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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茶叶贸易与代用茶开发现状及前景分析

茶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三大

饮品之一，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

60 多个，饮茶人口超过 20 亿。

2020 年 5 月 21 日， 是 联 合 国 确

定的首个“国际茶日”，体现了

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与重

视。代用茶属于现代茶产业体系

的茶产品中涉及茶与类似茶的制

品，是可食用植物器官按照传统

茶叶的方式被加工使用的新兴产

品。选用可食用植物的叶、花、

果（实）、根茎为原 料，加工制

作的、采用类似茶叶冲泡或浸泡

方式，供人们饮用的产品。目前

我国代用茶产品正在蓬勃兴起，

市场产品种类已经超过 100 种以

上，销量占到传统茶销量的 30%。

一、内蒙古是传统茶叶国

际贸易通道与文化交流的纽带

内蒙古是历史上草原丝绸之

路的重要贸易通道，是中国汉口

摘  要 ：文章简要回顾了内蒙古传统茶业贸易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介绍了当前内蒙古茶叶产业

现况以及茶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阐述了国内外新兴代用茶加工产业发展状况，最后提出了

发展内蒙古新兴代用茶产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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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俄罗斯圣彼得堡“万里茶道”

的枢纽性通道段。茶叶是草原丝

绸之路贸易品中最重要的商品之

一，在草原上素有“生命之茶”、

“三日无茶则病”的说法。起始

于康熙西征噶尔丹（1690 年）的

随军贸易，并在清朝时期由旅蒙

晋商主导的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

200 多年。到 1862 年《中俄陆路

通商条约》签订后，俄商在湖北

羊楼洞投资兴建自己的砖茶厂，

引入蒸汽机动力的制茶设备，生

产能力大增，又获得清政 府茶

叶半税特权，茶出口产销量曾一

度快速增长。茶文化也伴随着经

贸活动的繁荣，得以广泛交流与

传播，形成了一条“中 - 蒙 - 俄”

文化廊道，有力促进了我国中原

地区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经济

社会的发展，加深了亚欧两大洲

文明的交流。但清末以后，俄商

逐步垄断贸易，运输通道部分改

为水路运输，取代了晋商陆路为

主的贸易地位。随后，在沙俄支

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陆路贸

易通道逐步被阻断。加之国内持

续的战争动乱，万里茶道上的贸

易活动逐步衰微。

2013 年内蒙古发挥“草原丝

绸之路”起点城市作用，积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及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来自中、蒙、俄三

国“万里茶道”沿线 31 个城市的

代表，在二连浩特签署了《万里

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

倡议由中、蒙、俄三国共同申报

世 界文化 遗 产。2014 年 10 月在

武汉举办的“中俄万里茶道城市

市长高峰论坛”上，“万里茶道”

中俄两国沿线城市市长、代表共

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

文化遗产武汉共识》。2015 年 4

月“万里茶道”沿线八省区文物

局，按照国家文物局部署，申遗

工作开始具体落实，2019 年 3 月

国家文物局正式同意将“万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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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这不仅对提升内蒙古

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也可

借机大力发展内蒙古茶叶贸易业

务，推进内蒙古加快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与经济转型发展。

二、内蒙古现代茶叶贸

易与产业雏形

内蒙古年人均饮叶茶消费量

超过 1 kg，在全国各省区排名中

居于前位，主要源于当地奶茶餐

饮业中广泛使用青砖茶等边销茶

类产品。奶茶几乎是每 个蒙古

族家庭都离不开的饮品，据调查

蒙古族年人均茶消费量高达 8 kg

左右。长期以来，蒙古族奶茶的

正宗用料一直是湖北青砖，逐渐

湖南、浙江、四川、云南的一些

黑砖也进入了内蒙古市场。近年

来，随着内蒙古地区人民生活水

平的快速提高，市场需求开始多

元化，当地茶叶消费的种类，除

了传统边销茶外，其它茶系的产

品销量也迅猛增长，需求强劲

的种类有茉莉花茶、绿茶、铁观

音、 普洱 等。 从 2013 年开始，

在呼和浩特每年举办一届的国际

茶产业博览会，挖掘利用“万里

茶道”重要节点城市浓厚的茶文

化资源，带动了当地茶流通企业

的发展，同时也培育出了部分茶

深加工、代用茶加工、茶叶包装

与茶机械、茶具及 工艺品相关

企 业。到 2017 年底，内蒙 古专

业化从事茶叶类贸易的在册企业

达 2700 多家。从产业经济角度

而言，茶文化与旅游、教育、会

议、金融、民宿、餐饮等众多经

济产业关联度日益加深。

三、 内蒙古发展代用茶产

业的优势与前景

内蒙古地区没有茶树资源，

也不是茶叶原产加工地，历史上

没有形成自有独立的传统茶叶加

工业体系。但是，不同于传统茶

叶产业，在代用茶产业方面，内

蒙古突出优势表现为地理区域宽

广，生态气候类型多样化，各地

特色生物资源蕴藏丰富，且具有

绿色无污染的生态优势。可以依

托自然与文化资源优势，建立起

自己的“种 - 加 - 贸”一体茶产

业体系，形成新型产业，其良好

的发展前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机遇

内蒙古正在建设“草原新丝

路文化带”，传统茶叶贸易已经建

立起来的国际贸易市场与渠道优

势，可以直接嫁接到新兴代用茶

产业，助推新产业快速发展。国

内的茶叶需求市场，也正在变化，

一是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代用茶

注 ：表中部分植物，目前尚未被食药行政部门批准为食品用途，仅研究角度可开发为茶的植物。

表  内蒙古地区适合开发为代用茶的特色植物资源种类

代用茶资源植物名称资源区划

东北大兴安岭区
人参根、人参叶、五加皮叶、蒙古黄芪、防风、桔梗、赤芍、黄精、玉

竹、柴胡、黄芩、龙胆、知母、人参、党参、苦参、五味子、金莲花等

通辽 - 赤峰南部区

酸枣、北五味子、桔梗、沙参、甘草、远志、蒙古黄芪、麻黄、柴胡、

独活、防风、白鲜、黄芩、知母、龙胆、苦参、旋复花、茜草、大黄、

藿香、茵陈蒿、芍药、枸杞、蒺藜、蓝盆花、香青兰等

内蒙古高原区
蒙古黄芪、防风、桔梗、赤芍、黄芩、黄精、玉竹、柴胡、龙胆、知母、

人参、党参、苦参、金莲花、天麻、香青兰、刺玫等

阴山南及坝上地区

沙棘、小茴香、芫荽、麻黄、枸杞、甘草、蒙古黄芪、防风、内蒙黄芪、

黄芩、柴胡、远志、角蒿、华北蓝盆花、党参、艾蒿、牛蒡、知母、黄

精、玉竹、连翘、金银花、薄荷、并头黄芩、香青兰等

鄂尔多斯及蒙西区

对应行政区

呼伦贝尔东部、兴安盟东北

通辽南部、赤峰南部

呼盟与兴安盟西部、通辽与赤峰北部、

锡盟大部、呼包北部、巴盟北部

锡盟南部、乌兰察布南部、呼市

南部、鄂尔多斯东部

鄂尔多斯西部、巴彦淖尔南部、

阿拉善盟大部

甘草、枸杞、黑枸杞、肉苁蓉、锁阳、紫草、白刺果、沙枣、文冠木、

蒙古黄芪、连翘、金银花、薄荷、香青兰、罗布麻等

2021 02REGION 区域



58

需求正在扩大 ；二是向保健方向

发展，具有保健功能的代用茶，

近年来销量迅速增加；三是生态

绿色的原始产品，受到消费者青

睐。这些需求变化趋势，是内蒙古

代用茶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

（二） 丰富的资源蕴藏与绿

色环境条件

内蒙古地区拥有药用植物

2000 种以上，具有地方特色及

资源优势的药用植物达到 80 多

种（见表），已经进入药食同源

目录的药用植物 70 多种（国家

食 药 局 2018 年 批 准 列 入 的 共

111 种）。 出于 安 全 考虑， 药 食

两用物质明确限定在“按照传统

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单

范围内。目前已经开发出代用茶

产品 10 多种，包括苦荞茶、黄芩

茶、金莲花茶、桔梗茶、蒲公英

茶、香青兰茶、连翘茶、刺玫花

茶、芍药花茶等。此外，内蒙古

牧区民间土法加工使用的特色茶

产品也达到 10 多种 ：黄芩茶、山

荆子茶、蒙古莸茶、香青兰茶、

地榆茶、达乌里胡枝子茶、罗布麻

茶、金莲花茶、角茴香茶、杜李

茶、文冠茶、沙蓬茶、山梨茶、

本香花茶、山腾茶、艾菊茶、万年

蒿茶等。

（三）成熟的现代化食药加

工业体系支撑条件

代用茶的加工设备，与中药

材或部分固体饮料食品的加工设

备互相通用，生产技术工艺与质

量检验方法也相近。内蒙古在中

蒙药材加工领域已建成了较为完

善的工业体系，现有中蒙药材加

工企业 200 多家，部分企业加工

能力过剩，这为代用茶产业的快

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若将本

地茶产业加工体系单列进行重点

管理，纳入战略新型产业范畴，

给予产业政策扶持，可更有力的

配合草原新丝路经济文化带建设

的国家发展战略。

（四）完善的中蒙药材技术

研发条件

代用茶新产品开发与中蒙药

材及食品的开发研究具有共同的

研究体系。目前内蒙古具备了较

好的中蒙药材研究基础能力，包

括药用植物资源普查、药用植物

引种驯化、规范化栽培技术、药

用化学成分研究、药理学研究、

食品工艺研究等领域，均有完善

的产学研体系支撑。据国家中药

材产业技术体系呼和浩特综合试

验站统计，截至 2018 年底，香青

兰、黄芩、并头黄芩等 20 个新

型代用茶植物的前期研究任务，

已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与内蒙古天

际绿洲特色生物资源研发中心联

合研发完成，并获得内蒙古自治

区科技进步三等奖，为代用茶的

研发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内蒙古代用茶产

业的发展，需在自治区中长期规

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内蒙古已具

备的优势条件，遵循生态优先与

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发挥地理

标志与特色产业的优势，打造出

知名品牌，把控好质量安全，有

望在短期内赶超内地省份的发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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