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在杭州一家茶叶销售
门店看到，一款 120克的龙井茶分装
在两个密封的铝塑口袋中，塞进两个
印有樱花纹的陶瓷罐里，外边套上大
纸盒。纸盒卡在铺有黄绸缎的泡沫
塑料里，上面盖个大盒子，外层贴上
锃亮的金属包装，再整套放进硬纸质
的大口袋。经过测量，全部包装的重
量就达到1.5千克。

在杭州武林路上一家茶叶店，一
款售价980元的龙井茶叶礼盒重量超
过1千克，实际茶叶净重仅150克。店
员介绍说，这款畅销的茶礼包装精致，
送礼很体面，不少顾客一次买两盒。

杭州市西湖区翁家山村党总支
书记孙斌经营西湖龙井多年，他介
绍，目前市面上茶叶包装主要分为三
种：第一种是高端礼品属性，以瓷瓶
和手工包等包装为主；第二种是一般
礼品属性，有打上“某某茶叶”的统一
包装和铁质礼盒；第三种是小包装的
茶样属性，往往设计感强、时尚度高。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高档礼品茶
外部用烤漆木盒、竹盒，内部使用瓷
瓶、陶罐和手工制作的锡罐等包装，
仅包装盒成本就达到上百元。部分
包装豪华的茶叶礼盒，包装体积达到
实需体积的 3至 5倍，成本甚至超过

茶叶本身。
“包装越好，茶叶溢价越高。”一

名茶叶代理商透露，茶叶的礼品属性
强，包装的材质、色系、造型等对售价
有重要影响。比如某款武夷岩茶，仅
50克重的茶叶用两三斤重的红木礼
盒包装，礼盒成本就达到200元，茶叶
售价高达6000元。

从去年10月开始，浙江泰涞包装
科技有限公司陆续接到茶叶包装订单，
目前茶叶礼盒已订出50万套，可用于
包装25万斤茶叶。企业总经理李来看
透露，茶叶对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小
批量、个性化订单占比越来越大。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新修订的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
妆品》将于 2023年 9月起实施，该强
制性国家标准涵盖 31类食品、16类
化妆品，包括茶叶、酒类等。

新标准对包装层数、包装成本等
作了明确规定：粮食及其加工品不应
超过三层，其他商品不应超过四层；
生产组织应采取措施，控制除直接与
内装物接触的包装之外所有包装的
成本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

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
认为，“人情”“面子”间接推高茶叶身
价，与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朴实真诚
民风背道而驰，其中潜藏的“节日腐
败”“人情腐败”风险更值得警惕。有

关部门应督促茶企在过渡期内尽快
整改达标，以新标准为抓手，从源头
减少资源消耗和包装废弃物产生，并
加强社会层面的警示教育。

陈富桥认为，茶性尚俭，简静一
直是我国茶文化的审美意蕴之一，同
时现在人们环保意识愈来愈强，国家
对环保的力度也愈来愈大。虽然品
牌塑造离不开包装，但如果茶企一味
追求繁复精美的包装，不仅有悖茶文
化内涵和市场发展趋势，还可能有损
企业形象。

陈富桥建议，政府产业部门应引
导茶企紧跟时代，把握市场，更多在
茶叶质量、口味上下功夫，在茶叶包
装中引入更多可循环利用的环保材

料，推广简化包装，回归和挖掘茶文
化内涵，以此获得消费者持久认可，
推动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应大力整
治奢靡送礼等不正之风，防范“人情
腐败”。连续多年，西湖区纪委监委
在春茶上市季组织开展专项监督，
通过部门联动、明察暗访等形式全
面排查公款购买、违规收送“天价
茶”相关情况，严防茶叶背后的隐形
变异“四风”问题。近 5年来，共查处
公款购买茶叶、违规收受茶礼的党
员干部 5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专
项监督，以“茶品”树“人品”，以“清
茶”带“清风”。

（新华社杭州3月30日电）

茶叶过度包装有一定普遍性、长
期性。近期，中消协组织专业调查人
员，针对主流电商平台食用农产品、
茶叶、玩具、婴童产品四个商品品类
进行了过度包装问题搜索，通过目测
包装空隙率过高的主观判断方式，对
2830个茶叶、900个食用农产品、920
个玩具、1510个婴童用品共 6160个
商品进行了判别，其中茶叶过度包装
问题比例为11.2%。

不少受访者认为，茶叶适度包装
设计利于销售，但过度包装会带来多
重负面社会影响。

首先是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研究表明，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

城市生活垃圾的 30%至 40%，这些包
装废弃物大部分是过度包装产生
的。杭州龙冠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爱芹说，许多茶叶礼盒无法二次利
用，除了作为存茶罐、零食收纳等用
途外，基本只能丢弃成为生活垃圾，
后续处理成本很高。

其次是重“颜值”超过重品质，
华而不实扭曲茶市发展。记者采
访了解到，增加一点包装成本，价
格往往就能大幅上涨，因此部分茶
企更多地在外包装而非茶叶品质
上下功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透露，一些
包装精美的茶叶定价不低，但实际

上品质却不高，采摘、加工环节都
存在不少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包装精
美的茶叶礼盒，被人当作送礼佳品。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镇石颐
茶场总经理康青霞说，为迎合送礼需
求，一些茶商特意把包装做得极为精
致，里三层外三层显得很珍贵。

杭州市西湖区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豪华茶叶礼盒背后，往往
隐藏着违规收送茶礼、回收茶礼套
现、违规公款采购等“四风”问题。记
者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上看到，不
少卖家出售茶叶礼品，价格从几百元
到上千元不等。

“茶叶2两、包装2斤”现象多见

过度包装带来多重社会影响

严格执行标准强化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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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2两、包装2斤”……

过度包装何时休！

几十克重的茶叶被装进各式漂

亮的瓶子，外加泡沫、隔板、纸盒，包

装比茶叶重好几倍甚至十几倍……

清明节前，市场迎来一波新茶上市

高峰，过度包装问题再次凸显。“新

华视点”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许舜达 殷晓圣 崔力

一款售价 980 元的绿茶，茶叶净
重 150 克，木盒外包装超过一公斤。
（新华社记者 殷晓圣 摄）

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超过10亿，短视频成

网民“触网”首要应用，中青年群体网络视听使

用率更高……3月30日，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

大会在成都开幕。短视频内容如何迭代升

级？短视频会取代长视频吗？“视听+”如何助

力多领域数字化转型？

短视频成网民“触网”首要应用
据本次大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

报告（2023）》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12月，我国
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0亿，超过即时通讯，成
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其中，短视频成为行业发
展的主要增量。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周结
介绍，目前，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12亿，已成为
吸引网民“触网”的首要应用，向各类网民群体渗
透，用户黏性增长明显。

周结说，短视频“纳新”能力远超即时通
讯，新入网的网民中，24.3%的网民第一次上网
时使用的是短视频应用，与其他应用拉开了较
大距离。

短视频为何能成为网民“触网”的首选？北
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王晓培认为，
短视频的操作简单便捷，加之其视觉化、接地气
的表达方式，大大降低了新网民的接受门槛。
此外，短视频还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用户可与
视频内容进行互动，也可与家人、朋友分享。这
种强互动性能够帮助新网民更好地融入互联网
世界。

短视频会取代长视频吗？
随着短视频成为重要传播工具，短视频会取

代长视频吗？本次大会上，相关专家及从业者也
给出了解答。

“短视频并不会取代长视频，而是随着视听
行业的发展，二者互相融合起来，加快形成良性
的行业生态。”北京勾正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喻亮星告诉记者，当前，短视频行业已经走向
成熟，观众审美、行业规则、平台玩法都在不断变
化，短视频需要向长视频学习，在方寸之间精细
化“打磨”，取“长”补“短”，才能持续发展。

“以前，一些短视频只是简单地把长视频剪短
了。现在，很多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和长视频生产
商达成合作，短视频对长视频进行‘二次加工’，不
仅内容更优质了，也能为长视频引流，互相促
进。”北京云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李雪
琳说。

王晓培也认为，短视频更适合碎片化场景，
在短时间内能快速吸引观众注意；长视频更能
传达复杂的故事与情感。“长短视频的关系是融
合互补的，现在行业中也出现这一趋势，长短视
频在不同情境下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合作。”王
晓培说。

中青年群体使用率更高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数据

显示，高学历、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中青年群体
网络视听使用率更高。尤其是，看新闻、学知识
已成为短视频用户的重要需求。

用户群体的变化，给从业者带来新的挑战。
经过前期“野蛮生长”后，短视频的内容生态逐步
进入更加严格的监管范畴，行业也在“渴求”更优
质的内容。

中国移动咪咕成都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
军指出，网络视听行业需要坚持内容创新，尤其
是加强与文化、教育、旅游等相关领域的深度融
合和协同发展，才能不断满足用户对多元化优质
内容的需求。

“用户学历更高，思考深度和广度在提升，以
往‘流量至上’的行业增长模式可能会被颠覆，从
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吸收养分‘转化’而来的
短视频作品，将会越来越有市场。”四川大学文学
与新闻学院教授侯洪说。

（新华社成都3月30日电）

短视频成“触网”首要应用
中青年使用率更高

——解码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新趋势

□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袁秋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