果，仍有國外茶

葉進口、國內茶葉外銷、國外遊客到產地

購買等產銷行為值得獨立深入探討與研

究，此問題作為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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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飲料製造廠或直接販售給農會、茶葉合

作社或其他零售通路等，而也有部份農會

從中小型茶廠收購其製造的茶葉，再進行

轉售給其他零售通路；第四階段則是精製

茶廠會進行精製的程序，將初製茶製為茶

葉成品後，再進行外銷或販售給國內消費

者及其他零售通路等，而其他零售通路也

會將所收購的茶葉成品來販售給國內消費

者，其詳細變化，如圖 3所示。

二、現階段茶業產銷模式

本研究延伸許漢卿 (2003)茶業產銷模

式，考量茶葉市場交易方式的改變，且依

據張瑞成(2009)的觀點，進行如下二個方

向修正：第一個方向為茶業產銷模式正朝

向多元化發展，在許漢卿(2003)產銷模式

中，粗製茶廠需經由精製茶廠的精製過程

後，才會轉售給消費者，但現今卻演變成

粗製茶廠會將製成之初製茶直接售給消費

者、農會及合作社，其也會將所完成之茶

葉成品直接售給消費者，不一定會透過零

售通路再轉售給消費者。第二個方向則考

量網路行銷的興起，茶葉交易已會透過網

路行銷來進行，而非只單純透過傳統的產

銷通路，因此，本研究依據這兩個方向，

提出現階段之茶業產銷模式，如圖  4所

示。圖 3和圖 4的主要差異，在於修改茶業

產銷模式(圖 3)以符合現階段模式(圖 4)。

肆、 系統思考觀點茶業產銷模式

然而，現階段國內生產之茶葉自產、

自製、自銷之產銷模式仍存在不少問題，

主要問題為未建立適當產銷制度(張瑞成，

2013)。本研究利用系統思考觀點回顧多

位學者的研究來進行變數選取及驗證，接

著，利用因果回饋圖的方式來描述變數間

相互關係，進而了解問題之基本結構及主

導環路，最後，依據上述的分析提出修正

後之茶業產銷模式。

一、茶業自產、自製、自銷之產銷模式

政府於  1982年  8月  6日廢除「臺灣省

製茶業管理規則」與「製茶工廠登記辦

法」，使茶農自製與銷售茶葉合法化，同

時茶工廠設置不必申請(陳右人， 2012)。

茶農形成自產、自製及自銷的方式進行茶

葉交易。本研究利用系統思考觀點解析自

產、自製、自銷之產銷模式，以因果回饋

圖方式來加以呈現，如圖  5所示。廢除製

茶業管理規則與製茶工廠登記辦法之說明

或驗證彙整於表 1。

自產、自製、自銷會造成自有品牌數

量呈現增加的情況，過多自有品牌雖會讓

市場流通之茶葉產品數量增加，增加消費

者選購茶葉的選擇，但當茶葉產品數量過

多時，在無法有效控管下，品質即會呈現

不一的情況。在品質無法均一的情下，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下降，進而影響消費者

的購買數量，當消費者購買數量減少時，

便讓茶農與茶商的收入下降。此時，茶農

與茶商會因自身利益的著想，加強推出自

有品牌行銷，藉以提高售價來獲取更大的

獲利，造成現今茶業呈現自有品牌數量眾

多，而消費者購買意願度未同步提高的情

況，導致茶業正面臨無法持續成長 (負反

饋)的情形。本研究以因果回饋圖方式來加

以呈現，如圖  6所示。自有品牌數量之說

明或驗證陳述於表 2。

二、修正後茶業產銷模式

藉由以上分析可得知，自產、自製、

自銷之政策並不是茶業產銷最佳政策。參

考黃欽榮(1991)、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

學系(2005)及張瑞成(2009)研究，建議我

國茶業產銷模式藉由訂定嚴謹的通路制度

及規範，通路中各業者各司其職以進行良

性發展，且不會產生互相爭利的情況。同

時，本研究建議增加成立茶葉產銷聯盟，

聯盟代表應由產、官、學界共同組成，聯

盟成員則以茶商及茶農為主。聯盟可藉由

訂定規範來約束其成員，以降低相互間的

競爭程度及共同建立茶葉交易市場來訂定

合理茶葉價格，此舉可造成茶商、茶農

及消費者三贏的局面。茶葉交易市場則

可在主要產茶區成立銷售中心，由農會、

合作社、產銷班、產銷聯盟來執行達成暢

通交易管道，使茶葉達到貨暢其流目的。

此外，產銷聯盟致力於分級、包裝及行銷

上，除可穩定茶葉市場交易模式，也可適

度減少對比賽茶或展售茶為主軸交易方式

的依賴。除此之外，政府也應利用法律來

保障聯盟，讓聯盟在發展上，能有足夠的

法律為依靠，例如，法律之修訂可參考印

度對大吉嶺茶的保護機制(Tarit, 2010)。最

後，將上述問題及對策，加以修正後，提

出修正後的茶業產銷模式，如圖  7所示。

圖  4和圖  7的主要差異，在於修改現階段

茶業產銷模式 (圖4)，提出更適當模式 (圖 

7)。

伍、結論

本研究經文獻回顧探討茶業產銷模式

(如圖 3所示)，接著，因應茶葉市場交易方

式的改變，進一步提出符合現況產銷模式

(如圖 4所示)，同時，以系統思考觀點解析

目前茶業產銷問題：未建立適當的產銷制

度，並提出解決對策(如圖 5、圖 6所示)。

本研究建議修正自產、自製、自銷之產

銷模式，訂定嚴謹的通路制度及規範，結

合產、官、學界力量增加成立茶葉產銷聯

盟，適當地進行茶葉分級、包裝、行銷，

達成穩定茶葉交易市場目的，促使茶業產

銷走向更良性發展(如圖 7所示)。

本研究主要系統思考觀點探討茶業產

銷模式，雖已獲得初步成果，仍有國外茶

葉進口、國內茶葉外銷、國外遊客到產地

購買等產銷行為值得獨立深入探討與研

究，此問題作為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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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自產、自製、自銷之說明或驗證表

因 果 關係 說明或驗證

自產、自製、自銷 自有品牌數量 正向 茶農與茶商可自製與銷售茶葉，造成自有品牌數量的增加 
(張瑞成， 2009；陳右人， 2012)。

自產、自製、自銷 製茶工廠數量 正向 製茶工廠在不需政府審核即可設置，造成製茶工廠數量的增

加 (張瑞成， 2009；陳右人， 2012)

表2 自有品牌數量之說明或驗證表

因 果 關係 說明或驗證

自有品牌數量 茶葉產品數量 正向 自有品牌數量越多，會讓市場流通之茶葉產品數量越多。

茶葉產品數量 茶葉品質 負向 茶葉產品數量越多，則會讓茶葉品質呈現不一的情況。

茶葉品質 消費者購買意願 正向 在品質不一的情況下，會使消費者購買意願下降。

消費者購買意願 消費者購買數量 正向 消費者購買意願下降，則消費者購買數量也減少。

消費者購買數量 茶農與茶商收入 正向 消費者購買數量減少，茶農與茶商的收入也隨之減少。

茶農與茶商收入 生產意願 正向 茶農與茶商收入減少，會降低生產意願。

生產意願 自有品牌數量 正向 生產意願越低，自有品牌數量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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