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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把好源头关

车至云南省普洱市，沿着茶山和花海前行，记者来
到林润咖啡庄园。北回归线穿过云南普洱，1988年雀巢
公司看中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当地投资咖啡产业，
林润庄园所在的大开河村是最早规模化种植咖啡豆的村
子之一。

“当时村子里的咖农专门给雀巢种商业豆，价格
嘛，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哪有什么议价权！”谈及过
去被国际咖啡巨头廉价收购的日子，林润庄园的老庄主
华红林苦笑。

华红林的女儿华润梅回忆，以前没有发酵池与清洗
池，村里人会把脱皮完的咖啡豆放在麻袋里发酵，收上
来的咖啡果红红绿绿，质量参差不齐。“只要达到收购标
准的及格线，品质好坏都是一个价，咖农们对咖啡品质
要求不高，只把这当成一种销往国外的农作物，收获后
就有人买走。”华润梅说。

2015年，大学毕业的华润梅回到大开河村，和她一
起回来的还有村子里年轻的“咖二代”们。那两年恰恰是
咖啡国际期货价的低点，咖农损失惨重。是否继续当国
外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华润梅意识到，有好豆子才能摆
脱期货价格的束缚。若想跳出单一的集中收购模式，必
须走精品化路线。

“我们的豆子有近 40年历史，用村子名当品牌名再
合适不过，我们产品名字对外统一叫大开河咖啡。”华
润梅说。2016 年大开河咖啡诞生，村子 7000 亩咖啡园
里，多了许多年轻面孔穿行田间，忙着修枝晒果。

从那之后，村里的咖啡鲜果处理站收到的咖啡鲜果
不再是红绿混杂，而是一水儿的红色。“提升品质，必须
从源头开始，我们要求全红果采摘，把控好咖啡鲜果质
量。”华润梅说，“除此之外，我们加强田间管理，勤修
枝的同时降低过高的种植密度，减少草甘膦的使用，改
变过去较为粗放的种植模式，在咖啡园内搭配种植高大
遮荫树木，营造更适合咖啡树的种植环境。”

从鲜果到咖啡豆，需经历生豆处理。过去在大开河
村，咖啡的生豆处理方式仅有水洗一种，单一处理方式
也让咖啡风味较为单调。为了让自家咖啡有更多风味，
华润梅报名参加普洱市咖啡生豆处理培训班，把日晒、
蜜处理及双重厌氧发酵等处理方式带回大开河。“水洗有
不同门道。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肯尼亚那边独特的水洗
方式，脱果皮后将豆子浸泡在水里发酵，试过才发现
这样做出来的豆子有很明显的柑橘味回甘。”华润梅
说，不断学习进步，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家豆子的处理
方式。

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精品咖啡馆
经营者来到了大开河，以更高的价格在原产地求购高品
质豆子，作为自家咖啡店的特色产品。大开河咖啡的精
品豆产量从初期的年产4吨提升到60吨，市场需求量还

在稳步上涨，精品销售收入占比60%。在一批批像华润
梅这样的庄主和咖农的努力下，云南咖啡的精品率逐年
提高，2014 年到 2022 年，精品咖啡占产区比重从 1%左
右上升至8%。

迈过技术关，品控更精准

沸水浸润滤纸，昕艺咖啡创始人罗银高将手中水
壶微微倾斜，水流呈同心圆状匀速穿过滤纸上已充分
膨胀的咖啡粉，缓缓萃取。“除了花香和果酸，回味里有
一种米酒的味道。”罗银高对记者说。在这里，记者寻觅
到红酒发酵处理方式的咖啡豆。

2014 年，罗银高和施艺昕夫妇创立昕艺咖啡品牌。
“当时我对咖啡一无所知，艺昕喜欢咖啡，品牌名就取
自她的名字。”罗银高说，如今昕艺咖啡已成为当地最受
欢迎的咖啡品牌之一。

在昕艺咖啡烘焙工作室，一台烘焙机倚墙摆放，看
着有些年份，金属机身却依旧锃亮。“这是我们第一台咖
啡烘焙机，花了 8万多元，刚开店就买回来了。”罗银高
介绍，“做咖啡和开饭店一样，饭菜口味得自己把控，
一开始我们就没想过用别人的熟豆，得自己当‘大厨’，
选豆、烘焙、品控样样亲力亲为。”

一杯好的咖啡，六分看豆子，三分看烘焙，一分看
冲煮。从生豆到熟豆，烘焙过程中，生豆中氯酸逐渐消
失，释放出各种风味的水果酸。烘焙得当，能将这些美
好风味呈现，太过则会将它们掩盖。

“最开始自己拿机器瞎捣鼓，怎么也做不出想要的
味道。”为了精进技术，2014年罗银高只身来到北京，报
名参加烘焙培训班，将学来的知识带回普洱。“用不同的
烘焙手法将不同庄园豆子本身的特性带出来，这需要烘
焙师恰到好处的操作。例如浅度烘焙更能突出一些特性
鲜明的精品咖啡豆的水果酸质和花果香气。中度烘焙口
感柔和，酸苦比较均衡，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

2015年，第一届云南咖啡生豆大赛期间，罗银高成
为主办方的生豆烘焙师，连续几天，他将云南所有产区
的豆子都烘了一遍，这成为他最宝贵的实践经验。2017
年，在 Toper杯咖啡烘焙大师赛全国总决赛上，作为普
洱赛区冠军出战的罗银高摘得全国季军。

“不仅要会做，还得把咖啡喝明白，这并不容易。”
罗银高说，“国际上评价一杯咖啡的质量主要通过杯测进
行，以百分制打分，只有国际咖啡品鉴师拥有杯测资
格，目前在国内拥有这项头衔的仅2000人左右。”

为了喝懂咖啡，罗银高夫妇在2016年报名参加云南
国际咖啡交易中心国际咖啡品鉴师培训班，并顺利通过
考试，拿到阿拉比卡咖啡 Q-Grader 证书。“咖啡杯测有
10项指标，我们需要辨识36个不同的闻香瓶，记住枫糖
浆、麦芽、柠檬等味道，品鉴不同咖啡的特性。”罗银
高说。

“成为专业人士，才能对自家产品更有把握。”之

后，罗银高夫妇从优质庄园精选原豆亲自做杯测，根据
原豆特性烘焙，确认烘焙曲线和烘焙度后加工成标准化
产品，在技术关下足功夫做好品控。“原产地是离消费者
最远的地方，昕艺咖啡每一款产品都经过精细打磨，将
原产地独有味道带给消费者。”施艺昕说。

“咖啡行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举办了多届
云南咖啡生豆大赛，最大感受是云南咖啡豆的表现提升
很大。”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海峰说，

“2015年，首届云南咖啡生豆大赛的精品率只有50%，杯
测平均分为 79.95分。到了 2021 年第六届大赛，杯测平
均分已提升至82分以上。”

延伸产业链，产品多元化

“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我们的品牌理念。”坐在普洱
市区的爱伲庄园咖啡门店，普洱爱伲庄园咖啡有限公司
总经理邓家有向记者介绍。

云南普洱处处可见爱伲庄园的影子。百公里开外的
爱伲庄园雨林咖啡庄园，引进并试种来自世界各咖啡产
地的34个当家品种，种植咖啡的同时也维护自然环境多
样性，目前已获国际雨林联盟认证。城外工业园区的
爱伲庄园咖啡加工厂，拥有选色机、烘焙机、包装机等
全套生产线，可实现全微机操作，同一产地咖啡能焙炒
出 16 种不同口味的咖啡产品。城中的爱伲庄园咖啡门
店，往来市民坐在里面闲憩聊天，成为品牌线下体验的
第一窗口。

“2012 年之前，我们只是原料供应商，将咖啡豆按
期货价卖给星巴克和其他欧美客户。”邓家有说，“2012年
我们开始下定决心，引进设备打造全产业链，把咖啡产
业向深加工发展。”

为什么要从原料商转型到生产商，深加工打造自己
品牌和产品？邓家有算了一笔账，咖啡生豆国际期货价
常年在10元/公斤到30/公斤之间波动，经过深加工的成
熟豆，可以卖到120元/公斤以上，即使除去烘焙损失的
水分重量，深加工过程产生的高附加值仍是卖原料收益
的数倍。

“深加工收益大，实现转型并不简单。”邓家有介
绍，他们下了很大决心，光设备就投入了 200 多万元。
2012年公司试生产出一批包括熟豆和挂耳在内的深加工
产品，市场对此却反应平平。“说白了，初期我们习惯大
宗交易，对市场认知不够，以为有好产品就有好市场，
后来才发现运营和生产是两码事。”

2013年，爱伲庄园开始进入电商领域，起初只靠自
身运营，线上销量和产品表现增长很慢，一直不温不
火。2020年，通过与杭州一家电商公司合作，对方提供
全套线上销售方案，这才打开线上赛道。爱伲庄园的产
品包装上开始清晰写明豆种、烘焙方式以及独特风味，
让消费者更清楚了解到产品特色。2020年，爱伲庄园线
上销售额翻了一番，2021 年翻了三番。“我们做好产

品，专业的人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看今年这趋势，销
售额还能翻上两番。”邓家有说。

除了做深产业链，不少企业还在研发咖啡衍生产品
上下功夫，尝试把产业链“做宽”。成立于 1988年的云南
思茅北归咖啡有限公司是雀巢咖啡进入中国时普洱当地
最早的供货商。靠着每年投入超百万元的研发成本，公
司自主研发出咖啡酒、咖啡果皮茶、咖啡果醋、咖啡香
皂等产品。

“咖啡浑身都是宝，目前被利用最多的还是咖啡豆
部分，而果肉等其他部分同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北
归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家录介绍，“我们应把思路
打开，不局限于做饮料，咖啡产业有更多价值等待
探索。”

1 974 年，精品咖啡概念首次被提出。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精品咖啡豆特点
如下：

1 .必须是无瑕疵豆的优质豆子，具有出众的风味。
2.必须是优良的品种，诸如原始的波旁种、摩卡

种、蒂皮卡种，这些树种生产出的咖啡豆具有独特
的香气及风味，远非其它树种所能比，但是产量相
对低。

3.对生长环境有要求。一般生长在海拔1500米
甚至2000米以上的高度，具备合适的降水、日照、
气温及土壤条件。一些世界著名的咖啡豆还具有特
殊的地理环境，如蓝山地区的高山云雾，安提瓜的
火山灰土壤等。

4.采收方式最好是人工采收。即只采摘成熟的咖
啡果，防止成熟度不一致的咖啡果混合，因为未熟
的和熟过头的果实都会影响咖啡味道的均衡性和稳
定性。

5.采用水处理的精制方式。水洗式精制方式可以
得到杂质少的咖啡豆，但采用水洗法的豆子在发
酵过程中，如果水质及时间掌握不当，容易让咖
啡豆产生过度发酵的酸味。加工好的豆子要及时
烘干，烘干也有度，一般处理好的豆子含水率在
11 —1 3%。

6.有严格的分级制度。经过严格的分级过程以保
证品质的均衡。而且其在运输过程中需要满足诸多
条件，如对于温度湿度的控制、通风的控制、避免杂
味吸附等。

（本报记者 赵 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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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咖啡更好喝了
本报记者 沈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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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国际市场，由于粗放的加工处理方式和不
稳定的品控，云南咖啡豆仅仅作为商业豆被雀巢、
星巴克等国际咖啡巨头以低于纽约期货价10到20美
分的低廉价格大批量收购。如今，瑞幸的高端产品
线“小黑杯”在推出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系列之后，
顺势推出云南咖啡系列；星巴克也将云南咖啡豆列
入其高端品牌“星巴克臻选”产品线内；越来越多的

精品咖啡馆经营者来到云南咖啡原产地，只为给自
家咖啡店寻觅一款特色精品豆……

2021 年1 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会
议期间，茶歇选用的云南咖啡让国内外嘉宾赞不绝
口。从商业豆到精品豆，云南咖啡如何走向精品
化，赢得市场认可？

自 1892 年在云南宾川种下第一株咖啡
树起，云南咖啡已走过百余年。经过推广
种植，咖啡树这一舶来品逐渐在苍山洱海
间生根发芽，形成普洱、保山、德宏及临
沧等咖啡种植区。2020—2021 年产季，云
南省咖啡种植面积 10万公顷，位列亚洲第
4 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98.5%以上，
咖啡豆及加工产品远销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历史悠久的云南咖啡，如今百尺竿
头，向精品咖啡进军。

精品咖啡这一概念来自消费者对咖啡
产品的新需求。随着消费者对咖啡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精品咖啡的概念在国际上
出现，一套详密的精品咖啡生产流程随之
形成。在种植端，从以往对咖啡果实成熟
度无苛刻要求变为全红果采摘；在处理
端，由水洗和日晒等传统处理法演变为厌

氧发酵、厌氧慢速日晒等特殊处理法。全
球范围内，精品咖啡消费群体基数大，需
求水涨船高。云南咖啡豆若想巩固“国际豆”
地位，势必要赶上精品咖啡的潮流，在生产
端全流程实现转型升级，推动咖啡豆高端
化、精品化。

快速增长的中国咖啡市场，也为云南
咖啡发展提供契机。数据显示，2021 年中
国咖啡市场规模约 3817 亿元，预计未来 5
年时间会保持 20%的增速，远高于全球 2%
的平均增速。如今中国消费者不只满足于

喝速溶咖啡，精品咖啡获得越来越多人的
青睐，是中国咖啡市场增长的一大驱动力。
如何让云南咖啡在这片蓝海中占得先机？
在供给侧提质增效，生产更好更高端的咖
啡产品，能更好在满足消费者需求前提下促
进自身发展。

对咖啡种植来说，云南拥有得天独厚
的 气 候 、 环 境 优 势 ： 咖 啡 种 植 区 海 拔
高、纬度低、年温差小、日照强烈、雨量
充沛，是世界公认的咖啡种植黄金地带。
坐拥“天时地利”的云南咖啡，在走向精品

化的过程中取得积极进展。德宏后谷咖啡
等本土企业深耕产区，采取更精细的种植
管理与处理方法，改善了生豆品质；相
关机构连续举办多届云南咖啡生豆大赛，
在比赛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云南
豆与瑞幸合作推出“云南普洱咖啡”等多
款爆款产品，助推云南精品咖啡“破圈”，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

让云南咖啡更加芳香，应在产销两侧
发力。在生产环节，加大科研投入，培育
品质更好、味道更香的咖啡豆，并大力推

广；在加工环节，普及加工装备、推广加
工 技 术 、 增 强 加 工 能 力 ， 提 高 精 品 豆
产 量；在销售环节，打通地方市场的限
制，便于生产者获得更多的销售渠道和市
场福利。

小小咖啡豆，蕴含大潜力。当下咖
啡产业转型升级，云南咖啡正奋起直追实
现咖啡精品化，以期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
生产者收益，助推云南咖啡飘香海内外。

小小咖啡豆，蕴含大潜力
赵 昊

啥是精品咖啡豆？

云南天宇咖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咖农展示刚采摘的咖啡豆。
卢 磊摄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昕艺咖啡店内，创始人罗银高在清理咖啡器皿。
卢 磊摄

延伸阅读

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的一家咖啡馆内，咖啡师正在磨制咖啡豆。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第七届云南咖啡生豆大赛中，评委以现场杯测的方式对参赛咖啡豆
进行评测。 卢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