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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最能发挥品牌引领作用的基础性、有效性农业产品品牌形式。提升区

域农产品公用品牌的建设水平,能够形成品牌效应,有效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近年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主要围绕湖州市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进行简述,同时针对建设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性地围绕相关问题提出对应的建议和改进措施,助推湖州市农业高质量发

展,同时为其他地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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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public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effective 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 tha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rand leadership.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public brands can form brand effec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afety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public brands has been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review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s,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ve problems, finally give some advice or take som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Huzhou.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s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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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今天,促进农业规模化、标准

化和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发展农业品牌。农产

品区域品牌是优化农产品品质、助力农产品溢价、提高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和有效

途径。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农产品品牌建设作出指示：“用

品牌保证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信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

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农业要建品牌”等。2016、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发

挥农产品品牌引领作用推动农业供需结构升级作出了具体部

署。《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

2025年)》、《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1年)等均提出要持

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

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鼓励县域范围内开展农业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推进农产品区域公

共品牌建设。 

1 发展现状 

农业品牌强盛是产业兴旺的核心,在农业农村部2020年发

布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强调全国乡

村产业发展要注重品牌引领,推进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培育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知名加工产品品牌,提升品牌溢价,进一步

明确实施品牌战略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1]。湖州市注重特

色农产品品牌的培育和打造。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市级层面

以“两山”品牌为引领,主推“湖州湖蟹”“湖州湖羊”,县级主

推“吴上兴鲜”“南浔知味”“有德鲜生”“长兴鲜”“安心吉鲜”

等区域公共品牌。菱湖跑道鱼获评2022年第二批特质农产品,

全省唯一(全国59个)；菱湖鲈鱼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全省

仅3个产品。为促进品牌建设,提高湖州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市

场知名度和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国际、国内市场,特推荐39个农

产品参加2022浙江农业博览会优质产品评选。 

以市域200多家农业经营主体为节点的“1+5+N”农产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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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公用品牌体系,推动了湖州区域品牌农产品以本市为原点,立

足长三角区域,辐射全国市场。2022年销售额近50亿元,部分品

牌逐步形成特色,在行业内初具影响力。如市级两山公司自2018

年成立以来,切合江浙沪市场需求,挖掘地方名特优产品,注重

品控,培育线上线下销售渠道,2021年销售4000多万,预计2022

年销售过亿,势头良好。“南浔知味”区域品牌创建于2018年下

半年,统筹推进“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三“品”

体系建设,形成“浔稻香”“浔甘甜”“浔跑鱼”“浔味堂”“荣德

粮油”等数个二级子品牌,销售网络日趋扩大,初步达到产业融

合、惠民增收的效果。“长兴鲜”区域公用品牌创建于2019年8

月,是浙江省首个直接打通溯源码和浙农码的全品类赋码的公

用品牌,总赋码量已达36万枚；并专门针对网上销售开发新产品,

线下开店参展,结合线上直播,三年带动销售超一个亿,成为长

兴优质农产品销售的引领者。[1] 

2 存在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市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取得了一些

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2.1区域品牌建设不够聚焦,难以形成合力。 

目前,我市本级和各区县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已经有了一定

的数量和影响力。但总体上缺乏统筹,定位不够清晰；体系构建

尚不完善,资源整合度不够；经营宣传时各自为战,协作互动不

够；社会认同感偏弱,难以形成具有鲜明湖州特质的“叫得响”

“打得出”的统一品牌。如“两山”品牌,并不兼容其他区县的

区域品牌；而各区县区域品牌旗下的产品,难以很好地实现优势

互补,很多产品陷入同质竞争的“内卷”。与衢州“三衢味”及

丽水“丽水山耕”等品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同时,部分带有

地方标签的区域品牌(如南浔知味)未能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顺利

注册,直接影响渠道宣传。 

2.2品牌的地域性特色不突出,缺乏标志性拳头产品。 

农产品区域品牌打造的最终目标是依托品牌打造,把本地

的名特优农产品卖出规模、卖出口碑,并促进本地农产品生产商

进一步提升品质和效益,实现本地农业良性发展。一个区域品牌

往往只要有一两件地域标志性“爆款”拳头产品,就可以打开局

面,占得市场先机,但目前我市的市级和区县级区域品牌中,结

合本地特色名优名产品“爆款”拳头产品还不够多,不够响亮,

缺乏产品线的整体规划和错位发展。如：湖羊是湖州命名的本

地种质资源,长兴吕山、南浔练市、德清新市等乡镇均以湖羊为

产业或地方美食的特色,但受限于羊肉的加工、保存运输、口感

适应度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我市至今仍无一款保质期长、适于

携带分享、能在外地打开销路的代表性湖羊美食产品。 

2.3专业运营人才不足,品牌打造缺乏支撑。 

区域农产品品牌培育、规范和营销推广工作专业性强,我市

这方面的优秀专业人才十分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

公共品牌的运营和产品销售。各区县、各企业在农产品品牌布

局、策划和营销,主要依托原有的产业基础和企业负责人、经营

户、农场主等人群,对区域品牌的培育扶持主要体现在资金扶持,

专业人才的引育还显不够。在市级层面,也缺乏对各区县的有效

统筹和引导,在农产品经营策划人才、“乡村能人”的招引和培

养方面,缺乏明显管用的政策抓手。 

2.4品牌“造血”能力不足,经营效益欠佳。 

湖州市内各区域农产品品牌尚处初期发展阶段,品牌打造

以及宣传推广需要大量资金,而农产品经营周期长、利润低,近

年又叠加疫情对旅游业、餐饮业的影响,在区域农产品品牌运营

过程中资金缺口较大。尽管有部分政府财政补助资金投入,各经

营公司、农场主体和农户的自主“造血”能力还不足,经济效益

不够理想,不利于品牌建设的后续发力。 

3 对策建议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农业产业区域品牌建设,加强我市农产

品区域品牌打造,有效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带动农民增收,建议如下： 

3.1加强市县互融发展,聚焦打造统一亮点品牌。 

供销牵头,商务、农业、城投、金融等多部门参与,成立市

级层面品牌打造办公室。加强市县(区)农业品牌互融发展,改变

现有的单打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是明确湖州农产品品牌打

造的发展模式。建议用一个总品牌统领、多个子品牌配合的模

式打造全市农产品区域品牌。起步阶段,可参考长兴和南浔的模

式,增加国资投资比重,与强村富民公司等融合发展。二是探索

各区县优势互补的共享模式,实行错位发展。根据现有的产业基

础和精品农产品资源,着眼比较优势,布局各区县的“拳头产品”

主打门类,共享资源渠道,避免本市内部的同质化竞争。三是理

顺经营和利益关系。坚持政策引领,市场导向的原则。引入竞

争性质量排队模式,实现产销利益相联结,调动上下游各方积

极性[2]。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强

的地理特色和独特的品质。打造以“地名+产品名”模式的地理

品牌,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有效途径。消费者在挑选产

品时,首先是通过产品的外表来判断是否愿意进一步了解该产

品,其次再产生购买行为,最后通过产品的口感、售后服务等决

定是否复购。挖掘品牌文化、丰富品牌内涵、讲好品牌故事、树

立品牌形象、传播品牌理念是品牌建设需要关注的重点。品牌

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由政府牵头,将休闲农业、旅游研

学、农产品加工和品牌建设相结合,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3]。 

3.2做强本地特色农业,打造有本土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品牌 

一是做大产业基础。依托现有农业产业基础,充分利用安吉

白茶、湖州湖羊、长兴漾荡蟹、湖州竹林鸡、长兴葡萄、南浔

练市红美人柑橘等优质农产品以及三县两区现有公用品牌已有

的品牌影响力和销售渠道和经验,探索“公司+基地+主体(农

户)”的模式,实现统一标准下的分片区、多基地的生产模式,

确保本土特色农产品的规模。二是充分发挥产业农合联作用。立

足于湖羊、水产、葡萄、茶叶等湖州特色农业主导产业,采取订

单模式强化标准化生产、规模化供应,确保生产统一、品质可控、

按时供应的产销对接模式；组织全市擂台比赛,评优创优,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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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市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做大做强。三是发展县区农产品

加工产业链。市、县区在农副产品市场规划建设上,给予县区区

域品牌主体加工场所优先考虑。 

3.3加强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急需人才的招引培养力度 

着眼实际需求,不拘一格求人才。一是将农产品区域品牌打

造所需的专业人士、直播客、乡村创业能人、乡村文旅人才等

纳入我市紧缺人才的招引目录,在人才政策享受、劳模工匠评选

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二是定期组织对本地农产品区域品牌

相关管理和策划人员等的培训,政府部门牵头组团“走出去”,

专门组织培训交流,学习外地成功经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

建设是在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展起来的,加强软硬件基础

设施建设是推动品牌建设的外在推动力。以当地政府和龙头企

业为依托,建立完善的区域公用品牌体系,制定严格的惩罚机制

和良好的奖励机制,提高广大生产经营者的品牌建设积极性；加

大政府和当地农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研发合作,定期举办相关的

农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整体素

质[4]。 

3.4以市场为导向,培优提质,提升效益 

一是做强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目标市场的“鲜而特”的鲜活

类农产品品类。统一组团,主动参与沪苏杭长三角及国内大型农

展活动,打响湖州农业品牌。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鼓励相关企

业参与省内外竞争性品类评比、直播带货并与东方甄选等有影

响力的直播平台合作等多种方式,有效提升市场影响力。二是文

旅结合,开发“小而美”的农产品“伴手礼”产品。整合开发即

食型的太湖鱼干、湖州青豆、长兴银杏、安吉竹笋等各类农产

品,统一包装标识,统一策划地域性“文化故事”,挖掘乡村文化

价值,多维度赋能品牌,旅游商店、旅行社等线下方式叠加有策

划、成体系的线上推送,把旅游伴手礼打造为宣传区域品牌的重

要载体。三是坚持优胜劣汰,有的放矢聚焦发力。政府牵头,划

定区域品牌发展时间线,制定各周期的综合评价机制,及时调整

效益低、口碑差、影响小的子品牌和产品,精简子品牌目录,避

免资源浪费。 

4 结语 

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一个地区优质农产品集合的突出代表,

其健康有序发展不但关系着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还关乎该地

区农业生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健康发展和

有效运行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还需要生产经营者、供销社等部

门协调整合与共同配合。在品牌强农和乡村振兴战略下,在各级

政府引导扶持和各方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相信未来湖州市农

产品区域品牌必将更加完善,在更大程度上释放农产品区域品

牌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品牌价值,充分发挥农产品区域品牌

培育产品、带动产业、搞活经济、富裕百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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