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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经济产业模式逐渐呈现地区化发展趋势，广西横州市便以发展茉莉花产

业经济而闻名。横州当地有着广阔的茉莉花种植基地，通过调查研究横州茉莉花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

展，加强对横州茉莉花经济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对单一的茉莉花文化发展模式进行创新，丰富茉莉花

文化的内涵和体验方式，实现茉莉花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发展，以带动横州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

时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提高文化体验感，以特有的茉莉花文化带动当地进行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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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model, Hengzhou City, Guangxi Province is famo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smine in-
dustry economy. Hengzhou has a broad jasmine planting bas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ngzhou jasmine cultural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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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Hengzhou jasmine economy,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a single 
jasmine 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l,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perience of jasmine cul-
ture,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jasmine cultural industry, so as to drive the fur-
ther development of Hengzhou’s local economy, and at the same time meet the growing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improve the sense of cultural experience, With the unique jasmine culture, it 
driv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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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 10 朵茉莉花，6 朵来自广西横州。自 1978 年开始大规模种植以来，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已

经扩大到 12 万亩，年产茉莉花鲜花 10 万吨，年产茉莉花茶 9.5 万吨。2023 年横州茉莉花(茶)综合品牌价

值达 222.15 亿元，连续五年蝉联广西最具价值的农产品品牌，横州茉莉花茶位居全国区域品牌第 17 位 [1]。 
为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对广西横州茉莉花文

化产业进行创新性发展。茉莉花文化有助于让游客参与到茉莉花从种植到轻加工的过程中来，提高游客

们的文化参与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茉莉花文化带动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使横

州当地摆脱以初级茉莉花农产品销售的尴尬局面。将茉莉花文化附于一系列茉莉花制品以及文创产品之

上，整合茉莉花下游产业链，提高茉莉花附加值，以文化带动消费，以文化促进发展 [2]。 

2. 广西横州茉莉花文化发展现状 

茉莉花，素有“花中君子”的美誉，其幽香被誉为“花中之王”。横州是我国著名的茉莉花之乡，

拥有着全国最大的茉莉花茶加工基地。横州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都十分适宜茉莉花茶的生长，其中

横州种植的双瓣茉莉花，花蕾大，花色雪白，花香馥郁，花期早，每年 4 月开始采摘、上市，花产量高，

是茉莉花中之上品。有着 400 年茉莉花种植历史的横州，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将茉莉花种植引向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依托茉莉花种植，横州已成为全国全世界最大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生产加工

基地 [3]。 
在茉莉花文化的推动下，横州市的茶文化也得到了提升。茉莉花茶，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芬芳的

香气，成为当地茶叶产业的亮点。茉莉花与茶的巧妙结合，不仅为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更为当地农

民提供了丰厚的收入。2019 年，横州茉莉花茶加工产值约 75.01 亿元，占全国茉莉花茶总产值的 61.51%，

横州茉莉花产业坚持秉承“标准化、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建立了茉莉花专家大院、茉莉花标准化生产

基地、茉莉花茶标准化加工基地、中国茉莉花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华茉莉园、茉莉花产业中心示

范区、茉莉花茶电子商务中心和全国四大茶叶市场之一的西南茶城及中国茉莉花茶交易中心市场，完善

茉莉花产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交通、服务、信息、旅游、管理等保障体系，全面推进茉莉花产业的

发展 [4] (数据来源：横州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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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横州茉莉花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3.1. 小农户个体经营的固有弊端 

据统计，2021 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约 12.5 万亩，花农约 33 万人，但花农人均占地仅约为 0.37
亩，现如今仍然多以小农户家庭种植为主要种植方式，未能实现当地茉莉花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种

植 [1]。小农户个体经营通常生产规模较小，难以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成本较

高。同时个体经营往往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难以引进和应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导致产品质量和

产量难以达到较高水平。由于生产规模和技术的限制，小农户个体经营在市场上往往缺乏竞争力，难以

与大企业竞争，容易陷入困境。小农户个体经营往往缺乏有效的风险抵御机制，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

场波动等风险，容易遭受损失。小农户个体经营的产品往往缺乏品牌效应，难以形成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难以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和利润。 

3.2. 缺乏对茉莉花文化产品的深层次开发 

横州市有着丰富的茉莉花资源，然而，目前市场上的茉莉花产品主要是以茉莉花茶为主，品种相对

单一，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5]。目前的茉莉花产品大多只注重其基本功能，如冲泡饮用，而对

产品的包装、设计、品牌等附加价值并未充分开发，这导致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市场占有率也相对较低。 
横州市在茉莉花文化产品的开发上，缺乏深度挖掘茉莉花的其它潜在价值。例如，茉莉花精油、茉

莉花护肤品、茉莉花食品等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尚未得到充分开发。这样的文化产品开发深度不足，

限制了茉莉花文化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此外，横州市在茉莉花文化产品的设计上，缺乏与现代消费需求

的对接，当前，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外观、品质、口感、包装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而横州市的茉莉花

文化产品在设计和生产上，往往忽视了这些需求，导致产品竞争力不强。 

3.3. 与网络新媒体联系不够紧密 

横州市的茉莉花文化产业一直以来都以传统工艺为主，虽然在产品制作上有独特的工艺和风格，但

在推广和传播上却相对滞后 [5]。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给传统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横州茉

莉花文化产业并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在互联网时代，仅仅依赖传统的销售模式和宣传手段已经难以

适应市场需求，急需与互联网新媒体结合，拓宽宣传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 
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横州市茉莉花文化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途径 [2]。但横州茉莉花文化产

业仍然停留在对茉莉花的浅层次加工层面，缺乏对互联网新媒体的深度理解和应用，使得横州市的茉莉

花文化产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限制。应当通过引入更多互联网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来提

高茉莉花文化产业的创新水平，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社交媒体的兴起为文化产业的传播提

供了便捷的途径，但在横州市的茉莉花文化产业中，社交媒体的运用似乎尚处于初级阶段。通过建立微

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实现茉莉花文化产业的信息及时传递，与广大消费者建立更

紧密的联系。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了解市场需求，收集用户反馈，帮助产品的不断改进和升级，

提升市场竞争力。横州市应当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拓宽销售渠道推动茉莉花文化产业与互

联网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使之成为横州市文化产业的新亮点。 

4. 广西横州茉莉花文化产业未来发展建议 

网络新媒体的崛起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发展契机，经济的单一性也往往成为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

素，单一的经济会受到上下游产业链的影响，使得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横州的茉莉花文化发展

也是如此。横州只有依托网络新媒体传播，将茉莉花种植、茉莉花文创和茉莉花文化旅游等产业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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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将上下游产业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创新型茉莉花体验园的文化旅游模式带动相关茉莉花文创

和茉莉花种植业的发展，对单一的茉莉花产品进行深加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形成横州茉莉花文化消

费循环发展模式，从茉莉花种植到茉莉花文创产品以及文化旅游业相互融合发展，并借助网络新媒体进

行文化传播，扩大文化影响力。 

4.1. 加强对茉莉花种植的集约化管理 

加强对茉莉花种植的集约化管理，不仅能够提高茉莉花产业的整体效益，还能促进茉莉花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2]。通过集约化管理，可以更加高效地调配资源，包括土地、水源、人力等，使得横州茉莉花

产业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利用有限资源。此外，集约化管理还能够降低管理成本，通过集约化的管

理手段，减少冗余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提高茉莉花产业的经济效益。集中管理有助于提高横州茉莉花的

品质和产量。在这种模式下，可以更好地实施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和管理规范，确保每个茉莉花基地都能

够达到相同的生产标准，有助于提高茉莉花的品质稳定性，满足市场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可以更好地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茉莉花的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 
集中管理还能够促进茉莉花产业的品牌建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个强大的品牌是企业成功的

关键。通过集约化管理，不仅可以统一横州茉莉花品牌形象和标识，还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品牌推广和营

销活动。这有助于提高横州茉莉花在市场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其成为消费者信赖的品牌，进而推动

产业的健康发展。还有利于推动茉莉花产业的研发与创新，各个种植基地之间可以更好地分享经验和资

源，促进茉莉花产业的技术交流和创新合作。这有助于引入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理念，提升产业的科

技含量，推动茉莉花产业不断向前发展。 
横州茉莉花种植基地集中管理是推动茉莉花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集中管理，可以提高产业整

体效益，提高产品品质和产量，推动品牌建设，促进科技创新。然而，要实现集中管理，还需克服一系

列困难和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共同推动横州茉莉花产业的繁荣发展。 

4.2. 加强茉莉花文化的深层次开发 

在文化的深层次开发中，横州市注重从茉莉花文化内涵、艺术表达等方面入手。通过深入挖掘茉莉

花的历史渊源、传说故事和与当地人文风情的结合，使得茉莉花文化产品更具深度。这不仅可以让人们

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也为产品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艺术表达方面，横州市通过举

办茉莉花主题的艺术展览、文化演出等活动，推动艺术家们用各种艺术形式表达茉莉花之美，这不仅提

升了茉莉花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也为文化产品的创意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商业运作方面，横州市通过

与文化创意企业的合作，推动茉莉花文化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这一系列的商业运作不仅为横州市

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茉莉花文化产品的推广奠定了基础。在深层次开发的过程中，横州市注重与各方

资源的合作。政府、企业、文化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形成合力。这不仅有助于资源的共享与整合，

也能够使得茉莉花文化产品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要把横州茉莉花种植基地打造为茉莉花旅游风情园，并为游客提供一系列动手制作茉莉花制品的经

营活动，让文化旅游体验不仅仅是局限于品尝茉莉花茶，观赏茉莉花等，要打破原有的旅游观赏模式，

首先是要制作出具有横州茉莉花文化内涵的吉祥物，让茉莉花文化实体化，并推出茉莉花风情园文化旅

游模式，为游客提供亲自种植茉莉花的实践体验，让游客在感受浓厚的茉莉花文化氛围以及茉莉花文创

产品消费的同时，自行动手制作茉莉花 DIY 饰品和简单茉莉花制品，如茉莉花手链、茉莉花糕、茉莉花

油画等。通过开展茉莉花体验园、茉莉花风情游，来提高游客们的文化参与感，让茉莉花产品更好地服

务人民群众，满足旅客的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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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激发茉莉花文化产品的创意潜力，横州市鼓励民间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参与到产品的创作中。

通过开展茉莉花文化产品设计大赛、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等活动，横州市为广大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己才

华的平台，同时也为茉莉花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广西横州市在茉莉花文化产

品深层次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对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艺术表达的精心打磨以及商业运作的

有机结合，茉莉花文化产品得以焕发新的生机。 

4.3. 借助新媒体文化传播打造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新媒体传播成为文化宣传的一大重要手段，茉莉花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特产，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性产品，有着重要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通过“互联网+”的新媒体宣传模式，将“茉莉花+”
充分挖掘，发挥茉莉花的文化宣传价值，借助如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 APP 对

横州茉莉花文化进行宣传，为横州当地迎来了许多茉莉花爱好者 [6]。 
茉莉花是一种具有重要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花卉品种，利用数字媒介的交互性、便捷性、沉浸性

等特点，并基于现当代时尚热点，建立茉莉花文化宣传点，借助新媒体打造横州茉莉花网红打卡地。通

过网红推荐、打卡等宣传，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和了解茉莉花文化，带动茉莉花文化产业发展，扩大和创

新销售渠道，紧跟时代潮流，打造当代人喜爱的文化消费方式，促进横州当地借助多元化产品销售模式

实现经济增长。 

5. 结语 

横州市要利用好当地大规模茉莉花种植的区位优势，加强对茉莉花文化的深层次开发，以茉莉花文

化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要借助网络新媒体加强文化宣传，打造横州市茉莉花文化符号，充分挖掘了茉莉

花的文化内涵，将其与城市旅游相结合，推出茉莉花文化旅游产品。不仅为横州市增添了文化魅力，也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城市的文明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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