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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浙江省品牌发展现状及分布态势 

文/严宽   于川江 

【摘 要】文章以历年来世界品牌实验室推出的《中国 500最有价值品牌》为数据基础，分析了浙江省的品牌发

展现状，重点讨论了浙江省的行业分布及区域分布，并提出了促进浙江省品牌发展的若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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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对提高区域竞争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实施品牌建设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浙江省作为我

国经济大省非常重视品牌建设，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实现了从无牌、贴牌到有牌，从有牌到品牌的转变。但要真正成为品

牌强省，以品牌建立产品的市场地位、树立企业形象，增强区域竞争优势还有待更多的努力。为此，本文选择近年来世界品牌

实验室发布《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的数据，整理分析其中浙江品牌发展的现状，讨论浙江品牌的区域分布及影响因素，并

探讨其未来的发展策略。 

一、浙江省品牌发展现状及行业分布 

（一）浙江品牌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2010年世界《财富》杂志公布的中国 500强企业中，浙江有 38家，位列全国第四位。而同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中，浙江占有 44 个席位，在品牌总数上与上海并列全国第三，比在中国 500 强中所占席位还多了 6 个。若

从名次和数量上看，浙江省的品牌建设在全国还是较为领先的，但通过对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数据的仔细分析，我们认为浙江

品牌建设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品牌数目增长停滞。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 2010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中，浙江省占了 44 个席位，品牌总价

值为 1680.68 亿元。但是与前两位的北京（95 个品牌）、广东（86 个品牌）相比，数量差距非常明显，而与处于第五的福建省

仅差 8个，也就是说在高端品牌数上领先其他省份的优势并不大。另外，浙江省在 2004年首次公布的《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

中就占了 45个席位，而 2010年则为 44个，数量上不增反降。尤其是 2010年公布的品牌数目比 2009年下降了 6个之多，是 2010

年全国最具价值品牌数目跌幅最高的省份，同时品牌总价值也从 1786.37亿元缩水到 1680.68 亿元。 

2.品牌价值普遍较低。浙江省品牌价值普遍偏低，主要是由于民营企业品牌在浙江品牌建设中占主体地位。2010 年，在浙

江的 148件驰名商标、2346件著名商标中，70%以上都属于民营企业。而多数民营企业品牌都是近年来依靠自身打拼建立起来，

品牌历史较短，品牌文化较为单薄。另外，民营企业多数为家族企业，在科技研发、企业管理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往往存在短视

行为，在品牌塑造和品牌扩展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大多数仅依靠斥巨资邀请明星代言来打响品牌知名度，品牌发展战略较为单

一，这些都降低了浙江品牌的含金量。 

在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中浙江品牌排名普遍靠后，只有雅戈尔、传化和娃哈哈三个品牌进入前 100 名。作为浙江品牌龙

头的雅戈尔在整个榜单中仅位列第 85位，品牌价值为 93.34亿元，是位居榜首的中国移动品牌价值的 1/14。另外，从品牌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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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浙江约为排名第二的广东的 1/2，但品牌总价值却只及其 1/3。 

（二）浙江品牌的行业分布及价值变化 

1.品牌主要集中分布在传统制造业，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品牌建设滞后。由于作为品牌建设主力军的浙江民营企业从事

传统制造业居多，并已经形成了诸多产业集群，因此浙江品牌主要集中分布在传统制造业。在 2010年浙江上榜的 44个品牌中，

纺织服装业占了 15个，机械行业占了 5个，轻工行业占了 4个，家电行业占了 3个。 

鉴于相关高端人才的匮乏，以及民营企业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生疏使得属于这两个行业领域的通信电子 IT业、

金融业、餐饮酒店业、现代传媒业、地产业以及其他各类服务行业的品牌在浙江明显缺失，2010 年均没有品牌入选。而排在前

面的广东省品牌分布密度最高的两个行业则是处于产业链高端的通信电子 IT业和金融业，光这两个行业的品牌总价值就达到了

1738.11亿元，超过了浙江省品牌价值总和。除此之外，广东省在传媒、地产、航空服务和娱乐服务等行业也有较多的品牌分布，

如图 1所示。 

 

2.品牌在行业中分布日渐不均，呈现两极化趋势。浙江经济一般呈现出“块状经济”的形态，它指的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围绕某类产品，众多企业通过积聚，协作形成专业化的产、供、销的组织形式。浙江省传统制造业的块状经济现象非常明显。

由于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产业群中核心企业的带动能力以及产业内梯度的合理分配，“块状经济”会导致区域内整个产业的品

牌价值的集体提升，品牌数量快速增加。 

根据 2008 年至 2010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的品牌数据整理得出近年来浙江省各行业品牌价值占总价值的百分比，如图 2 所

示。可以看出浙江省品牌在各个行业中的分布日渐不均，呈现出多的越多，少的越少的态势。以纺织服装业为例，品牌数量由

2008 年的 10 个上升到了 2010 年的 15 个，品牌价值所占百分比相应地由 22.8%上升到 32.6%。而一些高端品牌数较少的行业品

牌近年来价值缩水明显，在 2008年至 2010年间，通信电子 IT业、餐饮酒店业、地产业的品牌价值持续减少，2010年竟没有一

个品牌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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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品牌的区域分布及影响因素 

（一）浙江品牌的区域分布 

从区域上看，浙江省的品牌集中分布在环杭州湾和温台沿海地区。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品牌集聚度是全省最高的，

有 13个品牌上榜。位居二三位的是宁波和温州两市。绍兴、湖州、丽水、台州紧随其后。嘉兴、金华、衢州、舟山则没有一个

品牌上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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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 

1.区位条件要素。区位条件要素包括区域资源分布状况、城市群集聚状况、区域交通状况等。浙江历来被称为“七山一水

二分田”，基础资源比较匮乏，但区域资源分布对品牌分布的直接影响并不大。然而由于历史与地理区位因素，浙东北、温台、

金衢丽的区域交通和城市群发展状况差异明显。一般来说，区域城市群集聚状况越好，交通越便利，企业的物流和信息流的效

率越高，企业品牌的市场辐射作用越强，品牌的影响力越明显，品牌在区域内分布就越集聚。浙东北是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杭州、宁波两个区域副中心，区域内的 6 个城市均处于上海的 2 小时经济圈内，交通便捷，往来频繁，尤其是高铁和海港

优势明显，形成了以杭州、宁波为中心的城市群，区位条件最好。温台地区位于浙江西南沿海，西向被大山阻隔，交通不便，

腹地较小，城市群发展受限，区位条件相对浙东北并不十分理想。金衢丽地区处于浙江西南内陆，是长三角的边缘地区，受上

海、杭州、宁波的辐射作用均很小，虽然近年来金华以义乌为代表发展较快，但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城市群还不够发达，区

位条件一般，尚未创造出品牌建立的优良环境。 

2.区域人文要素。区域历史文化传承是指一个地区对带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产品与经营模式的传承，影响区域内商人的性格，

品牌的运营思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温州的品牌建设。温州资源匮乏，环境闭塞，区位条件并不理想，论城市规模也并不属于

第一梯队，因此可以说是人文要素对温州品牌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温州自古以来商业气氛浓厚，做事敢为人先，团结互助。

因此同行集聚是温州人经营的特色，在生产上一乡一品，在销售上实行专业一条街，并自发成立行业协会和商会维护行业利益。

温州民营品牌群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得益于该地区经商文化的传承。 

3.产业集群要素。品牌是依托企业而存在的，而企业是依托产业群而存在的，所以产业集群是影响品牌分布的重要因素。

浙江省代表性的“块状经济”正是依托产业集群发展起来的，因而产业集群要素对浙江品牌的区域分布影响作用很大。除了杭

州的品牌分布因历来是省行政文化中心的原因而形成行业跨度较大之外，其他地区的品牌大都基于区域产业高度集聚的原因集

中分布于某一个或几个行业，例如宁波鄞州的纺织服装业，余姚的家电行业，温州的纺织服装业、轻工业和机械产业，绍兴的

纺织服装业以及湖州南浔的建材业等。 

4.企业运营要素。除了企业积极推进品牌战略外，其经营方式对品牌建立和扩展也起到直接的影响，它包括品牌运营能力、

核心生产技术能力、财务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等。以台州市惟一上榜的钱江摩托为例：在财务管理方面，作为一家国有控

股企业，钱江始终秉持“国有性质，私营方式”的管理理念，大量选用合同工和代培生，营造企业内部的竞争氛围；在核心生

产技术方面，钱江摩托是国内最先拥有耐磨和电喷这两项核心技术的企业；在品牌运营方面，钱江摩托积极谋求与国外品牌企

业合作并开创了中国摩托车行业收购国外品牌的先河；在市场营销方面，钱江拥有国内最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并避开压价竞

争的东南亚市场，抢占了欧美市场。这些因素都使得钱江摩托的品牌价值得到了提升。 

5.区域政策要素。区域政策因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对品牌的支持政策、行政服务能力和相关产业导向等内容。这些都会通

过企业与产业集聚对品牌生态分布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在这个方面，浙东北地区和温州地区始终走在浙江省的前列，如杭州

市和宁波市于 2002年就通过了相关名牌产品认定和管理办法，对被认定为地区品牌的企业进行品牌重点保护，提供各项扶持政

策，在立项、资金以及能源方面给予优先保证，并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定期复审。温州市政府则于 2006年通过了对名牌的奖励办

法，对首次获得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分别奖励 100 万元。市财政更是每年拨出专项经费，分别用于温州名牌

产品和温州市知名商标的认定管理工作，确保品牌评价工作不向企业收费。 

三、促进浙江省品牌建设发展的若干思考 

（一）培育品牌中介机构，为品牌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 

针对浙江品牌价值低缺的现状，应尽快培育品牌中介机构，引入知识产权和专利领域的中高级服务人员，为企业提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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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交易和专利代理服务；建立一套以科学客观的品牌价值指标体系和量化指标为基础的品牌评估制度，定期公布区域内的品

牌评估结果；构筑信息平台，及时发布与品牌建设活动有关的信息，为企业提高品牌竞争力提供咨询服务。 

（二）行业协会要积极发挥作用，促进集群品牌发展 

由于浙江块状经济的特点，对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一是规范同业竞争，

维护区域企业的权利与行业利益。如目前“宁波汤圆外地化”的现象严重，近 70%的“宁波汤圆”并非产自宁波，为此宁波汤圆

行业协会于今年 5 月正式成立，着手以行业协会名义申请“宁波汤圆”集体商标，以维护区域企业的共同利益。二是设立行业

培训机构，提供品牌专业人才，鼓励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三是开展各类行业展览会，共建集群品牌，提高品牌知名度。 

（三）共同构建品牌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平台，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 

针对浙江民企人才缺乏和研发能力较弱的情况，应当建立以企业投入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科研单位参与、品牌中介协助

的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平台。企业应增加科技创新的投入比重，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和培养品牌经营等复合型经营管

理人才，定期向品牌中介机构提出品牌咨询，提高品牌经营的运作水平。政府则应利用国家及财税政策，加大对名牌企业的扶

持力度，对企业推出的名牌产品及技术创新的重点项目予以资金和政策支持，搭建名牌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交流合作平台。 

（四）加快高端产业领域的品牌建设，拓宽浙江品牌的分布领域 

政府对浙江省在高端产业领域品牌缺失的现状应高度重视，提供相关的政策引导，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当积极寻求转型，力

争在金融、咨询、传媒、房地产、娱乐服务等服务业领域建立起一批有竞争力的品牌，提升浙江省的产业层次和品牌结构。尤

其在通信技术领域必须推动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引进和培育电子产业高端科技人才，发展自主品牌，提高浙江省在相关技术领

域的竞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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