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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真假到底有没有人说了算？茶叶品鉴争论谁
能“一锤定音”？茶叶价值几何到底谁来认定？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茶叶行业并没有可以对茶叶
真假、价值进行权威判定的专家，也缺乏统一的认定标
准。“中国的茶圈2005年才开始成形，因为圈子比较新，
所以没有权威专家，鉴定无法达成共识也很正常。”高剑
飞说，专业鉴定尚且如此，市场上鱼目混珠、以次充好、
以旧掺新的现象就更难查处了。

在王庆看来，茶叶市场乱象的根源在于中国茶产业
具有“散小乱弱”的特点。“‘散’指中国有21个省900多
个县产茶，涉茶人口8000多万；‘小’指茶企规模小，散
户多；‘乱’指行业标准乱、品牌乱、价格乱；‘弱’指全行
业发展能力弱、赢利能力弱。”

王庆说，一方面，随着茶叶采摘、加工等成本逐年上
升，小茶企为了生存难免会采取以次充好、以旧掺新等
手段来获取更大利润；另一方面，混乱的行业标准让消
费者难以判断茶叶是否质价相符，这又加重了经销商的
投机心理，使茶价更加扑朔迷离。

尽管许多消费者都寄希望于成立权威的茶叶鉴定
机构，构建统一的茶叶标准体系，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受制于中国茶叶种类繁多及其鲜明的地理特征，很难建
立统一的评判标准。

以铁观音为例，根据现行茶叶评定标准，虽有感官
评级法，但并不能普遍适用，还要结合不同季节、不同山
头、不同风格的具体情况而论。市场上很多级别和标准
都是商家自定的，“自说自话”的标准并不具备太大的参
考和指导价值。

王庆、高剑飞等人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提高
茶产业的集中度，建立标准化的工业模式，打造有影响
力的茶叶品牌，通过大企业来整合市场、规范标准、统一
定价，让消费者以品牌选茶。

“行业逐渐发育成熟，优胜劣汰是必然趋势。最终，
不规范的小作坊会被淘汰和兼并，自然会形成大品牌。”
高剑飞认为，茶叶市场属于非标准化的农产品市场，要
想过渡到标准市场，就要靠集中度，让消费者凭品牌来
判断商品价值，“5年到10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朱仲海说，大
企业爱惜自己的品牌，在质价相符方面做得较好；提高
行业集中度也便于监管，形成一套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管
相结合的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不规范的经营行为。

——茶叶市场乱象透视

今年6月中旬，茶叶资讯网站1510tea从广州八八青
茶叶有限公司花5万元购买了一饼知名茶人陈国义签名版
的“88青饼”普洱老茶，重约323克，准备分拆后在2013年
北京国际茶叶展上作为奖品赠送给茶友。

茶叶展上主持“开饼仪式”的是北京一家茶楼的经营
者、资深茶友高剑飞。活动之后，他与多位业内人士品鉴认
为该“88青饼”为仿冒品，并在微博上发布了这一消息，很
快引来众多茶友关注。

“88青饼”是云南勐海茶厂于1988年至1992年生产的
7542普洱青饼的统称，具有一定的收藏和投资价值。陈国
义是“88青饼”的命名者和推广者，也是广州八八青茶叶有
限公司的股东和发起人之一。

此后，1510tea在官方网站发表公开信，详细讲述购买
“88 青饼”的经过，并称“来源和渠道皆系正规无误”。
1510tea总经理张阳却告诉记者：“其实，现在我们也没法
确定这饼老茶的真假，还在等陈国义的回复。按理说，从命
名者手里最不应该买到假茶，没想到却受到这么多质疑。”

售出方陈国义香港工作室相关人士则表示，“88青饼”
是由陈国义先生命名的，此次所售茶叶是广州八八青茶叶有
限公司生产的正品，不可能为仿冒品。茶叶究竟是真是假？
张阳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将邀请相关专家，包括陈国
义和高剑飞，对这饼茶进行公开品鉴以确定真假。“事情至
此，这饼茶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我们希望搞清楚，茶
叶鉴定到底有没有规则，是不是仅凭专家的几张嘴。”

这场悬而未决的争论让一些普通消费者感到错愕：如
果专门做茶叶的网站都无法识别仿冒茶，这么多专家都搞
不清一饼茶的真假，那么普通消费者又怎么能买到放心茶？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说，近年，市场
上天价茶、山寨茶、以次充好、以旧掺新等乱象频现。同
时，由于缺乏权威的行业专家与严格的认证标准，消费
者维权难，“往往花了冤枉钱，却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
起的状’”。

以河南名茶信阳毛尖为例，当地茶叶交易市场所售
信阳毛尖不少来自四川、湖北等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茶商介绍，四川的茶叶要比信阳茶叶早熟一个多月，
并且价格每公斤比信阳毛尖低200多元，在本地茶上市
前，很多人会赶到四川大量收购鲜叶，然后用信阳毛尖
的工艺炒制售卖。除信阳毛尖之外，诸如龙井、猴魁等
名茶也存在许多外来加工仿冒品。

这位茶商告诉记者，对此类外地茶，大多数消费者
很难甄别出来。“许多茶叶店会先让消费者品茶后再选
购茶叶，品茶时经销商就能看出消费者究竟懂不懂。一
旦不懂，就可以拿出价格相对便宜的外地茶以信阳毛尖
的价格卖出。”

除山寨名优茶外，以次充好、以旧掺新现象也较为普
遍。一些茶叶经销商会到茶厂购买散装茶，将低等级的茶
叶进行豪华包装，再以高等级茶的名义卖出。“普通消费者
很少打开包装验茶，即使验了也很难判断是否质价相符。”

一些业内人士还告诉记者，以旧掺新在名优茶市场
上比较严重。例如，清明节期间上市的春茶口感醇香，
产量又少，售价相对较高。每年新茶过季后，一些茶商
会将剩下的茶叶放入冷库存放，“等到来年用烹调油炒
一下，就冒充新茶，或者等新茶上市后，混入新茶中一起
出售”。

老茶，一直是普洱茶爱好者所追捧的对象，这次
“88青饼”风波，令人关注。广东茶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黄波认为：“不能简单认为年代越久远越好，只有质量合
格的产品在合适的储存条件下，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其品
质会朝‘好’的方向转化。一款茶品如果起初质量未能
达标，或者是后期储存不当，那么不论放上多长时间，茶
叶品质都很难脱胎换骨。”

在普洱茶市场上，不法商贩造假做旧的很多。造假
手段主要就是以湿仓加快生茶的陈化速度，制造出所谓
的“陈年老茶”，或者把茶的包装做旧，以表现出陈旧
感。陈年普洱茶的真假和优劣鉴定对普通消费者来说
有极大的困难。

茶叶存于湿仓，因水分过多容易霉变，霉变厉害的
茶叶会长出白霜，若未及时进行退仓风干处理，白霜
就会转变为黄霉(黄曲霉)。现在，有人说“普洱茶越霉
越好”，其实不然。霉变的茶本质已变坏，水分过多助
长细菌生长，喝茶原想有助健康，但饮用这类茶效果相
反。

也有一些业界专家并不否定湿仓的作用，只是
湿仓陈化出好茶品的技术难以掌握，湿度过大时，
货品就容易出现黑霉和绿霉，成为坏茶。目前,在
市场上不少人利用坏的“湿仓茶”来冒充陈茶和干
仓老茶。

黄波表示：“真正意义上的老茶，大部分都是以‘干
仓’存储，也就是说，茶叶在温度、湿度适中，通风透气，
清爽无杂味的环境下发酵陈放，既保存普洱茶的本质真
性，又增加了品茗价值。”

“湿仓”是一些茶商为了让新鲜的普洱生茶能提早
饮用，马上见利润，把普洱生茶存放在通风不畅、湿度
较大的地窑、防空洞、土房等处，因空气相对湿度提高，
容易造成茶叶麴（qū，同“曲”）菌的滋生，加速陈化，这
种麴菌氧化称为湿仓后发酵。

5万元买了一饼仿冒的普洱老茶？近期，一场围绕“天价名茶”真假的争论引
发网友广泛关注，争论方各执一词，至今尚无定论。近些年，从专业茶友圈到普
通消费者市场，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乱象频频曝出，却鲜见权威的鉴定与查
处。那么，茶叶真假究竟谁说了算？市场乱象究竟由谁来管？

万元买一饼假茶
鉴定全凭专家一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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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元的普洱茶
是真是假？1

茶叶市场乱象知多少？2

真假谁来判，乱象谁来管？3

声音 “老茶”并不一定是好茶

什么是“湿仓”？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人民网等）

售价5万元茶饼的外包装（资料图片）

高剑飞现场开茶（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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