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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州早茶源起

泰州（Taizhou），简称 “泰”，有着 2100 多年的建

城史。因地处长江尾闾、淮河下游、大海之滨，秦称海

阳，汉称海陵。南唐时设为州治，取 “国泰民安” 之意，

始名泰州。泰州境域内没有山，只有水，并且是一个汇

聚江、淮、海三水的特殊之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

条件给泰州带来了繁荣和富庶，汉代，吴王刘濞曾经在

海陵煮海为盐，泰州逐渐成长为全国重要的盐业生产地

和集散地。隋唐时期，伴随着扬州城的兴盛，泰州也一

跃成为东南都会。宋元时期，泰州成为通江达海的水陆

要津，长江上游的船只大多在此停靠转运，并由此出入

东海。泰州城内的稻河成为当时泰州及附近地区运盐、

运粮、运茶叶果实等商贸活动的重要通道。稻河两岸

集中了近 3000 家粮行、油坊和栈房。清初，商贾士绅、

贩夫走卒，都喜欢找个茶馆小憩闲谈。晚清，随着泰州

河运粮盐与茶叶交易的兴盛，茶馆从最初只售卖清茶，

逐渐转变为售卖各式包子、烧饼、馄饨、煮干丝、鱼汤

面等美食，由此形成了种类丰富的早茶文化。

二、泰州早茶的种类及特色

传统的泰州早茶被归纳为 “一茶三点一面” 而广为

流传。“一茶” 就是一杯茶和一份烫干丝，一份烫干丝

叫一个茶头。泰州早茶中的茶也是独有特色 [1]。这种

茶用安徽魁针、珠兰和杭州龙井掺和配制，取名 “福

香” 茶。

泰州干丝是由苏中名厨邢桂森研创的，讲究的是切

工。“烫干丝” 的制作要依赖酱油、水、糖、盐等调料

的调和，再撒上姜丝、香菜、胡萝卜丝、花生米、榨菜

丁等。

“三点” 说的是包子、蒸饺、烧卖这三种泰州著名

的早点。蟹黄大包、虾仁蒸饺、秧草烧卖正是其中的佼

佼者。

“一面” 说的是鱼汤面。鱼汤面的鱼汤是十分讲究

的，凌晨两三点就开始熬制，步骤也相当复杂。

近期发布的泰州早茶系列地方标准《泰州早茶品

种》对泰州早茶进行深入梳理，将泰州早茶大致分为茶

（饮品）、冷菜、干丝、面点、面食、蛋类、饼类、粥类

等 8 大类别。与其他地方的早茶相比，泰州早茶有‘四

鲜’特色，即鱼鲜、虾鲜、蟹鲜、蔬鲜。

三、泰州早茶现状分析

如今，泰州早茶不只是为谈生意而存在，也成为

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泰州，售卖早茶的店铺

早已遍布大街小巷，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市的早茶店

有 15000 多家。无论在星级酒店的餐厅、还是深巷里弄

的排挡都有泰州早茶的影子，更不用说是特色的早茶

店了。众食客吃货更是能在品尝之余评出个一二三等

出来。早茶的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元，在传统的 “一

茶三点一面” 以外，早茶品种已经多达 150 余种，干拌

面、鱼汤馄饨、虾籽馄饨、千层油糕、大煮干丝也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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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更有店铺将广式早茶中的蛋挞、甜品、汤羹等列

入了菜单当中。仅 2023 年第一季度，泰州各早茶店接

待的顾客量达到 118000 人。

同时，泰州政府及文旅部门对早茶的品牌和文化的

挖掘也越来越重视，泰州早茶日渐成为泰州对外交流的

一张重要名片。2020 年 6 月，泰州早茶集团成立，推动

泰州早茶的特色餐饮化经营。2020 年 9 月，首批 14 家

早茶标准示范店获批并公示，泰州早茶经营走向标准化

规范化的道路。2020 年 10 月，国内第一家系统展示早

茶文化的专业博物馆——泰州早茶博物馆开馆，它将泰

州早茶有关的文物资料和科普体验相结合，分为早茶起

源、早茶老字号、早茶典故、早茶饮食等展区，梳理了

泰州早茶发展的脉络。2021 年 3 月 15 日，泰州市早茶

产业发展协会成立，引导早茶企业凝心聚力，共同发展。

2021 年 10 月，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 15 项泰州

早茶系列地方标准，标志着泰州早茶标准体系初步建立。

2021 年 11 月起至 2023 年 5 月，泰州早茶集团先后在北

京、上海、南京开设了泰州早茶和泰州菜专营店，泰州

早茶品牌逐步走出泰州，迈开连锁化经营的步伐 [2]。

为了更深入了解泰州早茶的发展现状，课题组做了

一份 “关于泰州早茶的调查问卷”，由于时间有限，共发

出 80 份问卷，回收到的有效问卷 47 份。课题组对问卷

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参与调查的人员有学生、本地在职人员、本

地退休人员、游客等。其中 19 岁 --25 岁的受调查者共

31 人，占 65.96%，35 岁以上的受调查者共 11 人，占

23.4%。说明调查对象的年龄偏年轻化，泰州早茶已不

仅仅是父母长辈的专属，年轻人和外地人也逐渐成为泰

州早茶的受众。

第二，在针对 “泰州早茶的获知渠道” 的多选回答

中，55.32% 的人选择了通过媒体宣传获知，51.06% 的

人选择了通过朋友介绍了解，也有 25.53% 的人群是由

亲友长辈带领，12.77% 的人由酒店早餐推荐获知，还

有 4.26% 的人是通过旅行社安排而了解体验泰州早茶

的。说明泰州早茶对外的宣传营销已经有所成效，有更

多的人了解到了泰州早茶，当然也还有进一步扩大宣传 

的空间。

第三，调查中发现，受调查者中有 21.78% 的人经

常吃早茶，而其余的 78.72% 的人不经常吃早茶，虽然

从数据显示，经常吃早茶的人并不多，但是从进一步的

回答中了解到导致不经常吃早茶的原因主要集中在 “上

班、上课，时间不允许”，有 83.78% 的人选择了这个答

案。部分人认为是 “需要等位” 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此外

还有少量的人认为 “浪费时间” “不喜欢” “老年化”。种

种这些都说明：要使得泰州早茶被各年龄层次的顾客所

接受，就需要对产品进行创新，对服务进行升级。

第四，再看经常吃早茶的 10 人中，有 7 人是和长

辈一起去的，5 人认为 “早茶种类多，本身喜欢吃”，此

外有 3 人认为 “早茶即日常早餐，必须天天吃”，还有 3

人认为吃早茶是为与朋友聚会而吃。从这个数据也可以

看出，泰州早茶在人际交往、维系情感方面起到很大的

作用，甚至有人已经产生了对泰州早茶的忠诚度。

第五，在 “期待的早茶就餐环境空间” 的问题中，有

61.7% 的人群选择了 “特色早茶店的包厢”，16% 的人

群选择了 “早茶店的大厅”，同样也有 16% 的人群选择

了 “酒店的餐厅”，说明大多数的人还是希望在家以外的

固定室内空间用餐，既能享受到相应的服务，也有可见

可选择的就餐环境。可以看出大众对就餐环境的要求和

重视。同时，在答卷中有 25.53% 的人选择了 “游船” 这

样的就餐空间，说明新颖的就餐空间和就餐形式对就

餐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也有极少部分的人选择

了 “自家餐厅”。

第六，在回答 “早茶是否应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节

奏” 这个问题时，74.47% 的人认为 “有必要”，同样当问

及 “是否期待一份便携早茶，是否购买” 时，63.83% 的

被调查者选择了 “期待，会购买”，说明顾客也同样关注

就餐的时间和时长。

第七，在针对 “一次早茶的消费是多少” 这个问题

中，有 63.83% 的受调查者选择了 “人均 20—50 元”，

17.02% 的人选择了 “人均小于 20 元”，只有 6.38% 的人

选择了 “人均 100 元以上” 的答案，其余的 12.77% 的受

访者选择的是 “人均 50—100 元”，可以看出目前早茶的

人均消费不高，餐饮收益有限。不能调动更多的单位投

入到早茶的生产销售和创新发展中来。

四、泰州早茶发展对策思考

结合泰州早茶的现状及消费者的调查分析，对泰州

早茶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确保菜品品质

早茶作为一种饮食，首先必须确保其食材和原料的

干净卫生。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经营、售卖早茶，市场

监督部门、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需协同开展检查监督，

从源头确保食品的安全品质。其次，政府部门号召当地

早茶标准示范店带动其他中小店铺、门店，在生产制作

中严格遵守已出台的15项早茶地方标准，形成合力，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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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 “泰州早茶” 特有的整体品牌形象。

（二）优化产品结构

首先，结合大多数消费者更愿意在外吃早茶，确定

早茶的主要就餐形式是堂食，再结合就餐人数和就餐目

的，可以将就餐场地分为零点大厅和特色包厢。同时，

针对泰州 “水城慢生活” 的旅游品牌，如果将早茶搬到

游船上，既可以让顾客品尝到泰州早茶的美味，又能欣

赏沿途的美景，体验闲适的慢生活。结合不同的就餐场

地明确各自的餐点品种和消费档次，顾客（特别是外地

客人）便能更快速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到自己所需要的产

品，从而也能提升早茶的销售收入。比如打造出不同场

景的特色主题包厢，除了提供早茶餐点以外，每个包厢

还提供与场景相适应的服饰共就餐者穿着体验，拍照打

卡。此外，有条件的酒店餐厅还可以将早茶中的部分餐

点列入午餐或晚餐的菜单当中。比如烫干丝可以变身为

正餐中的冷菜，大煮干丝可以作为热菜、头菜，各式包

子、烧饼可以作为点心，鱼汤面也不失为正餐中一种具

有当地特色的主食 [3]。

（三）提升服务水平

和其他餐饮产品一样，早茶的服务态度、服务效

率、服务方式等都影响着泰州早茶的口碑和质量，要提

升泰州早茶的影响力，不仅从早茶生产的源头和技艺出

发，还要提升早茶服务的水平。首先政府要出台相应的

机制，鼓励餐饮单位强化对早茶从业人员的培训。不仅

要有服务标准、服务流程的训练，也要有早茶知识、泰

州地方文化的熏陶，更要涉足消费心理学的内容，只有

了解顾客的心理才能给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也才能满

足顾客对早茶的情感依赖，延续对早茶的忠诚。比如可

以结合消费者的年龄和就餐目的来布置就餐场地，选

择与之适应的餐具。结合消费者的人数给予点餐的数

量和种类建议。根据消费者的就餐速度控制餐点出品的

速度，征求顾客的意见和建议等，创造出有 “温度” 的

服务。其次，制订评分标准，通过顾客打分、同事打

分、领导打分选出优秀的员工，从而带动全体员工努力

争优。同时，鼓励员工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一方面能

发现自身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提升优秀员工的自信和工

作积极性。最后，由当地餐饮协会等相关部门牵头组织

本地早茶单位分类有序地外出学习交流，吸取其他地方

（比如与泰州早茶同属一派的扬州早茶）的经验。

（四）传承制作技艺

泰州早茶的精华还在于独特的制作技艺，这是区别

其他地方早茶的关键所在。比如干丝的制作技艺、干拌

面的加工制作、福香茶的调配冲泡等等。这些传统的制

作技艺只有不断地传承下来并传播出去，才能让泰州早

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早茶经营单位在售卖早茶产品的

同时，可以开展消费者体验活动，让消费者切身感受早

茶的生产制作过程。更可以设计成研学产品，走进学校。

也可以走进社区开设讲座、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熟

悉它，进而成为早茶文化的传播者 [4]。

（五）丰富营销手段

泰州早茶在营销上面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消

费者可以从电视、广播、报纸这些传统的媒介中了解泰

州早茶，也可以从当地文旅部门和一些早茶经营单位发

布的视频号或抖音号获知。每年的早茶集市活动能吸引

更多的当地人及外地游客品尝体验泰州早茶，了解早茶

文化。“泰州早茶” 店陆续在其他城市立足。在此基础

上，需要进一步通过开展 “走出去，请进来” 的活动扩

大泰州早茶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此外，可以结合泰州

旅游设计出一些以早茶产品为主体的旅游商品或旅游纪

念品，既可以作为馈赠给亲朋好友的礼物，也可以留为

自用。经过自家厨房的二次加工，获得不出门就能品尝

泰州早茶的体验，也消除了很多人 “浪费时间” 方面的

顾虑。比如开发 “泰州早茶系列包子” 产品，通过保鲜

技术开发出泰州鱼汤面的半成品，尝试 “福香茶” 的商

标注册及生产 [5]。

泰州早茶不仅仅是早餐餐点，它是泰州餐饮文化中

的一员，是传统技艺的传承，也是泰州人的生活方式，

发展和弘扬泰州早茶为泰州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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