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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茶叶
对外贸易兴盛的社会影响

陶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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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210007)

摘要:鸦片战争后,受国外市场需求强力刺激及茶价高昂影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至

1888 年,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迎来了全盛时期。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产生了广泛深刻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

三大方面:一是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19 世纪 60 年代前,中国茶叶出口地主要集中在南

方的广州、上海、福州,北方茶叶输出地点为恰克图。 这些地区的茶叶输出有了很大增长。 19 世纪 60 年

代至 80 年代中期,中国茶业虽受到外国茶冲击,但中国茶叶外销总量继续保持增长。 随着茶叶出口数

量迅速增加,茶叶出口价值维持在高位运行,茶叶出口比重平均占据外贸半壁江山。 二是茶叶对外贸易

兴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推动了植茶业的迅速发展。 外销茶区呈现一派繁荣,新

茶区不断涌现,老茶区扩大生产,植茶面积迅速扩大,各类茶均有较大发展,尤以红茶最为典型。 茶叶对

外贸易的兴盛活跃了资本金融业。 茶叶大量出口对茶税征收带来促进作用,同时又活跃了茶区金融,推
动了资本流动。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促进了相关行业发展。 茶叶从采、制、销均涉及不少行业,它们都得

益于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 三是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促使茶区面貌发生变化。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影响了

农村种植结构。 适宜植茶的地区废林开荒,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让位于茶叶种植。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增

加了就业机会。 依茶为生,靠茶生活,因茶获益的人员增多。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

深刻影响。 人们对种植粮食、环境保护、经商态度发生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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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 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总结道:“同

光年间我国茶叶出口的这一起落,在我国茶业和茶叶生产上,就出现了一个先是一哄而上,盲目发

展,接着又一风而散的曲折,使我国茶业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1]117 对于这一现象,学者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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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多的研究,产生了一些相关成果。 然而这些成果都没有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的社会

影响作为主题进行研究,至今尚无一篇相关专题论文发表。 笔者很早就关注茶叶贸易影响的相关

问题,并进行了长期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①,但有关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的社会影响这一专

题也没有发表过相关专题论文。 为弥补此一缺撼,兹从三大方面对此作出初步研究。

一、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忽视

茶叶贸易兴盛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推动了茶叶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鸦片战争后,受国外市场

需求强力刺激及茶价高昂影响,茶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至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茶叶对外贸易迎

来了全盛时期。 “夫茶叶一宗,上供税课,下系民生,为东南数省民命攸关” [2]444。 茶叶在对外贸易

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一)茶叶出口数量迅速增加

鸦片战争后,茶叶对外贸易保持持续增长,19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 先看南方茶叶出口

情况(表 1)。 1842 年,《南京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茶叶贸易迎来了真正的

兴盛期。 1843 年,广州茶叶出口 17
 

727
 

750 磅,折合为 132
 

991. 4 担(133. 3 磅合 1 担)。 翌年,上海加

入茶叶出口行列,出口量增加到 70
 

476
 

500 磅,合 528
 

705. 9 担,1853 年,福州又加入茶叶出口城市中,
出口数量增为 105

 

081
 

000 磅,合 788
 

304. 6 担。 嗣后,除 1857 年外,茶叶出口数量持续增加。
表 1　 1843—1860 年南方中国茶叶出口数量

年份 磅数 担数 增长指数

1843 17
 

727
 

750 132
 

991. 4 100. 00
1844 70

 

476
 

500 528
 

705. 9 397. 55
1845 80

 

194
 

000 601
 

605. 4 452. 36
1846 84

 

016
 

000 630
 

277. 6 473. 92
1847 76

 

686
 

500 575
 

292. 6 432. 58
1848 75

 

954
 

000 569
 

797. 4 428. 45
1849 53

 

100
 

600 398
 

354. 0 299. 53
1850 62

 

463
 

000 468
 

589. 6 352. 35
1851 78

 

926
 

500 592
 

096. 8 445. 21
1852 93

 

292
 

250 699
 

866. 8 526. 25
1853 105

 

081
 

000 788
 

304. 6 592. 75
1854 119

 

034
 

000 892
 

978. 2 671. 46
1855 112

 

660
 

700 845
 

166. 5 635. 50
1856 130

 

677
 

000 980
 

322. 6 737. 13
1857 92

 

435
 

100 693
 

436. 6 521. 41
1858 103

 

664
 

400 777
 

677. 4 584. 76
1859 110

 

915
 

200 832
 

072. 0 625. 66
1860 121

 

388
 

100 910
 

638. 4 684. 73

　 　 注:单位:磅。 折成单位:担。 以 133. 3 磅合 1 担。 下表同。

资料来源: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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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数十年前已意识到茶叶贸易影响的重要性。 在专著《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 1999 年版
 

)第四章“古代中国茶叶

对外贸易的特点和社会影响”中专列一节“中国茶叶贸易开展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论述。 嗣后在论文《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
(《史学月刊》2002 年第 5 期)、《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加深了对这一

专题的认识。 但所有这些成果均未专门研究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兴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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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868—1888 年中国茶叶出口数量表(单位:担)

年份 数量 增长指数
1868 1

 

526
 

872 100. 00
1869 1

 

545
 

299 101. 21
1870 1

 

389
 

910 91. 03
1871 1

 

881
 

827 123. 25
1872 1

 

923
 

627 125. 98
1873 1

 

810
 

074 118. 55
1874 1

 

795
 

625 117. 60
1875 1

 

965
 

406 128. 72
1876 1

 

946
 

250 127. 47
1877 2

 

037
 

608 133. 45
1878 1

 

954
 

104 127. 98
1879 2

 

079
 

708 136. 21
1880 2

 

204
 

754 144. 40
1881 2

 

246
 

767 147. 15
1882 2

 

059
 

333 134. 87
1883 2

 

021
 

936 132. 42
1884 2

 

071
 

612 135. 68
1885 2

 

293
 

114 150. 18
1886 2

 

386
 

975 156. 33
1887 2

 

327
 

892 152. 46
1888 2

 

413
 

456 158. 07

　 　 资料来源: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39 页、第 1204-1205 页。

注:1868 年起包括了经樊城输往沙俄的茶叶数量在内。

　 　 由表 1 可知,1843—1860 年,南方中国

茶叶出口数量基本呈现持续增长。 出口数

量最多的年份是 1856 年,为 980
 

322. 6 担,

比鸦片战争前出口数量较多的 1836—1837

年度 442
 

609 担多出 537
 

713. 6 担,是该年

出口数量的 2. 2 倍, 由此可见增加数量

之多。

19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中国

茶叶虽受到印度、锡兰、日本等茶的冲击,

红茶在英国市场、绿茶在美国市场开始滞

销,但中国茶叶外销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势

头。 1888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的 2
 

413
 

456

担(表 2)。

再看北方茶叶出口地点恰克图茶叶贸

易情况。 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载,19 世纪前期,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有了

显著增长(表 3)。
表 3　 中国出口俄国茶叶数量增长情况(单位:磅。 以 133. 3 磅合 1 担)

年份 茶叶 / 磅 砖茶 / 磅 共计 / 磅 增长指数 折成担

1800 3
 

111
 

000 — 3
 

111
 

000 100. 00 23
 

338. 33

1830 5
 

563
 

444 — 5
 

563
 

444 178. 83 41
 

736. 26

1832 6
 

461
 

000 — 6
 

461
 

000 207. 68 48
 

469. 62

1838 8
 

968
 

900 — 8
 

968
 

900 288. 30 67
 

283. 57

1843 7
 

400
 

000 — 7
 

400
 

000 237. 87 55
 

513. 88

1849 6
 

128
 

944 4
 

607
 

768 10
 

736
 

712 346. 12 80
 

545. 48

1850 8
 

014
 

864 3
 

349
 

990 11
 

364
 

854 365. 31 85
 

257. 72

1851 9
 

082
 

655 3
 

631
 

132 12
 

713
 

787 408. 67 95
 

377. 25

1852 9
 

208
 

764 4
 

638
 

060 13
 

846
 

824 445. 09 103
 

877. 15

　 　 资料来源:(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系史》第 1 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535 页。

另外,根据 1801—1870 年茶叶输俄 10 年平均数量(表 4),也可见增长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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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801—1870 年茶叶输俄 10 年平均数量

年份 普特数 担数 增长指数

1801—1810 73
 

000 18
 

580 100. 00
1811—1820 96

 

100 24
 

986 131. 64
1821—1830 143

 

000 37
 

180 200. 11
1831—1840 190

 

000 49
 

400 265. 88
1841—1850 306

 

000 79
 

560 428. 20
1851—1860 363

 

000 94
 

380 507. 97
1861—1870 762

 

000 198
 

120 1
 

066. 31

　 　 资料来源:中国茶叶学会. 《吴觉农选集》。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1987 年版,第 96 页。

上述可知,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数量有了很大增长。 1888 年达到历史巅峰的 2
 

413
 

456 担。
这一数字是 1843 年广州、恰克图茶叶贸易量 188

 

505. 28 担的 12. 8 倍。 19 世纪 60 年代,中国茶叶

年出口量在 100 万担以上[3]281,这已经是 1840 年前出口最多年份的 2 倍以上。 1877—1888 年,除
1878 年略低于 200 万担,其他各年均在 200 万担以上。

(二)茶叶出口价值高位运行

茶叶出口价值的多少取决于三个因素:茶叶出口数量、茶叶出口价格、当时汇率高低。 一般来

说这三者都高,茶叶出口价值就高。 在茶叶出口价格、汇率稳定的情况下,茶叶对外贸易兴盛就意

味着茶叶出口价值高昂。 以 1840 年为界,茶叶出口价值差距很大。 1840 年前,茶叶出口价值一般

年为千万银元[4]254-255。 鸦片战争后迎来了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茶叶出口数量不断攀升,茶叶出口

价值达到新高(表 5) [5]1218-1219。
表 5　 1868—1888 年茶叶出口价值情况(单位:海关两)

年份 红茶 绿茶 茶末 茶砖 总计

1868 29
 

210
 

226 7
 

304
 

979 125
 

403 531
 

407 37
 

172
 

815
1869 27

 

974
 

008 8
 

107
 

054 74
 

404 915
 

320 37
 

070
 

786
1870 22

 

213
 

190 18
 

020
 

536 27
 

995 503
 

867 30
 

765
 

588
1871 30

 

484
 

280 9
 

082
 

417 4
 

583 754
 

495 40
 

325
 

775
1872 33

 

545
 

411 10
 

275
 

616 4
 

204 969
 

935 44
 

795
 

166
1873 32

 

501
 

528 5
 

749
 

422 1
 

250 1
 

046
 

939 39
 

299
 

139
1874 31

 

193
 

858 4
 

724
 

464 16
 

508 891
 

181 36
 

826
 

011
1875 29

 

739
 

793 4
 

965
 

480 15
 

791 1
 

976
 

448 36
 

697
 

512
1876 30

 

159
 

983 4
 

641
 

691 26
 

769 1
 

819
 

483 36
 

647
 

926
1877 27

 

147
 

234 4
 

338
 

175 87
 

950 1
 

759
 

028 33
 

332
 

387
1878 27

 

132
 

417 3
 

422
 

227 104
 

273 1
 

354
 

267 32
 

013
 

184
1879 27

 

520
 

754 4
 

308
 

777 49
 

592 1
 

392
 

616 33
 

271
 

739
1880 29

 

298
 

788 4
 

196
 

441 100
 

636 2
 

132
 

304 3
 

003
 

269
1881 26

 

200
 

569 5
 

106
 

554 114
 

961 1
 

468
 

184 32
 

890
 

268
1882 25

 

878
 

238 4
 

090
 

900 59
 

105 1
 

303
 

964 31
 

332
 

207
1883 26

 

730
 

340 3
 

902
 

473 40
 

197 1
 

501
 

005 32
 

174
 

015
1884 23

 

146
 

126 4
 

404
 

970 21
 

471 1
 

482
 

575 29
 

055
 

142
1885 26

 

528
 

187 4
 

166
 

980 61
 

998 1
 

511
 

875 32
 

269
 

040
1886 27

 

694
 

306 3
 

551
 

757 40
 

665 2
 

218
 

092 33
 

504
 

820
1887 24

 

653
 

706 3
 

045
 

869 29
 

380 3
 

212
 

145 30
 

041
 

100
1888 23

 

739
 

972 4
 

087
 

222 12
 

640 2
 

453
 

417 30
 

293
 

251

　 　 资料来源: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2 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218-12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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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869—1888 年茶叶出口货值

占土货出口货值比重情况

年份 比重 / %
1869 61. 64
1870 54. 77
1871 60. 32
1872 59. 50
1873 56. 59
1874 61. 74
1875 53. 25
1876 45. 53
1877 49. 42
1878 47. 65
1879 46. 03
1880 45. 87
1881 46. 03
1882 46. 03
1883 45. 83
1884 43. 27
1885 49. 64
1886 43. 37
1887 34. 98
1888 32. 78

　 　 资料来源:吴觉农,胡浩川. 《中

国茶业复兴计划》。 上海:商务印书

馆 1935 年版,第 69-72 页。

　 　 由表 5 可知,
 

1868—1888 年,茶叶出口价值达到近代

巅峰,年平均超过 3
 

000 万海关两,仅有 1884 年低于

3
 

000 万海关两,为 29
 

055
 

142 海关两,1871 年、1872 年均

超过 4
 

000 万海关两。
(三)茶叶出口比重平均占据半壁江山

从 18 世纪 20 年代起,茶叶成为西方来华贸易核心商

品,长期占据出口货值首位,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 1900
年。 1840 年前,茶叶出口价值占土货出口货值比重大体

在 60%左右[4]255。 1840 年后,茶叶出口货值比重缓慢下

降,这主要是土货出口货值扩大所致(表 6)。
从表 6 可知,1875 年前,茶叶出口货值比重在 50%以

上,嗣后到 1886 年,比重降为 40%以上,1887 年、1888 年

降为 30%以上。 虽然这样,茶叶出口货值占土值比重仍

然很高,最低时为三分之一左右,最高时超过 60%,表明

茶叶地位十分重要。

二、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主要表现为

推动了植茶业快速发展,活跃了资本金融业,促进了相关

行业发展。
(一)推动了植茶业快速发展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直接刺激了服务于

外销的植茶业的发展。 “我国产地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 ②。
以台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为代表的外销茶区呈现一派繁荣,新茶区不断涌

现,老茶区扩大生产,植茶面积在原有基础上迅速扩大。 各类茶均有较大发展,尤以红茶最为典型。
一方面是需求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是植茶业的兴盛,双方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1872 年的史料说:
“去年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 [6]1474

 

“因为茶叶消

费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着,以至要迅速发展茶叶的种植以适应面临的需要,这就够中国努力的

了” [6]1462。 当时,植茶业兴盛的史料比比皆是。
安徽“皖南茶悉销外洋” ③。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三载,整个徽州地区,“而自五口既开,则六

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户户当垆,赢者既操三倍之价,绌者亦集众腋之裘” [7]375。 植茶业极为发达,

“居民恒借养茶为生” [8]198。
五口通商,福建掀起一股植茶浪潮。 清代丁绍仪《东瀛识略》载:“茶固闽产,然祇建阳、崇安数

邑。 自咸丰初,请由闽洋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诸郡种植殆遍。” [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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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赵尔巽. 《清史稿》第 124 卷《食货五·茶法》,《二十五史》第 1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481 页。
(清)曾国荃. 《请免加茶课疏附片》,《曾忠襄公奏议》卷 25,第 47-48 页,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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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植茶兴盛始于 1861 年后。 “兹者该境人心幕业茶之利,而又审厥风土甚宜于茶,乃改植茶

树,凡高陇平壤多艺此焉。 今该境生理渐广于前,实由此巨宗之所致也” [2]449。
广东受到需求刺激,茶叶生产不断扩大。 “1870 年后茶叶的生产量异常地增加了,但是把巨大

的外国作为尺度,还可以盼望继续增加” [6]1463。 鹤山县植茶业发达,在广东具有显名。 陈兴琰调查:
“清道光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期,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 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

为业。” ④

浙江茶叶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浙东四明山横跨余姚、鄞县、上虞、奉化、嵊县、新昌诸县,本
产著名日铸茶。 19 世纪中叶,外销畅开,茶叶供不应求,“采购人员,接踵上山,刺激了山上农民种茶

的劲头。 于是大片荒山与部分林区,披荆斩棘,除石松土,开拓平整,尽皆栽种了茶树。 就此以后,
茶叶便成了四明山区的主要生产” [10]34-36。

江西植茶发展很快,几个茶区出产的茶闻名遐迩。 赣东茶产无论在制法还是规模上都有很大

提高。 1852 年,“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树并制造着大量茶叶,
以供外销。 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栽种起来

的” [6]1473。 这里所制的红茶与铅山县等赣东北各县所产红茶并称为河红,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声

誉。 这种茶运至伦敦后,深受欢迎,甚至被认为“比武夷山的红茶细些,品质也好得多” [4]518。
湖北茶产大发展也是近代的事。 1871 年的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指出:“湖广两省茶的种植近来有

了扩张,几乎较十年前增加了 50%,只要生产者能够得到他们现在所得到的价格,茶的种植也许会

继续扩张。” [6]1472

湖南在粤商推动下,植茶业迅速崛起。 总计全省茶产额,极盛时据说有百万担[11]707,从事茶叶

制造茶厂有千余家⑤。 茶产区域以安化、桃园、长寿街、平江、蓝田、高桥、永丰、聂家市、醴陵、浏阳、
湘潭、云溪“最为著名。 其销路甚广。 该处一带人民多赖此为生活” [12]707。

以上内容阐述了外销茶八大主产区的植茶发展情况。 所有这些史料都一致说明,鸦片战争后

咸丰同治至光绪初年,受外销旺盛影响,植茶业兴旺发达,尤其是红茶生产跃上新台阶。 这也为内

销茶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空间,推动了内销茶区植茶业的发展。
(二)活跃了资本金融业

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对茶税征收带来促进作用,同时又活跃了茶区金融,推动了资本流动。
一般而言,出口茶税为 7. 5%,即出口税则 5%,外销时加征 2. 5%的子口税,共计 7. 5%。 这是海

关税。 内地通行时,华商仍须另有负担,这主要是厘金。 因此,从茶叶出口价值也可窥见海关税的

多少(表 7)。 另外,茶厘的多少没有固定的标准,茶叶海关税及茶厘总数也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只
能揣其大略。 现以茶叶出口价值乘以 7. 5%,得出茶叶关税大致情况。

从表 7 可知,1869—1888 年,茶叶关税一般年入 200 余万海关两,1871 年、1872 年最高,均超过

300 万海关两。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时的茶叶厘金数量也没有具体的统计。 先兹以主要茶叶对外销省

份福建为例,说明茶厘的变化走势(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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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陈兴琰. 广东鹤山之茶业[J] . 国际贸易导报,1936,8(5) .

 

实业部国际贸易.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 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1935 年版,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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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868—1888 年茶叶关税情况(单位:海关两)

年份 出口价值 海关关税

1868 37
 

172
 

815 2
 

787
 

961. 125

1869 37
 

070
 

786 2
 

780
 

308. 950

1870 30
 

765
 

588 2
 

307
 

419. 100

1871 40
 

325
 

775 3
 

024
 

433. 125

1872 44
 

795
 

166 3
 

359
 

637. 450

1873 39
 

299
 

139 2
 

947
 

435. 425

1874 36
 

826
 

011 2
 

761
 

950. 825

1875 36
 

697
 

512 27
 

523
 

113. 400

1876 36
 

647
 

926 2
 

748
 

594. 450

1877 33
 

332
 

387 2
 

499
 

929. 025

1878 32
 

013
 

184 2
 

400
 

988. 800

1879 32
 

271
 

739 2
 

495
 

380. 425

1880 30
 

032
 

369 22
 

502
 

427. 675

1881 32
 

890
 

268 2
 

466
 

770. 100

1882 31
 

332
 

207 2
 

349
 

915. 525

1883 32
 

174
 

015 2
 

413
 

051. 125

1884 29
 

055
 

142 2
 

179
 

135. 650

1885 32
 

269
 

040 2
 

420
 

178. 000

1886 33
 

504
 

820 2
 

512
 

861. 500

1887 30
 

041
 

100 2
 

253
 

082. 500

1888 30
 

293
 

251 2
 

271
 

993. 825

　 　 资料来源: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06-1607 页。

由表 8 可知,福建茶厘税每年收入 20 万~30 万两,平均年入 20 多万两,1880 年、1881 年为高峰

时,年入数量迅速超过 30 万两,比重平均超过 2%(福建茶税 1862—1868 年为:253
 

002、253
 

172、
240

 

604、259
 

607、259
 

245、244
 

340、307
 

704 两)。 这是一省茶税的情况。 全国产茶省超过 10 个,主
要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四川(含重庆)、云南、贵州、陕西、广东(含海南)、广
西、台湾,主要外销茶产区有 8 个。 由此可见,全国每年茶厘、茶税收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估计年入

数量在 5
 

000 万两左右。
另外,从福建省茶厘情况来看,数量远比茶税数量要多(表 9)。
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活跃了资本市场,对金融活动起到刺激作用。 由于笔者已有成果可参考,

故不作专门论述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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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臣:《外国侵略者对茶业的资本输出及后果》,《农业考古》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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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福建 1869—1888 年茶税厘数量及

占厘金百分比(单位:两)

年份 数量 比重 / %

1869 281
 

229 2. 10

1870 255
 

454 1. 78

1871 280
 

606 1. 97

1872 304
 

364 2. 16

1873 285
 

857 1. 95

1874 310
 

726 2. 26

1875 316
 

029 2. 32

1876 287
 

920 2. 08

1877 269
 

841 2. 18

1878 311
 

226 2. 53

1879 286
 

326 2. 15

1880 341
 

851 2. 49

1881 316
 

173 2. 20

1882 293
 

305 2. 12

1883 273
 

067 2. 22

1884 274
 

512 2. 28

1885 278
 

786 2. 17

1886 318
 

585 2. 41

1887 282
 

478 1. 98

1888 246
 

370 1. 81

　 　 资料来源: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上海:商务

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470-471 页。

表 9　 1862—1888 年福建茶厘数量表(单位:两)

年份 数量

1862 290
 

996
1863 330

 

140
1864 231

 

298
1865 512

 

974
1866 519

 

266
1867 495

 

197
1868 605

 

094
1869 557

 

448
1870 515

 

402
1871 565

 

552
1872 614

 

793
1873 572

 

991
1874 632

 

372
1875 614

 

811
1876 702

 

142
1877 554

 

743
1878 628

 

760
1879 568

 

067
1880 681

 

835
1881 624

 

741
1882 569

 

735
1883 516

 

543
1884 529

 

225
1885 545

 

566
1886 614

 

592
1887 191

 

943
1888 475

 

303

　 　 资料来源: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上海:商务

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470-471 页。

　 　 (三)促进了相关行业发展

茶叶对外贸易是一条产业链。 茶叶从采、制、销均需不少生产、服务环节及工具,涉及不少行

业⑦,它们与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息息相关。
开山、采工、制工主要分布于茶产区、通商口岸,涉及茶山开垦、茶叶采摘及制造等工作。 茶叶

对外贸易兴盛时,这类人工需要甚众。 1887 年,闽海关税务司汉南申谈到福建瓯县洋口庄“靠茶度

活者不少,有开山者,有摘茶者,有开茶庄采装者,有做茶贩者,有筛茶拣茶者” [2]447。 这基本上包括

了茶区种植、采制、运销过程中除茶农以外的几个行业人的活动。 福建全省茶厂林立,招工众多。
鸦片战争前,福建“茶厂既多,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万人,兼以客

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 [12]304。 武夷山茶产发达,“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

万余人” [9]424,许多人都来自江西。 鸦片战争后更见发达。 通商口岸因茶业兴盛,出口兴旺,茶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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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节流通环节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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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雇工,当然以拣茶工为多。 1884 年 3 月 8 日《申报》称:“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
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促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 [2]450 湖南平江因兴贩外洋之茶,
大量雇用拣茶女工。 “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

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 [12]482。 光绪初,台湾茶兴盛,台湾茶发展后,福建每

年有数万人来台制茶。 “洋商所集之处曰大稻埕,为茶庄大市。 每年三月初起,至十月底止,妇女赴

庄拣茶者,日有三四千名” [9]418。 同治《崇阳县志·物产》载:“自湖北崇阳海客入山,城乡茶市牙侩

日增,同郡邻省相近州县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 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
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食指既多,加以贩客搬运,茶来米去,以致市中百物一

切昂贵,而居民坐困。” [13]99 说明茶市之盛,雇工之多,商贩之众。 江西南丰“民自耕种外,惟以闽山

摘茶,省会业箔为生” [13]153。 1884 年,“九江茶栈较往年减半,而邻县及本处妇女拣茶者转比往年加

多,现在约有万计” [6]1579。 19 世纪 50 年代,广州河南岛的手工制茶工场很发达,雇工很多。 当时访

问制茶工场的外国人写道:“现场上挤满了妇女和儿童都在忙于从红茶中拣剔茶梗和黄色及棕色的

叶子……男工们的工作是发出毛茶及收回经拣剔后的茶叶”,“还有许多人在用大小不同的筛子,忙
于筛茶。 为的是选出‘珠兰’茶,并把各种茶叶分开。 这作工作中,有一部分使用扇车(其构造与英

国农户用的相似)” [12]483-486。 茶行里使用大量儿童、妇女拣茶,还有不少的制茶工制造着外销花薰

茶。 宁波茶行 20 多家,雇佣大量工人。 1871—1872 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报告说:“在宁波从事烘茶拣

茶的男女工人人数,估计约有 9
 

450 人,每家茶行平均雇工 355 人。 男工主要来自邻省安徽,并且多

少是好乱成性的。 女工来自绍兴附近各县。” [6]1581

三、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促使茶区面貌发生变化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势必对农村种植结构、就业来源、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对茶区面貌改变

具有推动作用。
(一)改变农村种植结构

产业结构是农民面对市场选择的结果。 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森林树木比较效益低于植茶

的情况下,农民往往受茶利透惑,改变产业结构,在适宜植茶的地区废林开荒,使粮食作物、经济作

物让位于植茶。 台湾茶业兴盛时,开荒植茶、废蓝靛植茶的例子就很突出。 1872 年《申报》 报道:
“淡水地方向多种植靛树,参天黛色,一望如染。 顾居人之艺此昔,其利虽薄,然较之栽植龙团雀舌

者诚未若也。 兹者该境人心幕业茶之利,而又审厥风土甚宜于茶,乃改植茶树。 凡高陇平壤多艺此

焉。 今该境生理渐广于前,实由此巨宗之所致也。” [2]449 说明种茶仍比种其他作物有利。 湖南茶业

兴繁时,改其他作物以种茶的现象也很普遍。 同治《平江县志》卷二十载:“第近岁红茶盛行,泉流地

上,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 获种虽丰,然饥不可以为食,一遇歉收,即有鲜饱之

患。” [12]482 湖南经济作物让位于植茶的例子以浏阳为代表。 谭嗣同《浏阳麻利述》载:“浏阳家家种

麻”,但“咸同间增开五口,互市便利,西人需茶急,茶船入泊汉口。 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

辄抵巨富。 于是皆舍麻言茶利矣。 浏阳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 ⑧。 福建为著名外销茶区,植茶业发

达,其他作物让位植茶的情况也很常见,主要原因仍是植茶更为有利可图。 刘世英《芝城记略》谈到
 

“近来各属茶山,日渐开广,茶捐日盛,各村乡接连开捐”的根本原因,有于“夫茶与稻相较,是茶利厚

于稻多矣。 故种稻皆改种茶。 夫建属七邑,向种之稻,本人敷食,仍藉他方运来,贴补不足,尚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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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清)谭嗣同. 《浏阳麻利述》,《农学报》第 12 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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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若茶山倍于稻田,均仰他省之谷而食,一遇荒年,他省不收,无米运来,岂非又一山西省乎? 思

之令人可怕。 故禁种尚可恃乎” [9]440-441。 此处谈到了改稻植茶的根本原因是业茶利益远高于种稻。
虽然作者表示对粮荒深为忧虑,建议禁止种茶,但却是不现实的。 这反映了植茶兴盛带来种植结构

必然发生变化。 关于植茶业兴盛引起改粮植茶的担忧也发生于福建其他地区。 如福建瓯宁“近来

茶山蔓延愈广,瓯辖四乡十二里几遍,西乡在万山深处,亦有茶山……今开茶山……而乡遇嗜利,不
知远图,可为浩叹”。 由于“田不加辟,而岁多此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 [12]304-305。 这说明,在
茶叶对外贸易刺激下,植茶兴盛,农民对种粮的积极性大受抑制,追逐茶利成为他们的兴奋点所在。
台湾、湖南、福建作为茶叶对外贸易兴盛的主要省区,其放弃种植其他作物改种茶叶而引起种植结

构发生很大变化的现象是一种常态,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现象,不足为怪。
(二)改变了人们就业来源

茶叶对外贸易兴盛促使依茶为生,靠茶生活,因茶获益的人员增多,各种相关产业随之发展。
除了前文涉及的茶工、挑夫外,还包括茶农、茶商、钱业经营者、外国洋行等,这些人都从茶叶对外贸

易兴盛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外国洋行取得了巨大利益。
1. 茶农种茶制造毛茶出售,或采摘茶菁售买

作为小生产者,茶农处于茶产业的最低层,虽然获利甚难,但在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植茶有利可

图的整体环境下,经营效果尚可,取得了一些收益[14] 。 从中国历年植茶面积,茶产量茶农数估算,可
概知茶农的经营状况(表 10)。

表 10　 中国历年植茶面积、茶产量、茶农数[3]174

年份 面积(万亩) 产量(万市担) 内销(万市担) 外销(万市担) 茶户数(万户) 人数(万口)

1832—1833 年至
1836—1837 年平均 521. 00 260. 50 200. 00 60. 50 130. 25 651. 25

1861 625. 00 312. 50 2
 

005. 00 110. 00 156. 25 781. 25
1871 819. 00 409. 50 202. 50 207. 00 204. 75 1

 

023. 75
1886 934. 90 567. 46 205. 00 362. 46 233. 72 1

 

168. 62

　 　 注:茶产量以干毛茶 60 斤 / 亩,茶农以人均拥有茶地 4 亩,每户 5 口计,外销茶以 10%还原为干毛茶,1886 年人口以

4. 1 亿,国内茶消费量以人均 0. 5 市斤计,1861—1871 年人口以 4. 05 亿计,数量以干毛茶得出估算表。

从表 10 可知,1886 年的中国茶园面积、茶农数量相比于鸦片战争前,净增大约 80%。 这一发展

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 如此,可以得出结论,近代中国 60 多年植茶业兴盛带来的茶园增量

抵得上以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成绩。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茶农的经营状况比较好。
从当时的史料看,鸦片战争后至 20 世纪 20 年代前,茶农的经营状况最好。 这一时期,外销十分

旺盛,茶叶售价在高位运行,茶农业茶一般有利可图,这是茶农努力扩大茶叶生产规模,兴植茶树的

关键驱动因素。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三说:著名外销茶区安徽皖南,“赢者既操三倍之利;绌者亦

集众腋之裘。 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 [7]375。 福建的情况类似。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
从前不啻倍蓗” [12]408。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八《实业一》也有类似说法,云:茶业

“系闽民之生计”,当时“闽之业茶者,获利甚丰”,这当然包括了茶农。 由于种稻及其他作物收益不

如种茶,人们认识到只有业茶才是“大利所在” [9]413,对茶倾注了更多精力,这样福建茶区农民与茶

有了更多关系,“靠茶度活者不少” [2]447。 这些“靠茶度活者”取得不错的收益。 著名茶产区政和县,
咸丰同治年间,“制茶者获利甚厚”,茶叶售价颇昂⑨。 台湾茶发展过程中,植茶成为有利可图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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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福建政和之茶业》,《科学》,1926 年,第 11 卷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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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植茶土地,每英亩可提供纯益 10 镑以上,没有什么困难或风险。 鉴于中国和欧洲货币价值

的差异,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项巨大的利润” [6]1470。 “兹者该境人心幕业茶之利” [6]1470,台湾农民从

此从北到南掀起了一股植茶旋风。 1881 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还说:“本岛茶树的种植正在广泛而

迅速地扩张中” [6]1471。 1895 年,日本侵占台湾前,台湾茶业一直处于向上发展态势,茶农经营状况

比较好,经营不善、收益减少的情况比较少见。 光绪间,茶区集中的北部,茶“利与糖埒” [9]429,糖与

茶“岁产所值略可颉颃,皆巨款也”。 而茶“运售外洋,岁值巨万,亦台产一大宗也” [13]263。 1878 年左

右,广东新会县,“本境茶业极盛,因通商之初,西人运茶本在广东,邑人辟绿护屏迤西数十顷山地种

之,获利甚厚” [13]278。 这当然包括茶农受益在内。 清末海关资料说,广东“凡茶务之人,不惟尽失从

前得大利,且不得不改图他业” ,说明在茶业兴盛时茶农植茶取得过良好的收益。 湖南巴陵县“与

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 [13]116。 茶农当然也收益颇丰。 这些资料说明

茶农植茶获利颇丰,茶业对维系生计帮助很大。
茶利丰厚从根本上说还是需求刺激,造成茶价高昂的结果。 19 世纪 70 年代前,中西茶叶贸易

中盛行抢购风,茶叶出口“其价颇昂,所有商人业此者,无不大为获利” 。 因“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

大宗,其利最厚” [12]474。 “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 [12]481,“其时茶价甚好”,“商人获利尚

厚” [5]974,“咸同年间,申汉两处所售红绿洋茶,日销日广,售价逐高” [2]445。 抢夺货源在所难免。 其

结果是茶农所制毛茶货源紧俏,价格持续上涨,茶农因而分享了茶叶对外贸易带来的部分好处。 据

海关统计,出口茶平均价,1876 年前每担价格均在 20 两白银以上。 道光末到咸丰同治间,茶价基本

一路看涨[6]1654。 皖南茶在上海每担可售五六十两白银,低的也有三四十两白银每担[2]553。 光绪十

一年(1885 年),卞宝第也说,羊楼洞茶“从前每百斤售银五六十两,商贩园户获利尚厚” [2]552。 1862
年,著名买办徐润所售温州白毛茶每担高达 80 两白银,翌年所办宁州乌龙细茶、红茶,“初得价银一

百二十两,继之涨至一百六十两,大得其利” 。
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茶农业茶利益大减,个别年份、个别地区出现亏本现象,茶农业

茶积极性有所降低,但盈亏情况互见。 茶农经营状况的复杂性表明,茶业在茶农生计的地位下降,
茶农经营收益减少,这主要是茶价下跌带来的结果。

2. 茶商收购毛茶,精制出售给洋商

以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为界,茶商经营业绩截然不同,前期收益良好。 后期亏损严重。 由于笔

者已有专题论文发表[15] ,为避免重复,不再赘言。
3. 洋行收购成品精茶,运销海外

洋行是筹得一定资本的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开办的进出口业务机构。 它高居茶叶对外贸易诸环

节之颠,主宰了中国茶叶市场,榨取了大量茶利。 尤其是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兴盛时,它获取的利

益更难以计算。 这方面笔者也有专文发表,可资参考,不再重复[16] 。
(三)影响了人们思想观念

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也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其
中比较明显的有三个变化:对种植粮食态度的变化、对环境保护态度的变化、对经商态度的变化。

一是对粮食的重视程度下降。 中国古代对粮食安全十分重视,对粮食种植十分热心。 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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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 101 页。
《光绪十六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 77 页。
(清)徐润.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1-15 页,民国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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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外销旺盛,茶价高昂的情况下,植茶有利可图,农民自动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压缩甘薯、水稻、
杂粮等粮食生产规模,甚至放弃粮食生产,将经营重心部分或全部转移到业茶上来。 这种经营重心

的转移,并不一定是解决了粮食问题才出现,也可以从其他产粮的地区输入。 “轻本重末,大妨农

业” [9]413,这种对粮食重视程度的下降虽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因担心

发生粮食危机,造成饥荒流行而心怀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外销茶区多少都有对粮食重视程度

下降的现象存在。 例如在台湾,“我们随处都可见到:中国人拔掉他们的甘薯” [2]449,改种茶树。 湖

南平江在植茶“获利虽丰”的状况下,也“凡山谷闲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然饥不可以为食,一
遇兼收,即有鲜饱之患” [12]482,则不为人们所考虑了。 福建大力弃稻植茶的原因也是受茶利影响,人
们根本顾不上粮食安全问题了。 “夫茶与稻相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 故种稻皆改种茶” [9]440。 这

才是问题的关键。 武夷山区由于大力发展植茶业,忽视粮食生产,每年又涌入上万外地人制茶、贩
茶,造成“田不加辟,而岁多此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 [12]304 的局面。 这些现象引起了有识人

士的忧虑,为此,有人提议禁开茶山。 当然这种提议最终是不可能实现的。 受茶叶外销盛衰的影

响,近代中国茶叶生产的大起大落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二是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下降。 近代中国植茶业的兴盛主要体现在南方的外销茶区中。 这些地

区多山,水土保持不易。 过度开山植茶会造成植被减少,土地板结,水土流失严重,甚至严重破坏生

态平衡,产生水旱灾难。 这些现实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已经产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 但

是,就追逐茶利的茶农来说,他们根本顾不着这些,也不会管这些,更不会考虑到长远发展问题。 在

利益的驱使下,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环境保护问题。 鸦片战争前,蒋蘅在《禁开茶山议》中讲了三点

福建“茶山诚不可以不禁”的理由,其中有一点就是“损坏田土”。 他说:“建多山泉,田不畏旱,古有

大旱大熟小旱小熟之谣……自开茶山,寸草不留,泉眼枯竭,雨泽偶愆,田立干涸。 当春雨时,山水

湍急,沙土并下,壅塌旁田,旋加修治,而粘土在下,砂土在上,遂变硗确。 又水无树叶草根浸渍,气
不膏润,亦不能肥田,年来即不遇旱涝虫螟,而田土较昔薄收,皆以山光之故。” [12]431 以上论述切中

有害,但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茶业兴盛时的其他茶区照样存在。 卞制军在谈到五口通商后福建茶

“漫山遍野发,愈来愈多”的后果之一是“苍崖产为赤壤,清溪汎为黄流”,他说“筹良田于硗确,置耕

织为绥图,逆料数年后,工本徒抛,衣食无出,势将坐困” [2]446-447。 之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将环保问

题加以解决,就是一味追逐茶利。
三是对商品经济的宽容度上升。 中国封建政府一向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具有天然

的抗拒心理,因而对茶区商品经济总是想加以限制。 但茶业兴盛后,茶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必然

现象。 雇工的增加、茶叶的外销,各种商品的注入成为必然。 因此,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对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予以容忍,而且还可以说从中起到推动作用。 湖北崇阳茶业兴盛后,呈现一派

兴旺景象,市场繁荣,贸易发达。 “自海客入山,城乡茶市牙侩日增,同郡邻省相近州县各处贩客云

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 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
汗成雨,食指既多,加以贩客搬运,茶来米去,以致市中百物一切昂贵,而居民坐困,至于乞丐、无赖、
奸民、盗贼溷迹其中,为害益不可胜言矣” [13]99。 这种情况在台湾、福建、湖南等各个外销茶区均程

度不同地存在。 说明随着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商品经济观念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穿透力渗透到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区域兴旺的助推力。
总之,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它使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

上升,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促使茶区面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是近代中国茶业经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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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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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a  s
 

tea
 

foreign
 

trade
 

developed
 

rapidly
 

because
 

of
 

the
 

strong
 

stimulation
 

of
 

foreign
 

market
 

demand
 

and
 

the
 

high
 

price
 

of
 

tea.
 

To
 

1888 
 

China s
 

tea
 

foreign
 

trade
 

ushered
 

in
 

the
 

heyday.
 

The
 

prosperity
 

of
 

tea
 

foreign
 

trade
 

has
 

produced
 

a
 

wide
 

range
 

of
 

profound
 

social
 

impact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status
 

of
 

tea
 

in
 

foreign
 

trade
 

cannot
 

be
 

ignored.
 

Before
 

the
 

1860s 
 

the
 

south
 

of
 

China s
 

tea
 

export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Guangzhou 
 

Shanghai 
 

Fuzhou 
 

the
 

north
 

location
 

of
 

the
 

tea
 

export
 

was
 

Chakotu.
 

There
 

has
 

been
 

a
 

big
 

increase
 

in
 

tea
 

output
 

from
 

these
 

regions.
 

From
 

1860s
 

to
 

the
 

mid- 1880s 
 

China s
 

tea
 

industry
 

was
 

impacted
 

by
 

foreign
 

tea 
 

but
 

China s
 

total
 

tea
 

export
 

continued
 

to
 

increase.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ea
 

exports 
 

the
 

value
 

of
 

tea
 

exports
 

maintained
 

a
 

high
 

level
 

of
 

operation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tea
 

exports
 

accounted
 

for
 

half
 

of
 

the
 

country s
 

foreign
 

trade.
 

Second 
 

tea
 

foreign
 

trad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The
 

prosperity
 

of
 

tea
 

foreign
 

trade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a
 

planting
 

industry.
 

Export-oriented
 

tea
 

area
 

was
 

booming 
 

new
 

tea
 

areas
 

continued
 

to
 

emerge 
 

the
 

old
 

tea
 

area
 

production
 

expanded 
 

all
 

types
 

of
 

tea
 

had
 

greater
 

development 
 

especially
 

black
 

tea
 

was
 

the
 

most
 

typical.
 

The
 

prosperity
 

of
 

tea
 

foreign
 

trade
 

enlivened
 

the
 

capital
 

finance
 

industry.
 

A
 

large
 

number
 

of
 

tea
 

exports
 

promoted
 

the
 

collection
 

of
 

tea
 

tax 
 

but
 

also
 

promoted
 

the
 

capital
 

flow.
 

Foreign
 

trade
 

in
 

tea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From
 

tea
 

collection 
 

production 
 

marketing 
 

many
 

industries
 

were
 

involved
 

in 
 

they
 

were
 

benefiting
 

from
 

the
 

prosperity
 

of
 

tea
 

foreign
 

trade.
 

Third 
 

the
 

prosperity
 

of
 

tea
 

foreign
 

trade
 

promoted
 

the
 

appearance
 

changes
 

of
 

tea
 

area.
 

The
 

prosperity
 

of
 

tea
 

foreign
 

trade
 

has
 

affected
 

the
 

planting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In
 

areas
 

suitable
 

for
 

tea
 

cultivation 
 

food
 

crops
 

and
 

cash
 

crop
 

had
 

given
 

way
 

to
 

tea
 

cultivation.
 

The
 

booming
 

foreign
 

trade
 

in
 

tea
 

has
 

increas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prosperity
 

of
 

tea
 

foreign
 

trad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 s
 

ideas.
 

People s
 

attitudes
 

towards
 

growing
 

foo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oing
 

business
 

have
 

chang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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