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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浙江省.市%县%企/三级品牌之间的协同

模式进行梳理#探索在共同富裕背景之下#区域公用品牌

各主体层级之间如何走出冲突#有效带动区域板块内产

业振兴$共同富裕#为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管理

协同创新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协同创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管理机制'品

牌建设

12,34563

(

)DF'K

[

DU'OXBI

[

VDQU'MMGX'FGVBYQO'WQGO'I

[

VDQ

VDFQQ4MQYQMXFGIWC'P̀UBV

J

4U'KIV

J

4QIVQF

L

FBCQ̀BIhDQ

R

BGI

[

EF'YBIUQ

#

VDBCFQYBQ\QS

L

M'FQCD'\V'

[

QV'KV'PVDQU'IPMBUVGO'I

[

VDQ

OGBIMQYQMC'PFQ

[

B'IGM

L

KXMBUXFGIWCKIWQFVDQXGUH

[

F'KIW'P

U'OO'I

L

F'C

L

QFBV

J

#

QPPQUVBYQM

JL

F'O'VQVDQBIWKCVFBGMFQYBVGMBTG4

VB'IGIWU'OO'I

L

F'C

L

QFBV

J

BIVDQFQ

[

B'IGM

L

MGVQ

#

GIW

L

F'YBWQ

FQPQFQIUQGIW

[

KBWGIUQP'FVDQOGIG

[

QOQIVU'MMGX'FGVBYQBII'YG4

VB'I'PFQ

[

B'IGM

L

KXMBUXFGIWC'PGMM4UMGCCG

[

FBUKMVKFGM

L

F'WKUVC?

78

9

:;4<,

(

U'MMGX'FGVBYQ BII'YGVB'I

'

G

[

FBUKMVKFGM

L

F'WKUVC

'

FQ

[

B'IGM

L

KXMBUXFGIW

'

OGIG

[

QOQIVOQUDGIBCO

'

XFGIWXKBMWBI

[

品牌建设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多年强

调要加强农产品品牌化的发展!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全

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初衷!是为了服务板块内

符合品牌授权条件的生产主体!通过政府公信力为其背

书!以提升产品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畅通销售渠道!切

实服务三农%为农增收"

目前对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研究仍着重于单一

品牌与所在区域范围内的研究!即#明确一个主导产业!

构建一个主体企业!塑造一个主打品牌$的#三一模

式$

1

8

2

!或一个#母品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一个

#子品牌'企业品牌($合并的#母子品牌$模式1

!

2

!并肯定

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对于农产品本身的赋能提升作用!却

并未考虑市%县两级区域内的多个区域公用品牌以及企

业品牌在实际运维中产生的博弈和消减的影响"研究拟

依托协同创新理论!研究浙江省#市,县,企$三级品牌

之间的协同模式!为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管理

协同创新提供借鉴和指导"

8

!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兴起与
发展现状

!!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运维管理模式最早出现在欧

美国家!诞生了如新西兰奇异果%爱达荷土豆以及华盛顿

苹果等知名的带有地名标志及农产品品类的区域公用品

牌!并取得了显著成功"

!"88

年!中国各区域也开始建设

并发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开始以#产地名
f

产品名$

的单品类命名方式提出!集中在以地理证明商标为主的

单品类品牌!如库尔勒香梨%西湖龙井%烟台苹果%舟山带

鱼等1

9

2

"

!"8*

年中央
8

号文件提出质量兴农之路!突出

农业品牌化"

!"8*

年
N

月
!"

日!+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

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发布!提出建设和管理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加大对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的扶持力度"

作为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中国的尝试是在

!""=

年!嘉善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注册的#银加善$品牌!

以期通过政府授权背书的形式!为当地农产品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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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带动整体产业提升!为农增收"

!"8:

年
=

月!#丽

水山耕$作为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全国首个

地级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掀起了浙江省内

全品类区域公用品牌注册的热潮"

!"8=

年前后!全品类

品牌注册呈井喷式扩张"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

和先行者!更是将品牌化上升至极高战略地位"

根据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8

年度关于浙江

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截至

!"!8

年
8!

月!浙江省内共建设发布有县级及以上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
>:

个1

:

2

!其中市级品牌
8!

个!县级品牌

:!

个!并仍在持续建设和发布中"

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衢州

市供销社对部分#三衢味$产品的跟踪!产品市场溢价平

均可提高
9"@

!

!"!"

年品牌授权企业销售总额超
>"

亿

元1

>

2

.#丽水山耕$授权产品历年累计销售额超百亿元!平

均溢价率超
9"@

1

#

2

"

但在目前实际的运维中!也暴露出了管理无序%缺乏

协同%层级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的功能性!亟待解决"其主要表现为/市级品牌和县级品

牌之间产品重合%渠道相似!且两级品牌之间各自为政现

象较为严重.被授权企业知名度高于区域公用品牌知名

度!导致企业使用区域公用品牌意愿度不高.品牌上下层

级与企业间的多级协同发展促进机制也有待完善"

!

!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运维中的问题
解析

!!

在全民小康向共同富裕发展阶段!品牌建设是实现

价值转换的重要抓手!而在品牌建设运维中出现的问题

对于品牌运维主体%生产主体和本级政府主管专班的协

同!以及价值共创将必然产生阻滞!是农业品牌化建设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8

!

市县两级品牌之间品类重合$缺乏协同

以浙江省为例!已建成的
>:

个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中!市县两级品牌之间均表现出缺乏协同!主要集

中在产品品类大量重合!以湖州市为例!重合情况见表
8

"

!!

根据表
8

可知!代表各区县特色的不同品牌!品类重

合较多!降低了品牌辨识度"从行政级别上看!两级品牌

间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从行政区域上看!两级品牌存在包

含关系!势必在品类上产生重合!且缺乏专业组织协调以

及文件指导"这种现象并非个案!绍兴市的#会稽山珍$

和柯桥区的#柯农优选$%杭州市的#醉忆杭鲜$和余杭区

的#禹上田园$等市县两级品牌中都存在着类似的重合

现象"

!?!

!

企业品牌与公用品牌知名度不对等$缺乏协同

区域品牌与授权生产企业之间知名度不对等的情况

也导致协同缺乏"区域公用品牌持有者受困于品牌仍在

发展阶段!亟需优势品类及明星产品做支撑以快速打开

市场!势必需要与#大而强$的企业开展深度捆绑合作"

但实际使用区域品牌的是大量#小而散$的家庭农场!且

品类繁多!一个市级品牌包含有数十乃至上百个品类!稀

释了品牌的凝聚力"

对于经历了数十年品牌耕耘的授权生产企业而言!

本身拥有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皆高于区域公用品牌!区

域公用品牌的使用不仅未达到增效赋能的作用!还违背

了建设并使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初衷"

!?9

!

运维主体与企业之间发展无序$缺乏协同

目前市县两级品牌的运维主要由本级政府主导!但

并未交由专业化团队运营!导致运维主体与企业之间并

未有效协同"在#品牌为谁而建$的问题上认识仍受限!

市场化程度不高!#重申报%轻运维$#重展示%轻效益$的

情况较为严重!区域公用品牌运维主体每年仅组织参展

一定次数即为完成品牌运维的考核要求!生产企业疲于

参展!却并未享受到品牌红利"

9

!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市'县'企(

三级协同机制
!!

通过协同创新!构建#市,县,企$三级协同机制!可

以减少重复建设!消除不同层级品牌主体之间的壁垒!形

成相互辅助%整体成长的态势"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加

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具有建设和管理

区域公用品牌的重要职责"#市,县,企$三级协同机制

表
8

!

湖州市及下辖区县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及对应品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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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0区县 区县级品牌名称 主要品类0产业'动态调整(

湖州市 两山
!!

太湖蟹%湖羊%笋%千张包'丁连芳(%粽子'诸老大(%茶叶%韵丰丝绸%善琏湖笔

吴兴区 吴上兴鲜 太湖蟹%湖羊%樱桃番茄%莫家栅粉丝

南浔区 南浔知味 红美人柑橘%湖羊%跑道鱼%稻米和小龙虾'虾稻共生(%蓝莓%蔬菜

德清县 有德鲜生 莫干黄芽%甲鱼%青虾%黑鱼%笋%稻米%铁皮石斛

长兴县 长兴鲜
!

笋%紫笋茶%白茶%笋丝青豆%阳光玫瑰

安吉县 安心吉鲜 粮食%水产%果蔬%畜禽%蚕桑%白茶%中药材%特色花卉苗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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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各级政府部门主导!通过完善制度%加强引导%政策

支持!促使市县两级政府以及本级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之间实现协同"

9?8

!

构建市县两级品牌相互依存#有序发展的发展机制

针对当前市县两级品牌之间存在的品类%渠道重合%

定位冲突等问题!亟需构建起市县两级相互依存%有序发

展的品牌发展机制!#市县协同%以市为主$的发展格局"

从区县品牌入手!自下而上梳理区域内特色产业和品类!

实施统筹管理!避免重复建设%打造差异化发展的品牌矩

阵!市级品牌更加注重综合性和带动性!区县级品牌注重

单品类和特色性!实现两级品牌有序发展"

首先应明确每个区县的产品特色"以湖州为例!建议根

据开展品类梳理!可以分为茶叶%笋及相关制品%太湖蟹%稻

米四大重点品类!以及水产%家禽%蔬菜等相关大类!通过实

施产地认证!明确一个品牌管辖一个品类'大类(的原则!由

县政府组建专班进行管理和工作指导"而市级品牌则更多

承担形象展示和带动引领作用"以湖州的#两山$品牌为例!

其名称本身就具有生态价值意义!建议在行政级别上可视作

对县级品类认证的第二重认证保障!应交由市级政府管辖!

成为县级品牌的引流入口和保障"

9?!

!

构建企业品牌与区域品牌之间互联互促的发展机制

业界普遍认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之

间是#母子品牌$的授权关系!但在实际运维中也存在着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相互依存的关系"针对不同发展阶

段品牌之间产生的不协同!应构建起高知名度企业与相

对较弱区域公用品牌之间#弱联系$!以及#多%小%散$的

弱生产主体与强势区域公用品牌之间#强联系$!处理好

企业与品牌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动态关系!

构建起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良性动态发展机制"

9?9

!

构建品牌上下层级与企业间的多级发展协同机制

针对当前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运维主体与企业之

间的无序发展!首先应整合农业%供销%旅游等行政部门

分散的人%企%财%物资源!明确牵头单位推动%系统推进!

集中资源保障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其次应实施企业化运

营!打造专业化团队!摆脱以往品牌运营行政化色彩!凸

显市场化特色"最后!整合渠道资源!扭转现阶段各区域

公用品牌重展示%轻效益!重申报%重发布%轻运维的情

况!加强销售渠道%运营团队等资源的共建共享!提升品

牌合力和竞争优势"

9?:

!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县+企"三级协同模型

根据浙江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际运维问题!有

针对性地提出
9

种发展机制!整合完成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市,县,企$三级协同模型'图
8

("该模型中!以市

级政府为主导!通过整合优势资源%系统推进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开展市政府%市级品牌%区县政府%区县级品牌%

被授权企业五大主体间的三级协同"

第一级为本级品牌及本级政府之间%生产主体与区

县级品牌之间的协同!并表现为强势企业品牌对区域公

用品牌的#弱联系$和弱势企业品牌对区域公用品牌的

#强联系$.第二级体现为区县级品牌与市级品牌之间的

协同!确立#市县协同%以市为主$的发展格局!更强调带

动性与综合性.第三级体现为市县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的建设从初创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其与运维主体%被授

权企业之间的关系为互促互进的协同发展动态关系!并

对区域板块内的产业和生产个体起到带动引领%价值共

创的作用"

:

!

价值共创与协同创新影响下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发展新特征

!!

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在于证明某区域内成员的优质

特色农产品!提携区域内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共同

成长!并与区域形象互为背书"随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的逐渐成长!运维过程中的问题逐一解决!在发展中也

图
8

!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县%企/三级协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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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县+企"三级协同机制研究



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8

!

破解零和博弈桎梏$多方协同实现共赢

湖州长兴县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长兴鲜$与市级

品牌#两山$之间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值得业界了解关注"

作为湖州市所辖的区县地区!长兴县在建设#长兴鲜$这一

县级公用品牌时!并未将其与湖州市级品牌#两山$之间做

对立而导致#零和博弈$的产生!而是积极转变角色!将自

己定位为#两山$品牌的供应商!由#长兴鲜$认证品牌基地

为两级品牌提供等级相同%品质相同的优质农产品"不仅

有效破解了之前市级品牌与区县级品牌之间不协同%资源

争夺的问题!更为多方共赢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

!

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动态协同实现共富

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的指

导下!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呈现出井喷态势!不

仅品牌数量增多!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品牌质量和营

销能力也有所提升!将有效缓解当前市,县,企三级协

同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品牌之间知名度不对等的情况!通

过动态协同!实现生产主体的共同富裕"

:?9

!

品牌建设趋专业化$整合协同实现共融

当前品牌建设中!不同层级之间的协同缺失还在于

各级品牌的运维建设主体并非专业团队!随着品牌强农

的持续推进!专业的品牌运维团队将会是这个行业的中

坚力量!国内通过行业企业与高校密切联系!通过创新协

同组建优势团队!目前国内已经形成了以#芒种$#神农

岛$#农本咨询$等为代表的专业团队!完成了#横县茉莉

花$#茂名荔枝$#大佛龙井$等优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的构建%发布和维护!打破以往品牌的行政化色彩过重的

刻板印象!资源渠道整合协同实现多方共融1

N]*

2

"

>

!

结语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

段!但也产生了政府部门%市县两级品牌以及生产企业之

间多级无序和缺乏协同的系列化问题!在以往的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研究中也并未得到体现"针对以上问题及

影响!研究通过构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市,县,企$

三级协同模型!对三级品牌%五大主体之间的逻辑关系进

行了梳理!明确主导力量!以探索一种在实际市场环境中

多方各司其职%减少摩擦博弈的可能机制!实现协同创

新%共同发展!不仅是对于当前的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运维管理提供指导借鉴!也对以往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的研究单一化%个体化做了更为立体的补充"针对

不同发展阶段品牌知名度不协同等现存问题!有待通过

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或实施资源倾斜!逐渐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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