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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黄山传统名茶
专用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

黄农〔2025〕3 号

各区县农业农村（水利）局（黄山区茶产业促进中心、歙县歙茶

产业发展中心）、市场监督管理局、茶叶（业）协会：

根据《黄山市传统名茶保护条例》第十九条要求，我局制定

了《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

黄山市农业农村局

202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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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黄山传统名茶的品牌影响力，提升产品质量，

促进生产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黄山市传统名

茶保护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黄山传统名茶，是指制作技艺被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太平猴

魁。

本办法所称的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是指为了提升黄山传

统名茶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能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专用于黄山

传统名茶生产、包装、销售，具有防伪溯源功能的实物识别标签。

第三条 本办法坚持统一标识、分类编码、数量管控的原则，

实现黄山传统名茶使用主体、年份、产地、茶树品种和鲜叶采摘、

加工等过程可追溯管理。

第四条 市、县（区）农业农村管理部门负责黄山传统名茶

专用标识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由防伪和溯源两部分组成，

防伪部分为黄山传统名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祁门红茶可使用集

体商标），溯源部分为溯源码。

溯源码信息包含标题（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茶类名称

（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级、品牌名称、鲜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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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茶叶加工、质检报告等。

第六条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人为相关茶

叶（业）协会。

注册人负责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的印制、审核、发放等工

作。

茶叶生产或经营主体向注册人提交申请，获许可后使用证明

商标。

集体成员向注册人提交申请，获准许后使用集体商标。

第七条 加贴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的产品产地应符合所规

定的地域范围，地域范围外生产的商品不得使用该专用标识。

黄山毛峰产区为黄山市全域产茶乡镇，祁门红茶主产区为祁

门县全域和黟县渔亭以北地区，太平猴魁产区为黄山区全域。

第八条 为管理和运用专用标识的需要，注册人可以向使用

人（或集体成员）收取合理费用，收费金额、缴纳方式、缴纳期

限应当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协商确定并予以公开。

第九条 注册人应及时将被许可（准许）使用者汇总材料报

相关的农业农村管理部门。

第十条 县（区）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依托

黄山市茶产业大脑，建设茶叶数字化管理平台，将专用标识申领

和转换、产地溯源等作为重要服务功能。

第十一条 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发放应根据“以园定产、以

产定标、以标定销”原则，结合上一年度企业实际标识激活率，

严格审核发放数量，实现溯源信息一致，实体标识数量与电子标

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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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使用人（或集体成员）应

当加强品牌建设，履行下列职责：

（一）维护黄山传统名茶产品的特定品质、质量和声誉，保

证产品质量稳定；

（二）应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对产品品质的不定期检测和标识

使用监督；

（三）应建立专用标识使用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标识的申领、

使用等工作。

第十三条 黄山传统名茶专用标识的使用规则按照《黄山市

传统名茶保护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执行。

第十四条 县（区）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应会同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对专用标识使用开展联合监督检查，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执

法、跨区域执法协作与维权援助，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