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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

设的指导意见》全文不到5000字，信息量

却很大。笔者有一鲜明感受，就是这份文

件很好地体现了系统观念，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

作方法，可以引导各方以战略的思维、开

阔的视野、合作的胸怀、务实的态度推进

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

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指导意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

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研讨最终形成。自

2017年“中国品牌日”设立以来，相关部委

出台了品牌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各有侧

重。此次七部门共同形成这样一份顶层

设计，系统地提出了如何促进提升中国品

牌发展水平，有利于凝聚各方共识，为今

后品牌建设提供了指南。

这份文件按照品牌最基础的划分，分

别对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和区域品牌指明

了建设方向。相比于企业品牌发展主要

依靠市场机制，产业和区域品牌建设具有

较强的正外部性，更需要政府引导、规范

和扶持。这也是文件首先明确培育产业

和区域品牌举措的题中之义。

对于产业品牌，我们能从相关举措中

看出与“十四五”规划纲要“推动现代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深

化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要求的

一脉相承。农业品牌方面，文件提出打造

一批新型农业服务品牌；工业品牌方面，

提出推动产品供给向“产品+服务”转型；

服务业品牌方面，提出“数商兴农”。

对于区域品牌，《指导意见》提出，“推

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历史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等有机融

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力推进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和组织振兴。品牌建设是乡村产业振兴

的高能动力源，能很好地连接乡村生产地

和城市消费地，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长效机制。

文件还提出，“加强绿色、有机和地理

标志农产品培育发展，打造一批绿色优质

农产品品牌”。从实践来看，鼓励农产品

实现从无公害产品到绿色产品再到有机

产品的提升，也是倒逼生态环境的优化提

升，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我们需要“跳

出品牌发展品牌”。品牌经济是质量经

济，产品质量标准建设是品牌建设的基础

和前提；品牌经济还是文化经济，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延伸出文化创意、文

化再造和文化拓展等内容；品牌经济更是

国家经济，品牌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指导意见》中的很多举措非常注重

和已出台政策的配套衔接，比如，促消费

政策、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产业数字化

转型等等，这也是系统观念的外化体现。

在扩大品牌影响力上，更加注重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对内以

促 消费提升

品牌国内

市场知名度，对外以拓市场、强化规则标

准对接等扩大品牌国际市场影响力。

在营造良好环境上，“支持自由贸易

试验区在推进品牌建设方面深化改革创

新”“持续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推动城市商圈、重点商业街区、社区

生活网点、步行街等错位发展、优化布局”

等举措，为部分城市发展“免税经济”“首

店经济”“首发经济”留下了很大的探索空

间，为品牌消费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提供

了重要支撑。

品牌的培育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谋划，需要相关部门

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创品牌、管品牌的联

动机制和工作合力，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关注、广泛支持和同心协力。我们要坚定

不移走品牌发展之路，保持战略定力和

历史耐心，久久为功，推动更

多优秀的中国品牌行销

全国、走向世界。

一份体现系统观念的品牌政策文件

中铁工业：

打造更多代表中国品牌的大国重器
日前，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

见》，为中铁工业勇担“中国品牌日发源地”重任，建设品牌卓著的

世界一流企业指明了方向。

2017年7月，中铁工业率先在中央企业范围内独立设置中

铁工业二级机构品牌与市场研究中心，设置央企首个品牌总监，

大力推动品牌管理和系统建设。5年多来，中铁工业通过构建品

牌生态、健全品牌体系、加强品牌传播、举办品牌论坛、开展品牌

营销、组织市场研究等系列措施，突出“中国品牌日发源地”这一

鲜明概念，确立了中铁工业与“中国品牌日”的深刻联系，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逐年增高，品牌牵引企业高质量

发展实现重要突破。

铸大国重器、亮国家名片、创世界品牌，打造更多凝聚中国

创造、体现中国质量、代表中国品牌的大国重器，是中铁工业矢

志不渝的追求和使命。

海尔集团：

引导整个行业进入场景消费新时代
建设品牌强国，开创品牌经济的新时代，就要构建面向新发

展阶段的品牌范式。作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海尔探

索出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制造和本土化营销的“三位一体”布局，

目前产品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13年蝉联全球大

型家电第一品牌。

在创新数字化消费新场景方面，海尔推出了场景品牌三翼

鸟，为用户提供从智慧家电、智慧家庭到智慧生活的全场景解决

方案，引导着整个行业进入场景消费新时代。在数字化升级壮

大工业品牌方面，海尔通过打造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赋

能企业自身打造4座“灯塔工厂”，同时还链接近90万家企业，赋

能8万多家企业数字化转型，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在促进技术

迭代和质量升级方面，以海尔智家为例，目前已拥有178项原创

技术，中国家电行业评选的“十三五”期间10大原创科技中，海尔

智家独占6席，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科大讯飞：

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红利正在兑现
翻译神器打破语言壁垒，智慧课堂弥合教育鸿沟，智医助理

赋能科学抗疫，城市超脑强化智治支撑，工业互联网平台激发数

字经济牵引力……对科大讯飞来说，人工智能行业的大品牌是

能够创造独特价值、解决社会刚需、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

科大讯飞将企业品牌与“平台+赛道”的企业发展战略、“顶

天立地”的技术信仰相结合，深度融合技术端的先进性优势和品

牌端的推广运营优势，以先进技术驱动品牌资产的沉淀和积

累。公司“以系统性创新，解决社会刚需”的发展战略契合《指导

意见》提出的内在要求。

如今，科大讯飞的智慧教育解决方案走进全国5万所学校的

课堂，超过1亿名师生都在使用；智医助理为全国353个区县的基

层医生提供了4.5亿余次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建议，累计修正诊断

55万余次……科大讯飞见证着我国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产业的

破壳、蜕变与腾飞，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落地的红利正在兑现。

红豆集团：

品牌的一半是技术，一半是文化
红豆集团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升级，以品牌建设推动

高端化发展、提升市场开拓能力，逐步实现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

目标。始终坚持培育自主品牌，坚持“品牌的一半是技术，一半

是文化”的理念，塑造红豆经典舒适的品牌形象，打造高质量品

牌，兴民族品牌、扬国货之光。

在服装制造技术上，集团努力打造极致舒适的产品、质量最

优的产品，完善智慧设计、智慧产品、智慧供应、智慧零售以及智

慧管理等5大体系，重构消费者购物场景，全触点、全方位提升消

费者的舒适度。在品牌文化建设上，立足红豆情文化，推出品牌

节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崇健康的爱情观，策划的“红豆七夕

节”，已持续举办了22届。2021年“红豆七夕节”作为唯一企业

主导节庆荣誉上榜“中国十大节庆品牌”。

东方甄选：

计划用一年时间做到100款自营产品
《指导意见》在做强做精服务业品牌部分提到要“培育电商

优质品牌”。对此，正在转型电商直播的东方甄选感到非常振

奋，未来将继续埋头苦干，不断打磨好产品、培育好品牌。

今年6月，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厚爱，东方甄选意外走

红。今后，东方甄选将继续打造以农产品为核心的直播电商平

台，坚持“健康、美味、高性价比”的选品原则。目前，东方甄选已

推出了近50款自营产品，计划每个月稳定推出5款~6款，用一

年时间做到100款产品。此外，东方甄选正在与全国多地地方政

府联动，通过外景直播开展助农公益活动。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刘丹阳整理）

□ 本报记者 刘 政

擦亮一扇窗，看到一处灯火；擦亮一个

品牌，看到需求万千。品牌，是企业面对消

费者的窗口，由消费者的信赖而点亮的窗

口。截至2021年末，我国企业的数量已

达到4842万户，对比这一庞大基数，加

强品牌建设，推动品牌强国势在必行。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

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

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国家知识产权局

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

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品牌建设进入2.0时代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共同研

讨、发布《指导意见》，反映了中国政府关

于品牌建设顶层设计的一致的统一的思

想观点。”南开大学教授李桂华认为，自

2017年中国品牌日设立以来，多部委均

发布了品牌建设有关文件，但文件的重

点、指标体系和视角等都不尽一致，《指导

意见》作为共识性文件，第一次系统地提

出了如何促进提升中国品牌发展水平，意

义非常重大。

“如果说2017年设立中国品牌日到

《指导意见》出现是中国品牌建设的1.0时

代，《指导意见》的发布将开始进入2.0时

代。”李桂华说。

“通常我们提及品牌，往往就被理解

为品牌宣传推广。但实际上真正建立品

牌，应把品牌的逻辑和方法渗入到企业经

营的各个环节，建立品牌战略顶层设计，

通过与顾客看不见的管理系统和基础系

统紧密互动和协同，才能真正实现提升品

牌价值的目标和任务。”华东师范大学亚

欧商学院中方院长何佳讯认为，《指导意

见》有助于业界建立对品牌发展的正确

认识，指导企业建立真实有效的品牌发

展战略。

“《指导意见》为今后评价和对比中国

的品牌发展水平奠定了共同标准基础，将

极大改善我国品牌建设山头林立的情况，

为企业品牌建设明确方向。”李桂华说。

在全社会关注品牌建设的当下，品牌

发展更应有理有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务业室

主任洪群联表示，当前，品牌侵权现象时

有发生，《指导意见》把加强品牌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提出严厉打击商标侵权等违法

行为，依法依规加强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体

系建设，将对优化品牌建设环境将起到积

极作用。

打造筋强骨壮的国产品牌

在国际分工格局下，我国长期扮演着

加工组装的角色，造成了“有产品无品牌、

有品牌无知名度”的现实困境。对此，《指

导意见》提出支持企业实施品牌战略。

洪群联表示，通过支持企业强化商标品牌

资产管理，鼓励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将

有力有效地扩大品牌影响。

“《指导意见》从提升技术质量水平、

塑造品牌形象、丰富文化内涵等方面明确

企业推进品牌建设的主要任务，核心是要

做强品牌的筋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副主

任徐建伟说。

在品牌战略上，《指导意见》更加注重

从“强质量、塑形象、赋内涵、促引领”四个

关键着力点推进品牌建设。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

务业室副主任刘振中表示，我国应立足

“中国品牌、世界共享”的品牌建设主题，

通过中国品牌日、中国品牌博览会、中国

品牌发展国际论坛、行业和地方特色品牌

创建活动等一系列品牌，对内以提升中国

品牌市场知名度，对外扩大品牌国际市场

影响力。“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举办在即，将向全球宣传、推介和展示

一批优质服务品牌。”

打造提升农业品牌、壮大升级工业品牌、

做强做精服务业品牌、培育区域品牌……

《指导意见》对三次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

具体的要求，且首次将区域品牌建设提到

与之相等的高度。

“《指导意见》明确了区域品牌培育中

需要突破的建设主体、价值评估、品牌运

用、宣传推介等关键环节。”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

室副主任张义博表示，特别是《指导意见》

在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品牌、企业品牌

等已有提法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脱

贫地区农业品牌、合作社品牌、家庭农场

品牌、新型农业服务品牌，呼应了现实中

农业品牌建设的更多需求，有利于形成更

加多元的农业品牌体系，为各地深入推进

品牌强农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应该看到，截至目前，我国产业品牌

建设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有着充分的品

牌建设基础和品牌发展动力。

张义博给出数据，截至2021年底，认

定全国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

主体2.8万家，产品超过5.9万个，五常大米、

赣南脐橙、中宁枸杞、盐池滩羊等知名区域

公用品牌脱颖而出。“品牌农产品的溢价水

平逐步提高，品牌助农富农作用显现。”

徐建伟介绍，目前，我国工业质量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国际承认的校准与测

量能力居全球前列，主要消费品领域标准

与国际标准一致性超过95%，认证认可颁

发证书数量和获证组织数量居全球第一。

“质量是品牌的生命”，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

室于潇宇博士表示，《指导意见》提出“鼓

励企业制定高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水平

的企业标准，推动形成一批具有引领带动

作用的企业标准‘领跑者’和一批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领跑者’标准”，将引导企业

敢于在质量标准上敢于“领跑”、勇于“领

跑”，通过创新产品设计、优化工艺流程，

为消费者创造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为区域品牌注入“强心剂”

“国之所向，城之所往。《指导意见》的

发布，无疑为青岛开创推动品牌高质量发

展的新路子注入一针‘强心剂’。”据青岛市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日前，青岛实

施的“品质青岛”塑造工程，打造“青岛制

造”“青岛农品”“青岛服务”“青岛购物”

“青岛文旅”五大品牌，涵盖品牌基础提

升、品牌供给提升、品牌需求提升三大工

程，将是对此次《指导意见》中“培育产业

和区域品牌”最直接、最契合的城市解读。

“枸杞之乡”“滩羊之乡”“甘草之乡”

“马铃薯之乡”……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

区在品牌建设上持续推动农业品牌争先

创优、工业品牌增效提质、服务业品牌升

标提档，促进产业品牌建设。截至目前，

自治区持续建设宁夏枸杞、宁夏菜心、宁

夏牛奶等区域公用品牌，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产品标准覆盖率达到100%，已建

成35个具有宁夏地方特色的服务业品牌

化建设示范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指导意见》提出了以政府为主

导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区域品牌的发展

内容，也在提升技术质量水平、塑造提升

品牌形象、丰富品牌文化内涵、骨干企业

示范作用等方面对企业作出指导，实践性

很强。

“区域品牌代表着区域形象，区域产

品质量好影响力强，对区域产业高质量发

展有着极大的带动作用。”武汉大学质量

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邓悦举例说，自

2021年起，湖北省开始推动十大农业重

点产业链建设，已经打造了潜江龙虾、三

峡蜜橘、蕲春蕲艾、随州香菇、恩施玉露等

系列区域公用品牌。2022年湖北4699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1.22

万亿元，增长12.2%，并带动省内农业生

态旅游等多种项目发展。

“同一产业多个区域品牌的价值不尽

相同。”邓悦表示，对比江苏阳澄湖大闸

蟹、湖北梁子湖大闸蟹，两者的品牌价值、

影响力相差甚远。应该在归纳区域品牌

价值形成的一般性规律基础上，构建区域

品牌价值的测算模型对区域品牌进行动

态评估，促进区域间良性竞争，为地方政

府打造区域品牌，提升品牌价值提供有益

的参考。

改革之风正盛，发展之潮正涌，品牌

建设正是展翼腾飞之时。可以相信，随着

品牌政策的逐步落地，更多新生品牌将茁

壮成长，更多童年品牌将铸成“百年品

牌”，更多中国产品将成为中国品牌，更多

中国品牌将令世界惊喜。

聚烛成炬，薪火长明。品牌灯火，也

终将汇成滚烫银河，烙下中国品牌不懈建

设发展的时代旋律。

时代的路就是品牌的路
我国超4842万户企业，将在品牌建设新政策下迎来发展新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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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高质量推进品牌建设工作，全面提升我国品牌发展总体水平，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反响热烈。本报记者采访了地方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品牌学术界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推出特别报道，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