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使用“证明商标”，西湖龙井与浙江龙井仍
会“内战不休”。 如果将西湖龙井与浙江龙井作
“明分暗合”，则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国家技术
监督局明文规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属伪
劣产品 ， 须科以罚款、没收、销毁等处理。所
以说用“证明商标”来分清西湖龙井与浙江龙
井是不现实的．反而为两茶的“明分暗合”创

造条件。

有人担心西湖龙井与浙江龙井统称龙井
茶后，茶叶质量会降低，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

的。市场上任何商品茶都有质量的好次，西湖
龙井也不例外。无论产于何地的龙井茶，只要
符合饮用卫生标准，有产地、牌号，不冒充别
的品牌，茶叶质量与价格相符，都会有自已的
消费者。如果西湖龙井茶区生产的龙井茶，确

实是货真价实，为名牌产品，别处的伪劣龙井

茶就不击自倒，反过来还能衬托出西湖龙井茶
区生产的龙井茶。看来只要大家做好自己品牌
的龙井茶，不必担心外地假冒伪劣的龙井茶。
根据以上分析，在目前茶叶市场放开，自

由贸易活跃，流通渠道畅通、便捷的形势下，倒
不知顺其自然，将两茶统称为龙井茶，只要措
施得当，必能促使龙井茶的产销两旺。

三、统后的技术措施
L 商品龙井茶须有注册商标

取消西湖龙井与浙江龙井之分，统称龙井
茶后，各地生产的商品龙井茶必须有注册商
标，用以区分不同的商品龙井茶。例如，杭州

西湖龙井茶叶公司销售的龙井茶，可以是贡字
牌（其原注册商标）龙井，再附加级别；浙江

新昌产的龙井茶，可以是大佛牌（其原注册商

标〉龙井，其他产地生产的扁形茶都可以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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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不同品牌的龙井茶，允许有价格差异，在
市场竞争中由消费者逐步把握不同品牌龙井
茶的品质与价格，选择自己喜爱的商品。那些
质次价高的牌号，久而久之会被消费者所遗
弃，在市场竞争中最终被淘汰。

2. 制定统一的龙井荼实物标准样

浙江省使用同一套龙井茶标准样，设置

特、一、二、三、四、五级 6 个级别实物样，由
浙江省技术监督局主管，各龙井茶生产、销售、
质检部门须共同执行。产销单位各自制订的龙
井茶企业标准，其级别嫩度、品质水平不得低
于“省标”。其他省份茶区所产的扁形茶，如也
称作龙井茶，可由产地所在省区制定级别标准
样。只要各自使用自已的注册商标、法定牌号，
并注明产地，不存在侵占他人商标的问题，可
以用“龙井茶”这一商品名称在市场上公开合
法参与竞争。

3. 联合产销，加强监督

目前，西湖龙井的生产大多处于个体自产
自销状态。西湖龙井与浙江龙井“合并”后，龙
井茶个体产销者应联合组成公司（茶庄），再由
小公司联合成大公司，成立龙井茶集团。另外，

还应积极组建龙井茶加工厂、拼配厂、包装厂，
形成产供销一条龙，扩大龙井茶的生产和销
售，这样，就能稳定全年的龙井茶产品质量，既

有条件为自己的品牌做宣传 ， 扩大知名度，也
能集中力量维护龙井茶的声誉。质量监督部门
要加强龙井茶的商品质量监督，一旦查获某种

牌号的龙井茶不符合有关质量标准或某龙井
茶经营者假冒他人龙井茶品牌，则应科以重
罚，并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加以“曝光”。

技报告、专著、专利等连续性出版物和非连续性出版

物，年报道量 1000 余条文摘，附有年度主题索引．如

果您订阅一份《茶叶文摘》，就能基本掌握国内外茶业

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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