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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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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一环，近年来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特色小镇建设项目不断增加，在带来

地区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文章以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的旅游发展历程为例，指出其从观光旅游向文化休闲旅游转

变的特征与问题。对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在发展过程中对人文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共保障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为实现人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应立足本土、服务本地，一方面应充分尊

重本地文脉和本土居民，选择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发展规划中应充分考虑本地市民生活需求，以争取旅游发展

与区域自身建设之间的互补，实现旅游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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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年特色小镇概念被提出以来，特色小镇已经成

为我国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在全国全面推广普及开

来。在 2016和 2017年住建部公布的全国特色小镇名单中，

以文旅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特色小镇超过 200个，占总数的

60%以上。

茶文化特色小镇是以茶文化为主体，茶叶产品为基础，

把茶文化旅游资源和其他旅游资源有机融合，为旅游者创造

具备观光、科普、度假等功能，实现休闲、娱乐等目的的文

化旅游型特色小镇，兼具了产业性、旅游性和文化性的优势

和特点。

自 2015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特色小镇进

行相关研究，李冬梅（2018）对成都周边的三个特色小镇进

新研究[1]，从主导产业、功能协调等角度对特色小镇进行剖

析，认为基于区域资源整合的需要、对特色产业进行深层次

发掘，是旅游特色小镇发展的基础。魏雅姝[2]（2019）认为

特色小镇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并提出特

色小镇旅游深度发展中要做到“和而不同”，要做好传统文

化和现代元素、人与人、人与地的融合，才能突出特色小镇

的“特”，从而推动特色小镇发展。庞娇[3]（2021）基于文

旅融合的背景，对四川省范围内利用茶文化打造的特色小镇

发展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探索性地提出文旅融合的发展路

径。本文基于全国特色小镇的建设热潮的时代背景，对浙江

省顾渚茶文化小镇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

农旅结合的茶文化旅游小镇发展之路，以期为类似的特色小

镇建设提供参考。

1 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现状

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位于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因茶圣

陆羽在此创作了世界上首部《茶经》和盛产紫笋茶而闻名于

世，有“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之称。目前顾渚茶文化特色

小镇范围含 8个行政村，约 1.9万人，主要分布在金沙涧区

域。《长兴县域总体规划》中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发展目标

为：打造以长三角地区为依托，集度假、会展、科研、教育

为一体的面向世界的文旅度假胜地。

与其他以茶为主题的小镇相比，顾渚有着难以比拟的

“五大要素”：

（1）历史首座皇家茶厂：始建于唐大历五年（770年），

是我国历史上首座专业茶叶加工工厂。

（2）千年茶树种植园：有着自唐朝始建的古茶园，占

地 500余亩、超 2万株古茶树，茶园规模和茶树品质远超其

它名茶。

（3）《茶经》源地：茶圣陆羽周游全国后，在顾渚山

最终写成《茶经》，是历史上最全面讲述茶文化的著作。

（4）茶圣陆羽：陆羽潜心编写茶经的隐居之地在顾渚，

留下许多传说和故事。

（5）品茗三绝：茶经中提出品茶要“茶、水、器”兼

具，而顾渚“紫笋茶、金沙泉、紫砂壶”是其中翘楚。

2 茶文化旅游遇到的问题和机遇

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区位条件优越、自然和文化资源丰

富独特，这些先天的优势和后天的努力使得特色小镇近些年

的遗产保护、文化发展、旅游开发都在积极推进。在遗产保

护方面，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修缮了一批历史建筑、整修传

统街巷铺地，对村落的污水管网改造和部分村路进行改造。

在自然环境改善方面，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着力进行水环境

整治和绿化建设，对区域内的河流进行了水质整治。在文化

创新方面，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举办了大大小小的茶文化艺

术节，新建了大大小小的茶文化馆，尽力地争取高雅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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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融合。

回顾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的保护与发展历程能够发现，

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特色小镇往往在初期以历史、人文景

观资源吸引游客，主要发展观光旅游。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环境提升。当基础设施完善后往往会

遇到发展瓶颈，需要重新定位，从发展观光旅游转向文化休

闲、旅游房产等进行转型[4]。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因其具有

区位等优势，走在了这条路的前列，但在深入考察顾渚茶文

化特色小镇后会发现，这一转变依然存在一定的潜在威胁。

2.1本土文化遭遇生存危机

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的茶文化目前还缺乏深度的挖掘，

所提供的文化旅游产品品质不高，部分旅游产品与其他小镇

过于雷同，建筑风貌缺乏特色，不能向各阶层游客提供多元

化的旅居休闲产品，如农家乐就只有吃饭的功能，缺少文化

背景的植入，也缺少游客与本地居民的深入交流。

在现代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民

俗文化的传承愈发值得重视。作为传承文脉的重要空间载

体，特色小镇理应在培育、滋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

作用。但目前观光旅游发展模式过于粗放、过度商业化，已

无法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精神层面的体验[5]。茶文化起于唐朝

传承至今，而现在的人们只会单纯的饮茶，对于茶的选育、

采摘、炒制、品茶礼仪等并不了解，若再不引起重视，在不

远的将来这些传统文化或许会逐渐消亡。

2.2社会公平受到严重威胁

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众多经营者和

开发商，这些商家为小镇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相对

高端的餐厅、品牌商店、文化展馆进入，面向当地居民的商

铺数量继续减少，同时他们还得面对日常生活物价的上涨，

甚至整个片区的房价也处于飙升阶段，不少失地农民和拆迁

居民却买不起新房，从而引发一定的社会群体事件。一个区

域的发展如果不能为本地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活，那这样的发

展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贫富不均、资源不均的问题都

将使特色小镇的社会公平遭受严重威胁[6]。

2.3发展的可持续值问题

为了适应新功能的进入，不少村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历

史空间再利用和新建设项目。扩张空间确实能够分流并吸引

游客，但是却侵占了本地居民的公共空间，村庄中供居民进

行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不断遭到蚕食，使人们的日常休闲活

动大幅减少。

在旅游房产发展方面，特色小镇基于其优美的环境和良

好的自然资源，一般定位较为高端。许多旅游房产定位为低

层低密度的景观住宅，将 95%的未来居民定位为来自外地的

有经济实力、追求生活品质的人群，而且未来交通依靠自驾

车而非公共交通，对环境会造成较大的负担。

3 茶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3.1茶文化旅游资源深度开发

根据特色小镇的传统茶文化发展特点，对茶文化资源进

行深度发掘：首先，强围绕紫笋贡茶“皇家茶厂”为主体元

素进行宣传，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茶 IP产品。其次，通过结

合传统民俗、节日活动和茶事活动进行茶文化旅游,让旅游活

动具备独特性和吸引力，尽量形成特色的中国茶叶民俗文化

游览活动，以防止商品化、庸俗化。最后，进行消费市场定

位，调整景点的服务结构，发掘新景点，整理现有景点，整

合形成新特色旅游线路并根据情况进行调整更新。

3.2旅游产品整合营销

对茶文化产品进行整合包装利于扩大受众市场，提升传

播效果。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旅游价值较高的自然资源相对

分散，应当在保障当前旅游特色资源的前提下，对具备开发

价值的旅游产品进行整合包装，为游客设计优化旅游路线，

同时把各类人文旅游资源与茶文化相融合，形成区域整体茶

文化旅游氛围，打造专属于顾渚的茶文化旅游 IP。

3.3提升服务及管理水平

服务品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游客对旅游质量的感受。目

前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服务水平较低，服务质量和管理质量

都亟待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由政府牵头，对从

业人员做好业务技术培训工作，加强服务质量监督、严格规

范职业言行，对相关从业人员培养良好的服务态度和丰富的

文化知识与素养。对本地区从业人员而言，除了具备服务意

识、文化旅游相关专业知识之外，还应该重点掌握茶文化有

关的专业知识，以便于更好地宣传中国茶文化；其次应该对

管理机制体制进行创新，加强政企联合，不断创新经营运作

体制，积极招商引资、吸纳社会人力资源，为茶文化旅游的

发展与壮大提供资本、人员、科技、思想政治等方面的保障。

4 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

特色小镇在发展过程中除注重经济效益外，也应当重视

生态效益。在做好景区景点建设工作的同时，应加大综合环

境整治力度，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防止过度开发对生态环

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化。例如，顾渚茶文化特色小镇重要景点

之一的金沙泉出现枯竭的情况，政府应当尽快对泉水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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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等问题进行整改，加强保护茶山、古茶园，对需要保

护的区域制定保护政策，在提高茶叶种植品质的同时加强对

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制定公益林种植规划，防止植被遭

人为毁坏。

5 健全旅游保障体系

针对旅游景点分散的现状，首先应当加大对公共交通的

发展力度，以增设公交站点和打造更为完善的绿道体系的形

式改善区域旅游交通系统；其次应当对导视系统进行规划，

在景点间建立明确详尽的交通导视系统，为自驾、自助的游

客提供便利；第三，通过结合小镇重要旅游节点规划游客集

散中心，提供宣传、住宿、购物和停车等服务，即能提高游

客消费，同时也能起到宣传小镇旅游特色的效果。对游客较

为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应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严保食

品安全，同时通过规范餐厅服务标准，提升服务水平，建设

茶餐厅、特色茶馆、文化茶室等将茶文化融入旅游全过程，

形成独特的茶文化旅游氛围。除此之外，顾渚茶文化特色小

镇暂无医疗点，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政府应加快医疗服务

配套设施建设，设置与周边主要城市的医疗急救绿色通道

等，有效保障游客健康安全，提升游客的游览品质。

4 结语

面对现阶段茶文化旅游特色小镇发展的变化，我们需要

充分认识茶文化是旅游吸引力的来源，如何通过有效的策略

挖掘茶文化、发展茶文化，是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

旅游发展过程中，要充分挖掘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涵，避免盲

目引进与地区旅游分为不相符的品牌和短期的商业炒作，打

造与本地文化和居民生活特色相适应的、正真属于自己的旅

游 IP。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本地居民的生活环

境和生活品质为前提，旅游景点的建设和生活场景的营造是

可以有机结合的，只有兼顾了本地居民的长远发展，本土文

化才能得以传承，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特色小镇才可

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茶文化是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通过对顾渚

茶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的案例研究、分析，可以为同样拥有茶

叶种植、茶文化旅游的地区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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