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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龙井管理系统项目APP/小程序开发需要有哪些功能:

本报讯(宋鹏记者朱海洋)产于浙江杭州的西湖龙井茶在茶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日前，记者从杭州举办
的西湖龙井茶原产地证书标识管理培训班上获悉，今年，杭州在茶农使用防伪标识多年后，全面加快数
字化管理系统建设，加强对该品牌的管理和保护。 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已有123家企业、名茶农获得
“西湖龙井”商标许可。由于茶叶企业规模小，茶农分散，西湖龙井的品牌经营一直面临诸多困难。为
加强品牌管理，舒名好123于今年3月在杭州正式实施。 记者看到，该办法大的亮点在于提出建设“西湖
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平台，对西湖龙井茶的生产、加工、销售、市场运营进行数字化一站式管理，
涵盖西湖龙井茶基础数据库、安全追溯查询、“西湖龙井茶”地理证明商标许可、龙井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专用标志注册(西湖产区)、原产地证明标志申请发放及流程控制、市场监管控制等内容。 整个培训
为期5天，分为集中授课和现场授课。主要面向茶企、茶叶合作社负责人、技术人员，包括西湖龙井茶品
牌策划、农产品品牌传播、质量安全管控、商标注册管理等。据了解，经过前几个月的数字化管理实验
，接下来，杭州将对其进行调整、推广和深化，以进一步加强西湖龙井茶的品牌管理，规范产销行为。 

龙井管理系统项目APP/小程序开发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不懂的技术的不知道app如何计算费用，不知道APP开发需要多少钱，因为有的公司也是报价不一样，但
是真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报价，因为APP开发不同，

具体的需求不同，同样难易度也不同，那么就产生了报价的差异龙井管理系统项目主要核心功能有4个,
需要用到8个开发人员，我们要考虑到APP开发的复杂程度,

因为APP开发针对的人群不同,那么每个APP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难易度也不一样,开发需要100人/天和200
人/天,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考虑到难易度,还要考虑到用多少人,假如我们需要32/天,那么我们开
发龙井管理系统项目项目的总费价格用大概就是2.56万元

地理标志品牌对一个地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龙井湖，对于杭州来说，无疑代表了一种灵魂和品位。 



遗憾的是，这个足以让杭州骄傲的品牌，也一度被假冒伪劣产品所困扰。只要提起西湖龙井，消费者联
想到的不是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购物体验。 近年来，虽然有关各方都在尽力保护西湖
龙井的品牌，但似乎收效甚微。一方面，品牌度如火如荼，家喻户晓；另一方面，几乎每年茶农还在为
卖茶发愁。
西湖龙井，一个承载杭州形象的品牌，一个承载中国茶叶国际声誉的品牌，如何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造假困境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说到茶，就绕不开西湖龙井。 以湖命名，诞生在城市附近。西
湖龙井的每一片叶子都浓缩着历史和文化。在杭州市的宣传片中，西湖龙井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与湖光
山色融为一体。 但是假冒一直在侵蚀品牌的完整性。龙井湖只有2.16万亩茶园，年产量500多吨。杭州作
为国际旅游城市，每年都有上亿的游客。茶叶市场的缺口是天文数字。而浙江18个县区都生产加工龙井
茶，虽然分为西湖产区、钱塘产区、越州产区。但茶叶品种、制作方法相同，客观上造成真假难辨。导
致当地茶农制假售假屡禁不止，外地客商浑水摸鱼，借机牟利。 “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不仅损害了
茶农的利益，让他们欲哭无泪，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让西湖龙井品牌受到了污染和诟病。 对此，西
湖龙井茶行业协会多次出台措施应对。据业内人士回顾，在茶行业中，西湖龙井早实现了原产地保护。
但当年由于工商和质检分属两个体系，需要贴原产地保护和证明商标两个标志，不仅手续繁琐，而且缺
乏后续监管，导致品牌保护形同虚设。
情急之下，2011年，协会开始聘请律师团队，在全国各地的市场打假。 此后，杭州成立了市级的西湖龙
井茶管理协会，希望以雷霆手段清理西湖龙井的市场乱象。但由于注册商标被西湖茶业协会控制，没有
及时转让，无法实施有效监管，终功亏一篑。
2019年3月，个别茶农制售假货、买卖茶叶标签的现象被媒体曝光，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龙井湖去哪了？
解决办法 虽然西湖龙井的品牌保护必须对市场进行打击，但如果不做好内部管理，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还容易造成市场过度反应。接手“烫手山芋”的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综合分析，西湖龙井产业集中度
低，不仅涉及茶农，还涉及茶企，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不仅商品流通环节太多，而且质量肉眼难
以分辨。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面，依靠传统的管理方法必然是无效的。我们要发挥杭州的优势，利用
现代数字化手段来应对。 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杭州出台了《西湖龙井茶原产地证书和标识管理办法》
，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设了“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将168平方公里保护基
地内的所有茶农、茶企统一进行数字化管理，以此来复仇。 “虽然外表令人困惑，但茶叶产量基本稳定 
首先，根据测绘数据，由区、镇、村三级核实茶农、茶企的茶田面积，并上报数字化管理系统。然后，
在管理系统中，为每个科目建立独立的电子账户。电子账户按照实名制管理，根据其茶园面积核定干茶
数量。 这样，当农民将鲜叶卖给茶企时，其电子账户中的干茶数量(鲜叶与干茶的比例为4: 1)会同步减少
，而被收购企业的电子账户中的干茶数量会同步增加，两者一一对应。如果不符，系统会自动报警。在
对外包装销售时，茶农和茶企可以通过其电子账户中的干茶数量提前兑换实物证明标志。 发放的所有实
物证书应统一编号，茶农、茶企申领证书时，其电子账户应同步显示申领的证书数量。根据号码，随时
可以追溯到源头。按照规定，所有对外销售的包装西湖龙井茶，必须在外包装上标注实物证明标志，否
则将依法查处。 因为数字管理系统几乎堵住了打假的所有漏洞，所以受到了很多人或明或暗的抵制。它
的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它的关系向四面八方延伸。“虽然数字化管理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损害大家的
利益，但只要是一致的、罕见的，品牌效益就会是长期的、可持续的。”赵对的态度是坚如磐石，无动
于衷。 随后，西湖龙井实施品牌授权运营，与100多家经营主体签订承诺协议，开展大规模业务培训，
普及数字化管理的必要性和操作要领。另一方面，与天猫、JD.COM等电商平台签约，规范电商销售行
为，与中国茶叶学会联合成立西湖龙井茶品质鉴定中心，提供鉴定服务。在此基础上，聘请律师团队打
假，邀请媒体暗访，提供线索。一旦发现问题，将严格依法处理，绝不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屡教不改，
直接吊销营业执照。 “西湖龙井的确深不可测。但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践踏‘金名
片’，砸了子孙的饭碗，干了缺德事。”赵感慨地告诉记者，接下来，杭州市准备通过立法形成工作闭
环，终把西湖龙井打造成“国内、世界”的茶叶品牌。 《龙抬头》 数数 文字管理系统实施不到一年。
虽然市场上还存在茶农零星买卖茶叶标签、包装标签不规范、“打擦边球”等现象，但“做真、做优、
做精”的共识正在加速形成。很多人对数字管理系统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摇摆和抵制，变成了普遍的欢
迎和支持。 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是，西湖龙井的产值大幅提升。2020年，受春末寒和疫情影响，春茶产
量虽同比下降4.3%，但平均售价同比增长55.1%，产值同比增长48.6%。这种逆势增长的背后，是数字化
管理帮助西湖龙井实现了优质优价。 同时，制假售假基本销声匿迹。由于西湖龙井对茶标的发放、流转
、流向进行闭环监管，有效堵住了实体茶标销售的漏洞。终，茶农还主动将因减产而剩余的22吨茶标归
还给协会。线上线下，西湖龙井泛滥低价销售的现象基本消失。茶农手中的西湖龙井茶不仅不愁卖，还
成了抢手货。 反映在行业中 在新发布的舒名好123中，西湖龙井以70.76亿元的品牌价值高居**。在单位



销售的品牌收入方面，西湖龙井也占据名，比第二名安吉白茶高出7.2倍。特别一级保护区钱明的西湖龙
井，市场价格基本在每斤3000元以上，遥遥于其他茶叶品牌。 胡碧如是郑好茶叶品牌的。这个留学归来
的“新农人”，一开始也对数字化管理有很多顾虑。公司老员工告诉她，茶标管理是十几年前开始的，
做不好。所以在政府征求“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意见时，她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疑
惑。后来全删了，只写了两个字“同意”，还打了个感叹号。 在当时的胡碧如看来，既然政府在推动，
不管是不是担心，总之只能配合。但是这种被动很快就被冲淡了，尤其是看到政府有条不紊的推出后续
措施，她的信心也逐渐增强。向茶农买茶时，她明确要求“不给标准就不收”。就连他年近六旬的父亲
，在杭州茶界也有很大的号召力，做了划时代的直播，帮助政府推动新管理制度的实施。 郑好茶叶品牌
的发展不负胡碧如的热情。2020年，公司的茶叶销量、价格、利润都出现了超预期的增长。“西湖龙井
是我们企业的根本，贴标销售是我们的生命线。只有保护好品牌，我们的业务发展才能可持续，我们才
能安心。”胡玉茹说。 实践启示 地理农产品是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遗产。在这个消费多元化的时代，他
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了青睐，但也难逃“公地灾难”。有的在尺度的冲击下，左顾右盼，不知所措。因
此，如何保护传承，采取什么手段，是值得共同关注的问题。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数字品牌整
合研究所副所长朱震宇认为，西湖龙井的实践给了很多启示。 ，消费层面。有人认为，虽然数字化管理
做到了保真，物以稀为贵，但随之而来的高昂价格只能让普通消费者望洋兴叹。事实上，西湖龙井茶等
地理标志产品受到生长环境、人文历史、加工工艺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产量和规模都非常有限，
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得起。只有坚持高端精品定位，进一步突出品牌的核心元素，才能真正保护和传承地
标品牌。 二是产品层面。为了追求高效率，很多人曾经紧盯早产和高收益，有的甚至不惜以次充好制造
“假钱”。随着数字化管理体系的实施，更多的茶农和茶企认识到，只有净化复壮，恢复群种的品种特
性，只有恢复人工炒制，凸显西湖龙井的工艺特色，从而延续品牌的历史文化，才是西湖龙井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内涵。西湖龙井的实践表明，政府保护品牌的初衷和动机与茶农和茶企的增收目标并不相悖，
而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是技术层面。标志性建筑并不多见，但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一直缺乏有效的
监管和保护措施。西湖龙井的实践表明，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
创新，是改变信息传递方式、重塑政府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 朱震宇建
议，下一步，可以进一步结合技术，让生产加工实体、政府主管部门、社会服务机构和消费者等利益相
关者以数字化的方式参与品牌建设，实现品牌数字化

龙井管理系统项目行业的盈利方式:

1.利用龙井管理系统项目APP/小程序开发扩大订单渠道和用户群体，通过分佣扩大团队。

2.邀请龙井管理系统项目相关行业人员入驻，统一获单，抽取提成。

3.发展城市代理，通过收费或提成，向各城市龙井管理系统项目服务公司/个人持续获得收益。

龙井管理系统项目是一个可以长期深耕持续运营的项目，并可借此切入拓展衔接养老、护理等领域。

想要了解具体龙井管理系统项目项目开发费用，方案报价，思维导图，测试系统，可以联系我们，免费
获取！ 是否合作不重要，多一份参考多一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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