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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茶类地理标志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 

郑政煌, 郭雅玲*, 金  珊 
(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 福州  350002) 

摘  要: 福建省是我国产茶大省。茶叶作为一种农产品, 是地理标志保护的重要领域之一。我国茶类地理标志

保护有 3 种制度, 分别为国家质检总局系统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制度、国家工商总局系统的地理标志商标制

度, 以及农业部系统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制。福建省茶叶在 3 大系统中均有注册地理标志, 其中, 茶叶类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共有 10个, 茶叶类地理标志商标 42个, 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 15个, 3种茶类地理标志均处于全

国前列位置。在 3个制度并存的条件下, 福建省茶类地理标志保护存在重视注册地理标志但保护力度仍然不足

等问题。本文在概述福建省地理标志保护现状及分析主要问题的前提下, 通过借鉴茶类地理标志保护成熟的地

区以及本省实际, 对福建如何实施好茶叶地理标志保护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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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tection of Fujian tea and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ZHENG Zheng-Huang, GUO Ya-Ling*, JIN Sha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Fujian is the largest province in tea production in China. As an agricultural product, te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oducts which need to be protected by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here are three systems for the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state quality inspection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ducts syste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system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rademark system and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ystem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system. Fujian province teas have been register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all 
of the 3 systems, including 10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tea products, 42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trademarks of 
tea and 15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numbers of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are in 
the top place in China in any kind of systems. However, under the situation of coexistence of the 3 systems, 
although people paid more attention on the tea registr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han before,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s still not enough. This paper was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troduction of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tection in Fujian Province, through learn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rom other tea 
areas and analyzing the actual problems in Fujian Province, to put forward some good suggests about how to 
implement the tea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effectively. 
KEY WORDS: Fujian province;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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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对茶叶类地理标志保护

有 3 套模式[1], 分别由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以下
简称质检总局)系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系统以
及农业部系统, 采用“茶叶类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茶叶类地理标志商标”、“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
对我国茶类进行地理标志保护[2]。3大制度并存条件
下使得我国茶叶类地理标志整体数量较为丰富, 尤
其是福建作为产茶大省, 在茶叶类地理标志中居于
全国前列。本文在概述了茶叶类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以及福建省茶叶类地理标志保护现状, 分析福建茶
类地理标志保护模式存在的问题, 对福建省如何应
用现存制度最大限度保护本省的地理标志茶叶提出

可行性建议。 

1  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概述 

1.1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地理标志产品的前身是国家原产地域产品, 依
据《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3], 2000年 1月 31日绍
兴酒成为我国第 1个原产地域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的部门是国家质检总局, 其依据的法律文件
主要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4]。根据《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5], 拟保护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均应
根据产品的类别、范围、知名度、产品的生产销售等

方面因素, 分别制定相应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或管
理规范。 

1.2  地理标志商标 

在商标体系下依据的法律文件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实施条例》、《集

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6]。根据规定, 其
对地理标志茶叶的保护主要是通过注册集体商标或

证明商标的形式来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 

1.3  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业部于 2007年 12月 25日颁布《农产品地理
标志管理办法》, 并于 2008年 2月 1日起施行[7], 自
此, 国内有着 3套地理标志的保护, 农业部系统依据
的法律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及《农产品地理标志管

理办法》[8]。农产品地理标志施行以来, 相关的配套

制度规范日趋完善, 在申请程序和审核环节上逐渐
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表现为组织制定了 20
多个配套技术规范, 并且在申请人资质确认、产品品
质鉴定、专家评审规范、质量控制技术等多个环节进

行了明确规定[9]。农产品地理标志在申请程序上, 工
商系统要求一样严格, 要求经过实质性的评审和异
议审查, 此外《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应当建立质量控制
追溯体系[10]。 

2  福建省茶类地理标志保护现状 

2.1  质量监督检验总局的茶类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截至2014年1月31日, 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先后对国内 1614 种产品
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种类包括了果品、饮料、蔬

菜、茶类、酒类、药材、粮油、工艺品等 15个大类, 
保护产值超过 7000 亿元[11], 其中以果品、蔬菜、茶
类、粮油、中药材为主。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我
国茶类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总数 75 种, 占国内地理标
志产品总数的 4.6%, 其中以绿茶 47 种最多, 占全国
茶叶地理标志产品的 62.7%, 红茶、乌龙茶、白茶、
黑茶、黄茶个数分别为 2 个、6 个、2 个、2 个、1
个, 此外, 还包括了永定万应茶、杜仲茶、花茶、苦
丁茶、莓茶、俄色茶等 8种其他茶类。在上述茶类地
理标志产品中, 按地区主要分布在江南、西南、华南、
江北 4个茶区。福建作为产茶大省之一, 茶叶地理标
志产品总数排名全国第一, 紧随其后的有浙江、四
川、湖北等省份。 

2002 年“武夷岩茶”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标
志, 成为福建省茶类第 1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2]。

截至 2014年 1月份, 全省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
茶产品共有 10个(表 1), 包括 2012年 12月 18日核
准的“邵武碎铜茶”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涵盖除黄
茶外其余 5 大茶类, 茶类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包括了
全省所有产茶茶区。各企业重视对茶叶地理标志产

品专用标志的申请, 截至 2012 年底, 全省共有 450
多家企业可在其产品上加贴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包括铁观音、武夷岩茶等,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产
品的质量和信誉。 

2.2  茶叶地理标志商标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已注册和初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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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理标志商标共有 2190[13]个。在这些地理标志商

标中, 除国内 34 个省级行政区外, 还包括我国台湾
地区 3个和 47个其他国家注册的地理标志商标。在
全国 2191 个地理标志商标中, 茶叶类占到了 8.1%, 
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湖北、四川、安徽等 16 个

省级行政区, 共有 178个(表 2), 涵盖了红茶、绿茶、
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 其中以绿茶总数最多, 此
外还有砖茶与其他茶类。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福建省已注册地理标
志商标总数为 204个, 占全国已注册地理标志商标的 

表 1  截至 2014 年 1 月份福建省茶类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tection in Fujian province by the end of January 2014 

序号 地理标志产品 年份(年)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1 邵武铜碎茶 2012 邵武市现辖行政区域 

2 武夷红茶 2011 武夷山市及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辖行政区域 

3 福州茉莉花茶 2009 
福州市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福清市、长乐市、闽侯县、连江县、闽清县、

罗源县、永泰县等 10 个县区市现辖行政区域 

4 福鼎白茶 2009 福鼎市现辖行政区域 

5 福建乌龙茶 2007 

福建省境内 35 个县(市、区), 具体为: 安溪、永春、南安、德化、诏安、南靖、
平和、长泰、华安、云霄、漳浦、龙海、漳平、长汀、新罗、大田、尤溪、沙

县、永安、明溪、清流、宁化、仙游、闽侯、永泰、连江、武夷山、建瓯、建

阳、政和、寿宁、福安、周宁、蕉城等县(市、区)现辖行政区域 

6 坦洋工夫 2007 福安市现辖行政区域 

7 政和白茶 2007 政和县现辖行政区域 

8 永春佛手 2006 永春县现辖行政区域 

9 安溪铁观音 2004 安溪县现辖行政区域 

10 武夷岩茶 2002 武夷山市现辖行政区域 

表 2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全国茶类地理标志商标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trademarks of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by the end of December, 2013 

序号 省份 2011年累计（个） 2012年新增（个） 2013年新增（个） 合计 

1 福建 33 7 2 42 

2 浙江 23 2 6 31 

3 湖北 9 4 1 14 

4 四川 10 1 3 14 

5 安徽 11 1 0 12 

6 贵州 8 1 2 11 

7 湖南 7 2 1 10 

8 江西 8 0 0 8 

9 云南 4 0 2 6 

10 山东 5 1 0 6 

11 重庆 3 2 0 5 

12 江苏 4 1 0 5 

13 河南 2 2 0 4 

14 陕西 3 1 0 4 

15 广西 2 0 2 4 

16 广东 2 0 0 2 

合计  134 25 19 178 
 

注: 此表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地理标志专栏公告[14]数据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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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全国各个省级行政区内排名第 2。本省茶叶
地理标志商标总数达到 42个(表 3), 占到全国茶叶地
理标志商标的 23.6%, 占福建省已注册地理标志商标
的 20.6%, 在全国各个省市区茶类地理标志商标中排
名第 1。其他省份中茶叶地理标志商标件数较多的分
别是浙江、湖北、四川、安徽、贵州、湖南。 

2.3  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 

截至 2010 年, 全国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共有 

205 个, 在这些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中, 绿茶有

159个, 占到了 81.1%, 乌龙茶、红茶、白茶、黑茶、

黄茶分别有 11个、12个、4个、5个、2个, 此外还

包括 3 个花茶[16]。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按地区分

布跟茶叶地理标志商标大体一致, 主要分布在浙江、

福建、安徽、江苏、湖北、四川等省份的茶叶主产区, 

福建省共有 15个(表 4)茶叶类农产品地理标志, 在全

国排名第 3。 

表 3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福建省茶叶地理标志商标 
Table 3  Trademarks of te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by the end of December, 2013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者 注册号 

1 福州茉莉花茶 福州市园艺学会 4939090 

2 七境茶 罗源县茶叶协会 10226541 

3 安溪铁观音 安溪县茶业总公司 1388991 

4 安溪黄金桂 安溪县茶业总公司 1388992 

5 永春佛手 永春县茶叶同业公会 6655468 

6 永春闽南水仙 永春县茶叶同业公会 6655469 

7 武夷山大红袍 武夷山茶叶科学研究所 1687896 

8 政和工夫 政和县茶叶技术推广总站 6495869 

9 政和白茶 政和县茶叶技术推广总站 6228806 

10 松溪绿茶 松溪县茶叶管理总站 6534378 

11 正山小种 武夷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 7430842 

12 邵武碎铜茶 邵武市进士茶树良种推广专业合作社 7430842 

13 政和工夫 政和县茶叶技术推广总站 7667931 

14 政和白茶 政和县茶叶技术推广总站 7667932 

15 东峰矮脚乌龙 建瓯市东峰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9785311 

16 建阳白茶 建阳市茶业协会 10033173 

17 福鼎大白茶 福鼎市茶业协会 4350700 

18 福鼎白毫银针 福鼎市茶业协会 4350696 

19 福鼎白琳工夫 福鼎市茶业协会 4350701 

20 福鼎白茶 福鼎市茶业协会 6595730 

21 坦洋工夫 福安市茶业协会 5379787 

22 坦洋工夫 福安市茶业协会 6190797 

23 天山绿茶 宁德市蕉城区茶业协会 6888311 

24 官司云雾茶 周宁县茶叶协会 8644027 

25 寿宁高山乌龙茶 寿宁县茶业协会 988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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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者 注册号 

26 漳平水仙茶 漳平市茶叶协会 5011405 

27 武平绿茶 福建省武平县茶叶协会 6524922 

28 南靖丹桂 南靖茶商会 5819161 

29 南靖铁观音 南靖茶商会 5819162 

30 平和白芽奇兰 平和县白芽奇兰茶协会 9813932 

31 华安铁观音 华安县茶叶协会 7401817 

32 盘陀金萱茶 漳浦县盘陀镇茶叶协会 9642018 

33 尤溪绿茶 尤溪县茶叶协会 7741538 

34 石亭绿茶 南安市石亭绿茶研究会 8757651 

35 坦洋工夫 福安市茶业协会 11499122 

36 坦洋工夫 福安市茶业协会 11499123 

37 坦洋工夫 福安市茶业协会 11499124 

38 霞浦元宵茶 霞浦县茶业协会 10430782 

39 霞浦元宵茶 霞浦县茶业协会 10430783 

40 诏安八仙茶 诏安县茶叶协会 9466590 

41 松溪红茶 松溪县茶业协会 10034709 

42 诏安苦丁茶 诏安县秀篆镇苦丁茶协会 11599107 

注: 此表由福建省工商信息管理局红盾信息网[15] 数据源整理 

表 4  福建省茶叶农产品地理标志 
Table 4  Tea of agriculturally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序号 地区 茶叶名称 

1 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福清市、长乐市、闽侯县、连江县、闽清县、罗源县、永泰县 福州茉莉花茶 

2 漳平县 漳平水仙茶 

3 武夷山市 武夷岩茶 

4 武夷山市 大红袍 

5 武夷山市 正山小种红茶 

6 政和县 政和工夫 

7 政和县 政和白茶 

8 福安市 坦洋工夫 

9 蕉城区 天山绿茶 

10 福鼎市 福鼎白茶 

11 福鼎市 福鼎白毫银针 

12 福鼎市 福鼎白琳工夫 

13 安溪县 铁观音 

14 平和县 白芽奇兰 

15 永春县 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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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福建实施茶叶地理标志保护现状分析与

存在问题 

3.1  现状分析 

福建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数量在上述任一套体

系中, 均处于全国前列位置, 其中, 地理标志产品专
用标志有 10个, 占全国 13.3%,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
志有 42个, 占全国 23.6%, 农产品地理标志 15个, 占
全国 7.4%, 尤其以地理标志商标总数突出。 

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总结分析福建省茶叶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

可以看出, 对茶叶实施地理标志保护有一定的多重
性。从获得上述部门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茶

叶中, 获得包括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农产
品地理标志的茶品 6种, 分别包括: 福州茉莉花茶、
安溪铁观音、永春佛手、政和白茶、福鼎白茶、坦洋

工夫; 获得任意两种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茶品共有
11 种, 此外大多数获得地理标志的茶均为地理标志
商标。 

在3种保护制度并存条件下, 协会或企业对如何

保护福建茶叶地理标志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选择 , 

既有选择 3种保护制度同时保护的模式, 又有选择其

中任意两种的保护模式。对于专业人员而言, 能知晓

每一种标志的属性和作用, 但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

而言, 在选择时会有认知影响, 到底哪一种为好？这

样就需要更多的宣传和完善的机制, 以取得保护茶

叶的地理标志实效。 

4  对  策 

4.1  制度探究, 统一管理 

目前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大多局限于法律层面, 
必要时可跳出框架从经济学层面的收益和成本综合

分析, 协调好地理标志保护的各方利益以促进茶叶
产业的发展[17]。在法律层面, 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对茶
叶有 3方面的促进作用, 分别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维
护市场秩序、使农民增收, 但是也存在不足, 现有 3
套保护体系使得企业管理成本增加, 多套体系并存
使得地理标志制度的权威性下降, 造成消费者困惑
[18]。因此, 地理标志保护应跳出多元化保护模式, 采
取专门部门进行保护, 加强审批制度, 加强地方政府

和企业的复合性, 最终形成品牌效应[19]。其实在国外

早就有施行专门法保护地理标志的先例, 我国可以
借鉴国外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20], 并在此
基础上将地理标志保护的主管机关统一, 同时加强
对实施了地理标志保护的茶叶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制

定, 此外要注重对茶叶质量的检测和监督[21]。 

4.2  加强品牌建设 

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加
贴一个标签, 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品牌的知名度[22]。

我国茶行业很多只有产品而没有品牌, 应利用“龙头
企业-地理标志-茶农”的模式, 打造中国茶行业中能
够叫得响亮的品牌, 以获取市场优势 [23], 由此提高
该地域内茶叶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并缩小同
国外茶叶企业之间的差距, 具体来讲就是可以使茶
农增收, 促进产地经济发展[24]。因此, 茶叶企业应当
加强对地理标志的品牌建设, 加强对地理标志品牌
的价值维护和市场维护[25]。 

4.3  发挥政府作用 

地理标志制度的实施需要多方主体共同主导 , 
其中, 政府的作用更是尤为重要。茶叶地理标志涉及
多方利益, 包括茶农、茶企、政府以及消费者, 并且
存在利益冲突, 政府、茶叶协会应加强协调, 维护各
方利益[26]。在地理标志品牌推广中, 政府可以充分发
挥其作用, 使当地获得地理标志的茶叶品牌得到最
好的发展[27]。例如, 福建省可以成立专门的地理标志
管理部门, 统一协调本省的地理标志申请注册保护
工作[28]。 

4.4  强化地理标志地方立法 

在不违背现有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 福建省
可以加强地方立法, 可以借鉴浙江省的《杭州市西湖
龙井茶基地保护条例》[28], 对有获得地理标志的茶叶
基地范围、保护面积、工艺标准以及专卖店资质等进

行规定, 维护好地理标志品牌。将来, 《福州市茉莉
花茶保护规定》的出台将对福州茉莉花茶品牌推广及

维护大有帮助[29], 其他获得地理标志保护的茶类今
后应该也需要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以进一步完
善福建省茶类地理标志的保护。 

4.5  学习借鉴 

“安吉白茶”地理标志商标的保护模式是比较成
功的, 其采取了“母子商标”管理模式, 并且加大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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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商标的宣传力度、维权力度, 让消费者了解地理
标志商标的价值所在[30]。2013 年底, 安吉县工商局
携手农业等部门, 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移动网技术
实现安吉白茶二维码、数字化跟踪与溯源管理, 建立
起从茶壶延伸到茶园的质量追溯体系, 消费者只要
用手机扫描茶园证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安吉白茶官

网, 输入证件号查询, 就可了解茶叶销售商的茶园位
置及面积, 快速将县域内的白茶和县域外的白茶区
分开来。西湖龙井从 2001 年就实行全程防伪标识管
理, 分茶农用防伪标识和销售用防伪标识, 分别于农
户和企业一一对应, 消费者利用防伪标识在相关网
站上查询即可判别真伪, 可以说, 防伪标识就相当于
西湖龙井的身份证, 杭州市西湖龙井茶质量监控中
心对该防伪标识进行严格管理, 确保全程溯源[31]。 

因此, 在福建省茶类地理标志保护以地理标志
商标保护为主的现状下, 可以借鉴“安吉白茶”地理
标志商标的管理模式以及西湖龙井对防伪标志全程

溯源的管理制度 , 充分利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32], 
确保福建茶叶地理标志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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