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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区域品牌已成为农产品品牌经营的最佳选择 ,是提升区域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通过

分析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内涵及其特性 ,总结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原则 :具有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 ,产业

集聚 ,龙头企业带动及政府扶持 ,产品差异化营销等 ;提出相应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培育对策 :围绕文化内涵

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 ,建立标准质量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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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农产品商

品化的程度不断提高 ,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农

产品品牌引起广泛关注。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现代

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区域化发展的必然结

果。由于中国农业是分散经营 ,缺乏规模效益 ,创建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最佳选择 ,再加上区域农产品本

身所积累的区域普遍认知和区域独特的地理和人文

渊源烙印 ,不仅能够提升区域农产品竞争力并促进

本地农业产业的发展 ,将农产品生产的资源优势和

特定区域优势转化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 ,更易

发展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品牌。

　　一、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内涵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指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 ,

以农业产业化为载体 ,以某一行政或经济区域为核

心 ,通过创建区域内统一的全方位系列化优质农产

品核心与龙头品牌的行动 ,带动广大农业企业和农

民增强区域农产品竞争力 ,促进区域的经济[1 ] 。一

般认为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具有以下特性 :

1. 以特色优质农产品为物质载体

农产品品牌是在传统的优质农产品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因而它必需要以特色优质农产品为物质

载体 ,如西湖龙井以优质茶叶为物质载体。形成农

产品区域性品牌物质载体的优质农产品的基础是某

一区域的特殊气候、纬度、温差、土壤、水分、传统工

艺、人文历史等众多因素。在长期的发展中 ,这些因

素赋予了区域特色农产品天然孕育的差异性及相对

的资源稀缺属性 ,使得该区域的农产品和其它的同

类产品相比具有独特的特征 ,从而易于形成比较优

势。

2. 具有产权模糊性

从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实际情况看 ,农产品区

域性品牌是一种集体性的公共品牌 ,具有产权模糊

性。从历史的角度看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并

不完全是经营主体培育的结果 ,而是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 ,这就决定了在该区域内农产品区

域性品牌为所有的该种农产品经营者共同拥有 ,区

域性品牌的权力边界模糊 ,产权不明晰。产权归属

的模糊性使得“搭便车”的行为时有发生 ,容易导致

逆向选择而形成“柠檬市场效应”。

3. 具有名牌效应和消费从众性

农产品区域品牌往往具有广泛、持久的品牌效

应 ,是非常有价值的地区资源。成功的农产品区域

性品牌是消费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源 ,不仅能帮

助消费者区分同类农产品及服务 ,其丰富的人文内

涵更能深度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农产品区域性

品牌的名牌效应能引起消费者广泛的从众行为 ,即

“羊群效应”或“羊群行为”,比如人们习惯于像大多

数人一样思考、感觉、行动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经

济人在信息不完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下具有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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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

　　二、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模式

及其构建模型

　　1. 形成模式

目前 ,我国区域性农产品品牌种类丰富 ,然而理

论界对区域性品牌形成模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

定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名牌带动型区

域品牌形成模式、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型区域品牌形

成模式、政府经营管理型区域品牌形成模式和区域

形象提升型区域品牌形成模式这四种模式是现阶段

比较科学合理的归纳与总结[ 2 ] 。

笔者认为 ,在培育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时 ,可采取

“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农业产业集聚”的路

径为突破口 ,分别通过这两条主线来最终实现农产

品区域性品牌的成功创建。通过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并以农业企业集聚形成的完整的产

业链为基础 ,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作用形成区域内的

强大的农业产业竞争优势。这种模式比较常见 ,且

适用范围广 ,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提供了一

种思路。在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成模式时要

将上述几种模式综合分析 ,才能合理地分析地方区

域品牌的形成 ,更好地应用于地方区域品牌的构建

与培育。

2. 构建模型

一般认为 ,政府扶持、龙头企业带动、行业协会

组织运营是较理想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构建模

式 ,三者缺一不可 ,共同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

营造良好的环境。对于我国广大的经济欠发达地

区 ,创建区域性品牌要将区域品牌的形成流程与区

域品牌的支持系统紧密相连 ,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形

象的三明治模型[ 3 ] 。在政府推动与行业协会支持下

区域品牌的培育能够科学合理的发展 ,并能够很快

的构成产业集群优势形成区域品牌经济 ,这对于农

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也同样有一定的适用性 ,如

图 1 所示。

图 1 　区域品牌构建模型

　　三、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应遵循
的原则

　　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及历史人文因素的差异 ,

各地区在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时必须做好农产品

品牌的舍取 ,要站在区域长远发展的高度 ,综合评价

各个农产品品牌的现实基础、发展潜力等 ,理性地做

出选择 ,从该区域内的特色农产品中将那些成长性

好、发展潜力大的农产品品牌筛选出来 ,作为农产品

区域性品牌重点培育。具体说来应遵循以下几条原

则 :

1. 具有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原则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要聚焦品类和品牌的核心利

益点 ,必须以区域文化底蕴为基础 ,充分挖掘农产品

区域品牌的文化内涵。因此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

须秉承具有深厚的区域文化内涵的原则 ,只有这样

才能突显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核心价值 ,赢得消费

者的青睐。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是农业生产经营者整合当地

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 ,集区域资源为一体而形成

的 ,富有深刻的人文内涵 ,这种人文内涵既包括该区

域特定的产品特色 ,也包括以特色农产品为载体的

深层次的价值观及各种隐性文化 ,可以说区域性品

牌是该区域文化的象征。素以“色翠、香郁、味甘、形

美”四绝而著称的西湖龙井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就是西湖龙井茶的核心利

益点。因此 ,龙井茶不仅仅是茶的价值 ,更是罕见的

龙井茶文化艺术的价值 ,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渊源。

2. 产业集聚原则

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 ·波特教授[4 ] 指出 ,产

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 ,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 ,且

在地理上集中 ,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

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

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

必须依托农业产业化并以产业集群为基础 ,形成规

模经营并取得规模效应 ,获取集聚优势 ,为区域品牌

发展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以“安溪铁观音”为例 ,90 年代以来 ,安溪茶叶

产业集群发展迅猛 ,有一定规模的茶叶加工企业达

数百家 ,大小茶叶加工企业数千家 ,且带动了上下游

关联企业集群的快速发展 ,种植农业、茶机工业、保

健品业、运输业、包装业、旅游业、会展业和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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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还延伸到安溪区域外 ,约有 5 万家茶叶经营商

店遍布全国各地 ,全县逾 70 万人涉及茶行业[5 ] 。

3. 龙头企业带动及政府扶持原则

从国内成功地区的经验来看 ,创建农产品区域

品牌必须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政府的扶持 ,只有

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为区域性品牌的成功创建奠定基

础。

首先 ,通过龙头企业的纽带作用而使分散的农

业企业与农业大市场实现对接 ,从而发挥农产品区

域品牌的集聚效应 ,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吸引力 ,树

立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统一形象 ,促进农产品区域品

牌的产生。如前所述 ,“羊群效应”在区域经济建设

过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另一方面来说 ,只有领路

的“头羊”决策正确 ,才能带动羊群整体的正确决策。

因此 ,理性地利用和引导“羊群行为”来创建区域品

牌可以获得良好效应 ,这就需要重点培育一批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通过龙头企业增强区域品牌的市

场推广度。

其次 ,由于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代表着一个区域

的整体形象 ,因此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来说 ,政府

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在区域性品牌的创建过

程中扮演引导者、服务者兼管理者的角色 ,其中 ,政

府对产业的引导与扶持是最重要的。政府引导主要

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规划 ,以此引导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并创造一个有利于区域农业产

业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制度环境 ,从而推进农产品区

域性品牌的形成。

4. 产品差异化营销原则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农产品同质化趋势越来

越明显 ,因此进行农产品的差异化营销势在必行 ,农

产品区域性品牌更应进一步开发出差异化的农产

品。农产品差异化的途径有多种 ,包括功能差异化、

外观差异化、销售季节差异化、价格差异化、营销概

念差异化和品牌形象差异化等 ,通过实施产品差异

化 ,将差异性转化为农产品区域品牌优势[ 6 ] 。如农

夫果园就是通过营销概念差异化来打开市场的 ,它

独辟蹊径地选择混合果汁作为突破点 ,因为市场上

的果汁一般都是单一的口味 ,最多含有两种果汁 ,都

不是混合型的 ,这个概念和以往的果汁产品截然不

同。农夫果园正是凭着差异化营销赢得了目标消费

者的青睐 ,成为果汁市场新宠。

5. 建立标准体系原则

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必须首先建立完整的

标准体系 ,应包括从田头到消费这一全过程的标准

体系。具体标准的制定 ,可依据或参考国家标准 ,或

参考各地的优质农产品地方标准。通过建立标准体

系 ,能有效避免因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产权模糊不清

而带来的品牌声誉风险 ,从源头上有效地防治区域

性品牌的各种危机。

创建完整的标准体系中 ,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标

准体系是最重要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必须

以优质的农产品打入市场 ,区域农产品具有稳定可

靠的产品质量 ,这是区域品牌创建成功的关键要素。

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能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产品

质量控制的参照体系 ,使农产品的生产有标准可依 ,

以优质的农产品取胜 ,能赢得更高的市场知名度和

美誉度 ,提升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形象。

　　四、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培育对策

由于各地的地理、人文等实际情况不一样 ,采取

的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培育模式也不一样 ,因此培

育对策也有所差别 ,但总的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对

策是最有代表性的 :

1. 围绕文化内涵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

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首先必须明确品牌定

位 ,围绕文化内涵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 ,突显农产品

区域品牌的核心价值。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定位应

以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在区域文化底蕴的

基础上确立品牌定位。区域品牌蕴涵了具有地理特

征资源优势和悠久的人文历史渊源内涵 ,加上农产

品的品质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 ,农产品的品质有

着鲜明的区域特征 ,因此 ,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应

着力发掘各地区独特资源优势 ,深层次挖掘农产品

区域性品牌的文化内涵 ,使农产品区域性品牌代表

区域特色 ,便于推广。

2.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创建方面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龙头企业能利用区域

性品牌这个公共物品获取品牌溢价 ,另一方面龙头

企业反过来也以其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及品牌忠诚度

增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品牌效应 ,便于提高区域

性品牌的形象和品牌的核心价值 ,并带动区域内其

它产业的发展。因此 ,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必须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

3. 建立标准质量体系

农产品质量是区域性品牌创建的基础 ,创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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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区域性品牌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如气候、土

壤以及独特的栽培和生产方式确定适合该区域特色

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针对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

质量标准体系 ,实现区域农业由数量扩张型增长转

变到质量优化型增长。陈宪泽[7 ]以安溪铁观音为例

提出了“四位一体”的质量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以地

理标志为核心 ,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 ,达成公司与农

户之间的良好运作 ,发挥地理标志的统领作用 ,集地

理标志、公司、合作社和农户为一整体 ,采用利益风

险分配机制 ,从而有效地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

据此 ,我们可以类推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的“四位

一体”的质量管理模式 ,如图 2 所示。

图 2 　“四位一体”质量管理模式

　　五、结　语

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是农产品参与国内国际竞

争的必然趋势 ,是实现农产品品牌经营、提升农产品

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创建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应该在

政府的扶持和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充分挖掘区域品

牌的文化底蕴 ,并遵循产业集聚、产品差异化营销以

及建立标准体系的原则。近年来 ,农业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重视 ,政府一系列兴农政策喷薄而出 ,为农产

品区域品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创新和品牌营销契

机 ,各区域都可通过培植农产品区域性品牌带动区

域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并将区域性品牌推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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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YI Ya2lan ,XIAN G Chao2yang

( Col lege of Economics an d M ana gement , H uaz hong A g ricul t ural

U ni versi t y , W uhan , H ubei ,430070)

Abstract 　Regional brand has become t he best choice for brand management of agricult ural p rod2
uct s ,and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regional agricult ural p roduct 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 he p rinciples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brand t hrough t he analysis of t 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brand of agricult ural p roduct s ,which are as follows :having a profound re2
g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 rial cluster ,leading enterp rises’promotion ,government’s support ,differ2
entiated marketing met hod and so on. At t he same time ,t his paper point s out t he corresponding st rate2
gies to cultivate regional brands of agricult ural p roduct s ,which are :to determine t he brand’s core values

according to it s cult ural connotations ,to foster leading agricult ural enterp rises wit h core competence ,to

establish standard quality system and so on.

Key words 　regional brand ; indust rial cluster ; p rinciples of establishment

(责任编辑 :刘少雷)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