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淳安

写在前面：品牌就是影响力，品牌就是竞

争力，品牌就是附加值。就像没有小龙虾就不

知道盱眙、没有苹果就没有洛川的产业集群、

没有普洱茶就没有云南大益的今天一样。成

功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既可以成为一张有

影响力的“城市名片”，又可以成为一面有号召

力的“产业大旗”，还可以成为一块有价值感的

“金字招牌”。

2020年是品牌农业的关键年。随着全国

性复工复产的顺利启动和“新基建”政策红利

到来，我国农业生产从总量扩张转向质量提

升，农业农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产业要兴旺，品

牌引领是关键；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依然是当下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和突破

口。为迎接第三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记者专

访了品牌农业专家、中国品牌农业战略推进中

心执行主任刘鑫淼。

记者：您对目前我国农业区域品牌建设的

几种模式有什么看法？

刘鑫淼：我国农业品牌化战略经过多年

的引导和扶持，农业品牌开始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

农业品牌示意分类

第一，单一产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

模式趋于成熟。作为最成熟、最方便推广复制

的品牌模式，单一产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

展模式在农业农村部的积极推动下，以其产品

基础好、推广传播简单、模式复制容易、产业带

动效应明显等诸多优势，倍受业界领导和地方

部门的欢迎，并在全国广泛推广，取得良好效

果。继2017年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选

和2017、2018两批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评审后，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目录”于第十七届农交会期间在南昌

重磅公布，300个单一产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成功入选。

第二，综合性全域型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全

国兴起。在单一产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模

式成功推广的同时，一些地方因受产业小而

散、品牌多而弱等条件限制，不适宜实现产业

的规模化发展，全域型综合性农业区域公用

品牌模式应运而生。如：四川巴中的“巴食

巴适”、浙江丽水的“丽水山耕”、山东聊城的

“聊胜一筹”等。这些地方将多个产业、多品类

产品和品牌统一打包推广，成为一种创新的

区域品牌发展模式，并在全国形成了较高的影

响力。

我认为，单一产业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之

所以能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其核心就是依赖于

地标产品自身的产品特色、市场的广泛认知和

地方特产长期积累的市场口碑。而全域型综

合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在品牌打造和运营上

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因需要兼顾多

个产业的多种品类，所以在品牌命名时不能直

接明确某一个品类，只能重新创设一个新颖奇

特且能够注册的新商标作为品牌名称。因品

牌名称不便直接明确某个产品品类，这一点给

新品牌的创意策划、宣传推广，以及消费者的

快速认知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另外，一个新

品牌的成功推广，又往往高度依赖持续投入高

额的宣传费用，这无疑给很多地方带来了非常

大的困扰。因此，全国近百余个全域型区域公

用品牌，基本都停留在品牌形象符号化设计和

品牌知名度宣传的基础层面。

记者：如何才能应对全域品牌打造存在的

诸多制约呢？

刘鑫淼：我们在对区域品牌进行深入研

究和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个价值统

一型农业区域公用品牌的打造模式。该模式

以品牌双定位理论为依据，在品牌命名方式

上既沿用了“产地＋”的基本原则，在品牌价

值塑造方面，又能兼顾产业端和消费端的双

向价值表达。通过多个地方区域品牌的实践

应用，对解决全域品牌面临的问题有着明显

的优势。
价值统一型农业区域公用品牌与其他品牌模式对比分析

品牌模式

驱动类型
命名方式
品牌定位

区域范围

商标属性

品牌公信力

品牌延展性

号召力与
凝聚力

运营管理与
执行落地

代表案例

可对接项目

单一产业型
农产品区域品牌
（全球通行模式）
产地＋产品双驱动
产地＋产品名称

单一产业领先或差异化

单一产品相关产业

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强

聚焦单一产业，方便落地，方
便整合行业资源，农业农村

部鼓励。

中

组织力号召力强
资源整合能力强

易

平谷大桃
中宁枸杞
抚松人参

阳澄湖大闸蟹
中国国农业品牌目录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百强农产品区域品牌

……

全域型
农业区域品牌

（浙江大学首倡）
无固定模式
无固定模式

模糊

全域所有产品相关产业

普通商标或集体商标
中

全区域、全产业统一推广，全
而不专，长期依赖政府和财

政支持。

强

组织力号召力弱
资源整合能力弱

难

聊胜一筹
巴食巴适
天生云阳
产自临沂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价值统一型
农业区域品牌

（光华博思特首倡）
产地＋价值双驱动
产地＋价值定位

产业端＋消费端双定位
全域同属性、同品类产品

相关产业
集体商标

强
整合全域内同类产品，选择品
类相近的产品，形成品牌价值

共同体。

强

组织力号召力中
资源整合能力强

中

丽水山耕
食域滨州
长寿贺州
济宁礼飨

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特色小镇
……

记者：您对全域品牌未来发展趋势有什么

看法？

刘鑫淼：随着我国农业品牌建设从品牌意

识全面引导，进入品牌与市场的全面规范，第

一轮区域品牌的野蛮生长基本告一段落。这

一阶段因追求政绩而盲目跟风导致出现的区

域品牌，尤其是运营管理难度更大的全域型农

业区域品牌必将遭遇困难乃至大量搁浅。

试想，以政府投入为主的高额品牌宣传费

用能否持续投入？名称指代不清的区域品牌，

如何为具体产品和本地企业带来直接收益？

本就经验不足的运营主体，尤其是缺乏市场经

验的政府部门，如何承担多行业、多品类的复

杂运营？面对上述系列问题，要么重新梳理实

现品牌价值升级再造，重新构建运营体系；要

么因减少政府的资金投入而自生自灭，最终不

了了之。

记者：您提到了价值统一型农业区域品

牌，这种模式未来的发展趋势又会是怎样？

刘鑫淼：价值统一型农业区域品牌模式将

会逐步影响全国，全国农业区域品牌全面进入

品牌再造、价值升级的第二轮阶段。

几乎所有的农业区域品牌，都可以参考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五力模型，再做一次品

牌形象策划的全面升级。通过品牌升级重塑，

尤其是同具体农产品品牌进行强关联强赋能，

加上专业品牌运营机构运营，才能真正走出原

来区域品牌尤其是全域型品牌的困境。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五力模型

记者：目前企业品牌公共化现象大量出

现，龙头企业在区域品牌打造运营中将会扮演

什么角色？

刘鑫淼：一些地方开始组建农投公司或委

托龙头企业承担区域品牌运营责任，这时

候这类运营公司的企业品牌本身就具有公

共性质。此外，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的关

系如何处理，如何强化地方群众公共品牌

意识，打造区域品牌价值共同体，成为考验

地方政府和区域品牌自主运营主体的重要

问题。在此，兼顾政府行政性与市场灵活

性，连接政府、协会、企业、农民、市场渠道和

消费者的区域品牌一体化协同运营模式值

得全国推广学习。

记者：目前国内一些集群品牌纷纷涌现，

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刘鑫淼：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的不断恶

化，原本以国内市场竞争为主的各产区同类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集群品牌理念的教

育和推广影响下，从国内市场竞争逐步转为

统一对外。中国农业集群品牌将会越来越

多，统一品牌、统一标识、统一标准，一致对

外成为必然。全国性行业协会在以上工作

的统筹过程中，必将成为区域品牌推动的重

要力量。

记者：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农产品线上

交易比重快速扩大，这对我国农业发展有哪些

影响？

刘鑫淼：“新冠疫情”对全国消费市场形成

巨大冲击，农业全产业链互联升级进程加速。

随着中国未来消费形态的再次巨变，和5G技

术的成熟运用，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零售

模式发展，农业在基地标准化、管理数字化、

产品溯源化、营销电商化移动化的进程进一

步加速。

现代农业数字化农场建设示意图

未来已来，市场永恒不变的主题就是

变化，与其恐慌错愕，不如进化升级，市

场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

积极探索中国农业区域品牌发展模式
——访中国品牌农业战略推进中心执行主任刘鑫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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