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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聞

云南“茶王”吴远之去世 打造“金融茶”引发争议
■ 12月 20日晚间，云南大益

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官微公布，董事
长兼总裁吴远之突发脑溢血去世。

■ 吴远之曾经被誉为云南“茶
王”，他最为人熟知的故事，是在短
短十余年中，将大益茶打造成了

“金融产品”。这不仅缔造了大益
集团的辉煌，也推动了普洱茶品类
的发展。

■ 但这也为他带来巨大的争
议，“金融茶”导致茶叶本身的价值
被剥离，从而出现一系列“炒茶乱
象”。

1
接手勐海茶厂 开启了普洱茶

的新时代

12月 20日晚间，云南大益茶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益
集团”）发布消息，集团董事长兼总
裁吴远之先生，在旅居加拿大期
间，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
世。公开资料显示，吴远之生于
1966年7月，享年55岁。

大益集团还表示，已成立特别
委员会，全面负责大益集团运营管
理工作。目前，大益集团生产、经
营、决策等各项工作均正常进行、
稳定开展。

据了解，吴远之毕业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主修飞机设计，后又
远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获得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工作后，吴远之一
直和金融打交道，先后就职于海南
省政府经研中心、海南证券交易中
心、海南清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海信投资有限公司。
2004年，恰逢国营勐海茶厂改

制，吴远之率团队收购了勐海茶
厂，后将其改名为云南大益茶业集
团。

勐海茶厂具有悠久历史，由巴
黎大学毕业的范和钧创建于 1940
年，在后来的云南四大国营茶厂中
编号为 2。勐海茶厂，是普洱茶人
工后发酵陈化技术的研制者之一，
也是该技术的最早应用者，其产品

“7542”生饼、“7572”熟饼，被业界
公认为普洱茶生茶及熟茶的标杆
产品。

吴远之接手勐海茶厂，开启了
普洱茶的新时代。

2
普洱茶变身“期货”一件茶售

价高达6500万

云南虽是普洱茶主产区，但在
2000年前后，当地知道普洱茶的人
还不多。入主勐海茶厂后，吴远之
有心抬高不知名、售价低的普洱
茶，但在当时的普洱茶市场，勐海
茶厂只是一个小角色。

2005年，来自港台地区的“炒
茶客”拉开了普洱茶的炒作热潮。
他们低价从茶农手中收购囤积茶
叶后，就开始大肆炒作。

这一次普洱茶炒茶热在 2007
年达到高潮，随后泡沫迅速破灭。
当年4月，普洱茶价格大幅跳水，庄
家高位套现，中小玩家一地鸡毛，
几个大茶厂也损失惨重。

行业的低谷却让吴远之看到

了机会，趁着大茶厂元气大伤的空
档，他带领云南大益迅速占领市
场。

早在 2005年，他就曾仿照“马
帮进京”发起了“滇茶大益天下·马
帮西藏行”活动。2008年，他又借
助奥运会的契机，砸5000万拿下央
视黄金时段广告。

2009年，大益茶又开始打造授
权专营店体系。在全国布局了超
过上千家专营店。一套组合拳下
来，吴远之打开了大益茶的知名
度，也搭建好了经销体系。之后，
大益茶还玩起了饥饿营销，用高调
的宣传包装和限量的配货打造出

“号字茶”系列，引来“炒茶客”争相
交易。

而将普洱茶作为投资的现象，
从 2006年开始出现苗头，到 2013
年左右达到顶峰。此时，大益几乎
已经成了国内普洱茶投资交易的
唯一品牌，甚至出现了专门跟踪大
益茶走势的平台——每一种茶叶
的“唛号（数字方式表示普洱茶的
名称）”就如同股票代码，输入“唛
号”，既能实时跟踪普洱茶的价格
涨跌、行情走势。一个包含经销
商、专营店、投资者、买家在内的完
整流通体系就此形成，“炒茶”成为
一个专门的行业。

除了对上市茶的炒作，炒茶圈
还发展出期货市场。在这种独特
的模式下，只要有货单，就可以找
茶客缴纳定金，但不做实际交易，
等茶叶价格攀升后，由上一个茶客
再卖给下一个茶客，如此循环往
复、“击鼓传花”。用“自己卖，自己

买”来抬价的手法一度非常普遍，
导致普洱“期货单”交易量异常活
跃的同时，普洱茶的价格也飞涨，
于是又被形象地称为“金融茶”。

2016年，大益进入了中国品牌
价值 500强，品牌价值达 112.02亿
元，高居茶行业首位。2017年，吴
远之又放言，要将“大益普洱茶打
造成为中国的奢侈品”，大益茶“茶
中茅台”的金融属性得到进一步传
播。

对于买卖大益茶的投资者来
说，炒期货前一定会关注的是大益
茶的新货发布预热。申购新茶，有
时候比申购新股都难。

一款2003年的“班章四星孔雀
青饼”价格为 2950 万元/件，一款
2000年的“班章珍藏青饼”，显示价
格为 3900 万/件。一款 2003 年的

“班章六星孔雀青饼”显示价格为
6500万元/件。

这类产品，被市场上称为“有
价无市，一茶难求”。

事实上，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
心相关期货指数显示，截至目前，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国内可以上市
交易的期货商品种类中，并不包含
普洱茶。

争议不断
有人炒作普洱茶血本无归

围绕“金融茶”的争议，从它甫
一出现就如影随形。甚至有人直
言，“茶叶金融的核心就是庞氏骗
局，没有其它。”

2020年年初的“大益鼠饼”事

件，至今让很多人记忆犹新。据了
解，在厂家没有公布“鼠饼”（鼠年
生肖茶）信息的时候，“期货交易”
就是一个对赌的模式，有人看多买
入就有人看空卖出。由于连专营
店都没有配整箱的“鼠饼”，市场严
重缺少整箱货进行交割。

在 2020年 1月 1日晚官方“鼠
饼”信息发布之后，其价格一下子
上涨 5万元，达到十多万元。而之
前三、四万元卖出的商家血本无
归，根本无法交货，导致多个商家
关门跑路，市场违约风险大增，很
多交易平台甚至停止交易“鼠饼”。

2020 年，据东莞当地媒体报
道，东莞60多名炒客被曝购买普洱
茶用于投资，但到期收货时，却无
法对单交货，涉及茶叶本金超过 1
亿多元。

一茶叶交易经纪人曾透露，他
们公司开空单爆仓，亏了 2000万。
不过这类期货交易并非开具真正
的交易交割单，而是用提货单等形
式伪装。

对于外界对普洱茶“炒作”的
议论，吴远之曾在媒体报道中间接
回应称，“普洱茶在没有被喝掉之
前，微生物一直在工作，茶的品质
是一直在变化的。”吴远之认为，20
年前买的那饼普洱茶与保存到今
天的这饼普洱茶，是两个不同的产
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茶的品质更
好了，价值更高了，但是由于有消
费，存世的数量更少了，所以价格
自然更高了。相当于你是用更高
的价格买了一个新产品，这与金融
无关。”

今年 8月，浙江省宁波市医保
局发文，计划用医保历年账户支付
种植牙项目；近日，四川、宁夏陆续
开展口腔医用耗材历史采购数据
填报。新闻引发人们猜测：种牙是
不是有望进医保了？

根据现行医保政策，治疗性质
的牙科项目，如拔牙、补牙、根管治
疗以及牙周病、牙龈炎等费用，纳
入医保报销。而种植牙、牙齿矫
正、牙齿美白等被归为医疗美容修
复项目，不在医保的支付范围。

在近年的全国两会和地方两
会上，将种植牙费用纳入医保的呼
吁不断。今年 9月，国家医保局就
有关建议答复：目前各地对眼镜、
义齿、义眼等器具均不纳入基本医
保支付范围。

根据《2020年全国医疗保障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医
保基金收入 2.48 万亿元，总支出
2.1万亿元，累计结存 3.15万亿元，
基金总体运行平稳，结余较为充
裕。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疾
病谱的变化，医疗费用支出不断增
长，医保基金长期平衡存在一定压
力，医保基金收入增速低于支出增
速将成为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
将动辄万元的种植牙项目纳入医
保，并不现实。考虑到种植牙并不
似心脏支架、抗癌药是救命救急所
需，也不是缺牙修复的唯一手段，
将其纳入医保，有违医保“保基本”
的功能定位。

多地医保部门在种植牙方面

的举动，其实意在探索通过集采引
导种牙价格回归合理空间。此前，
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可医保支付
的高值医用耗材，通过集中带量采
购实现大幅降价。作为医疗服务
的购买方，医保对于基金支付范畴
的医疗行为有一定的激励和约束
作用。在“义齿不纳入基本医保支
付范围”这一前提下，如何通过集
采实现种植牙项目降价，并落地，
有待地方改革方案进一步加以明确。

牙好胃口就好。牙齿状况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既然将种
植牙纳入医保支付之路行不通，我
们不妨来分析种牙为何这么贵，有
无其他降价的办法和可能。

有研报显示，种植牙的费用构
成中，种植体作为核心材料，花费

在3500元~1.2万元之间，占整体费
用的 50%；手术费和麻醉费合计
3000元~5000元，占比为25%；剩余
费用中，修复材料和种植基台各占
10%，牙冠占5%。可见，种牙贵，主
要贵在种植体和医疗服务费。

考虑到种牙对医生的种植技
术要求较高，且种牙周期长、患者
多次就诊、需要多位医护人员通力
配合，其人力成本和医疗服务费用
不低，不难理解。相比之下，占种
植牙费用“半壁江山”的种植体才
是降价的重点。

根据记者过往调查，很多标价
万元的进口种植体，出厂价在千元
左右，甚至近半费用用于“铺市
场”，“水分”极大。如此说来，促进
种植体价格阳光透明，挤出“水

分”，才是其降价的关键。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以基本医

保为主体，补充医疗险、商业保险
等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多元化需
求。随着老龄化加剧，种植牙市场
潜力较大，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探索
将种植牙项目，研究纳入商业保险
支付范围的可行路径，有助于满足
人们对种牙这一更高水平的医疗
服务需求。

事实上，种牙在绝大多数国家
都属于自费项目。在一些国家，

“看牙贵”引起人们对牙齿保护的
高度重视。眼下，我们与其讨论种
植牙有无可能入医保，不如养成良
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将牙病解决在
萌芽状态。

减轻种牙费用负担，不止“进医保”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