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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牌构建及其途径 

—以浙江茶产业为例 

钱杭园    杨小微    沈学政 

(1.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 

2.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 

【摘 要】介绍了农产品品牌构建的涵义及其基本形式,从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和使用、证明商标的申请、驰名

商标和著名商标的评定、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认证等方面探讨了农产品品牌构建的基本途径。以浙江省茶产业为

例,分析了其发展现状、品牌构建情况和所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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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品牌构建,既是当前农产品生产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整体

素质的客观要求。因此,农产品品牌构建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 2005～ 2008年的“一号”文件中连续得到体现。2005年主张“整

合特色农产品品牌,支持做大做强名牌产品,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2006 年提出“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保护农产品知名品牌”;2007 年强调要“搞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依法保护农产品注册商标、地理标志和

知名品牌”;2008 年进一步明确要“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培育名牌农产品,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品牌构

建的具体途径,在各部门、各地区的实践中不断的完善,成为我国打造“品牌中国”的一项重要内容。 

1 农产品品牌构建的涵义及其基本形式 

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或是它们的组合,用以识别某个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与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

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品牌创建的关键就是努力提高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并将其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
①
。农产品品牌有不同于

工业产品品牌之处,即它既可以是农产品的区域品牌,俗称“大品牌”,又可以是农产品的企业品牌,俗称“小品牌”。因此,农产

品的品牌构建在基本遵循品牌构建的共性要求、体现品牌快速成长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其指导原则应体现特殊性,即企业为主、

市场导向、政府推动,在品牌构建的形式上也应具有多样性
②③

。 

1.1 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1.1.1 地理标志产品。我国的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区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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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
④
。具体包括:一是该地区种植、养殖的产品;二是原材料全部来自该

地区或部分来自其他地区,并在该地区按特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 

我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的建立可追溯至 20世纪 90年代。1999年 8月,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的部门规章。2001年,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借鉴世界贸易组织 TRIPS

协定和欧盟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发布了《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2005 年 7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发

布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这一规定着重体现了统一名称、统一制度、统一注册程序、统一标志和统一标准的“五统一”

原则,使得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迄今为止,我国质检系统已对全国 600多个产品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核准了 4 000 多个企业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产品范围涉及酒类、茶叶、水果、传统工艺品、食品、中药材、水产品等,

保护产值近 5 000亿元
⑤
。 

1.1.2 农产品地理标志。我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生

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志
⑥
。这里所称的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

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申请地理标志的农产品,要符合 5个条件:①称谓由地理区域名称和农产品通用名称构成;②产品有独特的品质特性或者特定

的生产方式;③产品品质和特色主要取决于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因素;④有限定的生产区域范围;⑤产地环境、产品质

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 

1.2 证明商标  

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

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
⑦
。我国在 1994 年 12月首次发布了《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1995 年 4 月我国在第 3 次修订《商标法实施细则》时,首次把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纳入了法

律的保护范畴。因此,证明商标主要是保证所使用商品的特定品质,注册证明商标能保护我国名优土特产品。 

1.3 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 

1.3.1 驰名商标。驰名商标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并且各国广泛采用的一项法律制度。它最早出自于 1883年的《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的 TRIPS协议对“驰名商标”作了进一步认定。在我国,驰名商标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根据企业的申请,所认定的一种商标类型,同时,也可以通过司法认定程序加以确认。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

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
⑧
。因此,驰名商标的法律意义是使商标享受在非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扩大保护。我国自 1991

年第一次认定驰名商标以来,现已有 1 624 个商标通过国家工商总局的行政认定而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另外,通过司法认定

了 200余件驰名商标
⑨
。 

1.3.2 著名商标。著名商标,是我国各省(市)在商标保护实践中形成的介于驰名商标和普通商标的特殊商标类型。它一般

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知名的注册商标”
⑩
。而事实上,它是各地政府通过事前认定方式所赋予商标的荣誉称号。由于著名商标既

不是国际公约所要保护的对象,也没有成为我国现行《商标法》所保护的对象,因此,各省(市)大多在地方立法层面制定与颁布了

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目前,各地有著名商标 15 000多件
○11
。 

1.4 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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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有机食品。有机食品,是指按照有机的耕作和加工方式生产与加工的、产品符合国际或国家有机食品要求和标准,并

通过国家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目前经过认证的有机食品包括有机农作物产品、有机茶产品等 8 个类别。

现在,我国的有机食品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2006年我国有机食品出口额 3.5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0.7%。2007年,我国有机

食品企业总数达到 692家,产品总数达到 3 010个
○12
。 

1.4.2 绿色食品。绿色食品是对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总称。它是指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并经国家有关

的专门机构认定,准许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质、营养型的食品。1990 年 5 月,我国农业部正式规定了

绿色食品的名称、标准及标志,其中,绿色食品标准分为 2 个技术等级,即 AA 级绿色食品标准和 A 级绿色食品标准。绿色食品标

志,是我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于 1996年 11 月 7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并核准注册的我国第 1例证明商标。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绿色食品证明商标已在 8类 1 000多种食品上核准注册 33件证明商标。 

2 农产品品牌构建的基本途径 

2.1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和使用  

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是集体公权的体现,且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是长期有效的,因此其登记申请人不能是企业或个人,而应

当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择优确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服务性组织。这个服务性组织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具有监督和管理农产品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的能力;②具有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提供指导服务的能力;③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申请、获得一般经过的程序为: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条件的申请人※向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登记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初审和现场核查,并提出初审意见※符合

条件的,报送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对申请材料提出审查意见,并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专家评

审的,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代表农业部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由农业部做出登记决定并公告,颁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规程为:符合相关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登记证书的持有人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时,应

当按照生产经营年度与登记证书持有人签订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协议,明确使用的数量、范围及相关的责任、义务。 

2.2 证明商标的申请  

证明商标的申请注册遵循注册商标的一般程序,即注册准备和准备材料—按商品与服务分类提出申请—申请日的确定—商

标审查—初审公告—注册公告—领取商标注册证。一件新申请证明商标从申请到发证一般需要 1.0～ 3.5 年,其中,申请受理和

形式审查约需 1个月,实质审查约需 24～ 30个月,异议期 3个月,核准公告到发证约 2个月。 

同时,证明商标的申请注册还须明确申请人的资格和条件。根据《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申请

人的主体资格范围是:“对某种商品或服务具有管理能力的组织”。申请人应具备的条件是:①必须是经依法登记的、具有法人资

格的企业或事业单位;②必须有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申请人主体资格证明,该主管部门一般指中央或省级以上的业务主管部

门;③必须指定所申请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 

2.3 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评定 



 

 4 

2.3.1 驰名商标的评定。 

目前,我国驰名商标的评定实行行政主管部门与人民法院均可认定的双轨制,但须以当事人提出申请或请求为前提,并且该

申请或请求必须建立在相关权益受损的基础上。 

(1)行政认定。中国驰名商标大部分都是通过工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的。在商标注册、使用与评审过程中

产生争议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依据具体事实认定该商标是否驰名。 

行政认定中通过商标局认定的一程度为:要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必须通过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报送有

关材料;由各省级工商局将经过初审并签署意见的有关申请材料以邮寄方式及时报送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最后,由国家工商总

局商标局认定该商标是否驰名。在商标注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有关当事人认为其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可以向商标局请求认定

其为驰名商标,此时应当提交其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证据材料。 

依照《商标法》及条例的规定,在商标评审过程中产生争议时,有关当事人认为其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可以向商标评审委员

会请求认定驰名商标,此时,有关当事人应当依法提交其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证据材料。 

(2)司法认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依法做出认定。《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使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目前,许多企业通过司法认定这一途径来认定驰名商标,这使得驰名商标在某种程度上泛滥成灾
○13
。为此,2008年 11月 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在审理侵犯商标权等民事纠纷中认定和保护驰名商标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规定

人民法院对驰名商标的认定不写入判决主文,也不在调解书中予以认定。 

2.3.2 著名商标的认定。 

在我国,著名商标的认定机构是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标准主要有 4个:一是该商标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连续试用期满 3

年;二是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在省内或国内同类产品中质量和售后服务优良,且在相关公众中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良好的市场信誉;

三是使用该商标的年产量、销售额、利润和市场占有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在省内同行业或者国内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四是该商标

注册人有健全的商标使用、保护和管理措施。 

与驰名商标相比,著名商标一般由地方性法规来规范,不享受在非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扩大保护,仅倾向于在省内享受一些

特殊政策服务。 

2.4 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认证 

2.4.1 有机食品的认证。有机食品必须通过合法的认定机构的认证。目前,国际上相关的组织机构包括:欧盟的 QC＆I;美国

的 IBD;荷兰。有机食品的认证过程分为 2 个阶段。一是申请有机食品的认证,其程序为:申请—预审并制订初步的检查计划—签

订有机食品认证—检查合同—审查—实地检查评估—编写检查报告—综合审查评估意见—认证决议—有机食品标志的使用。经

过认证的证书有效期为 1年。二是有机食品保障的认证。其程序为:通知—实地检查评估—编写检查报告—综合审查评估意见—

认证决议。经过认证的证书有效期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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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绿色食品的认证。绿色食品标志的申请认证程序为:申请—现场考察并写出报告—审核并定稿—现场检查好环境质

量现状调查并写出报告—中心认证处审核材料—中心认证处做出结论—申请企业领取绿色食品证书。 

3 浙江茶产业品牌构建情况 

3.1 浙江茶产业发展概况 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区域之一,浙江的茶产业以绿茶为主,是我国绿茶生产、加工和出口大

省。2007年,浙江省茶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和优势地位。 

3.1.1 茶产业实现“三增长”。浙江省共有产茶县(市、区)72个,茶农 150万户,绿茶生产面积 16.90万 hm 2,比 2007年增

长 2.9%;产量 16 万 t,比 2007 年增长 5.3%;产值 56 亿元,比 2007 年增长 13.0%。其中,无公害茶叶生产面积 12.60 万 hm 2,有机

茶认证面积 1.22 万 hm 2,生产企业 273家。 

3.1.2 茶产业“四大工程”取得成效。自 2007年以来,茶产业品牌推广工程、茶厂优化改造工程、茶树良种化工程和茶叶

采制机械化工程取得显著成效。 

3.1.3 茶产业扶持力度加大,出台多项优惠政策。2007 年,浙江省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主导产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

若干意见》,把茶叶列入新一轮重点扶持的十大主导产业之一。省财政厅、农业厅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浙江茶叶产业的实施意见》,

许多产茶县(市、区)也出台了发展茶叶产业的配套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强。因此,绿茶产业已成为促进浙江省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和茶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
○14
。 

3.2 浙江省茶产业品牌构建及其成效 浙江省于 2001年提出实施茶产业精品战略和名牌战略,要求各地按照每个产茶县或

一个区域原则上集中力量重点扶持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竞争力强的茶产业品牌,全面开展品牌整合和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基本

形成了茶产业的品牌构架,即地理标志产品、证明商标、驰名商标与著名商标、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等系列品牌形式,使茶产业

品牌构建取得了显著成效。 

3.2.1 地理标志产品先声夺人。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我国公布的地理标志产品有 187个。其中茶叶产品 18个,占当时

总数的 9.6%,它们分属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川、陕西、江苏、广西、贵州、湖南等 10个省份,分别为龙井茶、安吉白茶、

乌牛早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黄山毛峰茶、太平猴魁茶、狗牯脑茶、庐山云雾茶、蒙山茶、紫阳富硒茶、洞庭(山)碧螺

春茶、雨花茶、凌云白毫茶、余庆苦丁茶、梵净山翠峰茶、溪州莓茶、桃源野茶王。其中,浙江最多,拥有 3个(龙井茶、安吉白

茶、乌牛早茶),占 18个中的 16.7%。截至 2009年 3月 31日,浙江省茶产业共拥有地理标志产品 13个,分别是龙井茶、安吉白茶、

乌牛早茶、临海蟠毫、江山绿牡丹茶、余姚瀑布仙茗、径山、磐安云峰、苍南翠龙茶、大佛茶、桐庐雪水云绿茶、开化龙顶、

普陀佛茶,仅次于福建省(14个),名列第 2。这 13个茶叶品牌中,有 7个(龙井茶、安吉白茶、乌牛早茶、径山、大佛茶、桐庐雪

水云绿茶、开化龙顶)产自全国名优绿茶重点区域,1个茶品牌(余姚瀑布仙茗)产自浙江省特色优势茶叶基地
○15○16

。 

3.2.2 证明商标独占鳌头。证明商标包括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品质证明商标 2种类型,其中,农产品主要以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为主。2004年 9月,全国经核准的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有 220件。据统计,这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普遍上涨 15%～ 

20%
○17
。截至 2009 年 4 月,浙江省共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8 件,总量占到全国的 1/5,稳居各省、市第 1 位,其中茶产业品牌共有

12件,分别是安吉白茶、余姚瀑布仙茗、江山绿牡丹茶、临海蟠毫、大佛、径山、磐安茶、普陀佛茶、苍南翠龙茶、桐庐雪水云

绿茶、龙井茶、开化龙顶,占浙江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总数的 17.7%
○18
。这些获得证明商标的茶产业品牌分别出自安吉、余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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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临海、新昌、余杭、磐安、普陀、苍南、桐庐、西湖区、开化等县(市、区),其中,安吉、新昌、余杭、桐庐、西湖区、

开化等 6 县(市、区)为全国名优绿茶重点生产区域。2009 年 3 月评出的 2008 年浙江省农产品证明商标十大创牌先锋中,茶产业

品牌就占了 3席(安吉白茶、径山茶、余姚瀑布仙茗)。 

3.2.3 驰名商标正在起步,著名商标锦上添花。到 2009年 4月,我国通过行政认定给予驰名商标保护的商标已达 1 624件
○19
。

其中,“安吉白茶”于 2008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这是浙江省第 1个被行政认定为驰名商标的

农产品证明商标,也是第 1 个茶产业品牌的证明商标。这标志着浙江省茶产业品牌构建体系又增添了新内容,茶产业品牌中的驰

名商标争取工作正在起步。另外,浙江省茶产业品牌中有 3 个品牌通过了司法认定程序,也被认定为“驰名商标”;2007 年 5 月,

“乌牛早茶”品牌被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认定为“驰名商标”
○20
;2007 年 10 月,诸暨“绿剑”茶,被司法认定为“驰

名商标”;2008 年 2 月,“余姚瀑布仙茗”商标被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认定为中国证明商标类驰名商

标
○21
。 

浙江省自 1997 年 4 月通过《浙江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以来,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其中,茶产业及

其产品获得浙江省著名商标的数量逐年增加,为农产品的创品牌工作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4～ 

2008年,浙江省茶产业获得的著名商标数量分别是 3、15、11、7和 14件,确认延续的著名商标数量分别是 2、5、10、5和 19件。

同时,浙江省及下属各市也开展了“名牌产品”的评选工作,有许多农产品以及茶产业品牌获得浙江省和各市级“名牌产品”称

号。2007 年浙江省共有 133 个农产品获得市级“名牌产品”称号,其中茶叶品牌有 10 个,占 7.5%。有许多茶产业品牌获得浙江

省农产品知名品牌和金奖称号,如 2007年浙江省农业博览会共评出 615个金奖农产品,其中茶产品共获 49个金奖,占金奖总数的

8.0%。3.2.4 有机产品和绿色食品方兴未艾。浙江省是我国最早生产并加工有机茶的省份,自 1989 年开始生产有机茶,至今已

有 20年。目前,浙江有机茶生产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有机茶面积和产量都占全国总量的 40%左右,认证产品覆盖各类名优茶和蒸青、

眉茶、珠茶、花茶、红茶等
○22
。 2001年 5月,浙江省武义县被评为第 1个“中国有机茶之乡”,全县现有茶园面积 0.73 万 hm 2,

产量 7 100t,产值 2.28亿元,其中有机茶面积 0.14万 hm 2,产量 850t,产值 6 000万元,分别占全县茶产业的 19.10%、11.97%和

26.32%
○23
。截至 2006 年底,浙江省有 37 家企业的 100 个产品经中绿华夏绿色食品认证中心检查,获得有机食品认证。其中,茶叶

生产企业 21 家,产品 41 个,它们分别属于嵊州、泰顺、天台、东阳、余杭、长兴、莲都、萧山、杭州、宁波等市、县(区)。浙

江省有 375家企业的 834个产品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审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其中,茶叶生产企业 67家,产品 90个,

分别占企业总数的 17.87%和产品总数的 10.80%。 

通过这些品牌构建的途径,浙江茶产业在全国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浙江茶产业品牌建设和茶文化内涵的发掘也继续保持着

领先地位。浙江省在茶产业品牌整合中提出了“浙江绿茶”这一区域品牌,以期为茶产业的增长、增收和增效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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