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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标志”属于商标知识产权概念．是各国贫易谈利中的重要内容

，是典型的涉农品牌。“集群品牌”是品牌管理概念，是当下品牌经营管理实践中的

热门话题。以地理标志为对象，基于集群品牌管理理论对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与湖北

省农产品产业集聚效应展开了探索性分析与讨论，以期为湖北省地理标志理论的应

用研究探寻一条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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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产业集菜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其以企业为载体，通过一定的经济联系，将大量企

业聚集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形成一个类似生物系统的产业群落．产业集聚凭借聚集经济、社

会网络、创新环境、合作竞争和路径依核等的要家，得以形成并保持其竞争优势，最终将其

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随粉产业集聚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研究对象的范围

和成果适用领域不断扩大，从宏观经济的产业集策效应研究到区域经济的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并且逐步将研究对象徽观化，聚焦到各类不同细分产业的集聚效应研究上。农产品产业集

聚理论就是学者们将产业集聚理论应用于农业经济问题而产生的成果．因此农产品产业集策

理论是在产业集群理论的基础上深化与完善的结果。

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因家较为广泛，包括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品牌等。其中，地理标

志集群品牌是影响农产品产业集聚效应的主要因 t 之一“地理标志”派自商标知识产权概念

，标示了某商品来源地区、特定质 I、信誉或者其它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家或者人

文因素所决定。集群品牌又称“产业集群品牌”、“区域品牌”、“集体品牌”等，由地理

名称和产业（或产品通用名）名称组合构成，其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悠久生产方式及加工

工艺的农产品，由政府、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营运形成的具有显著区域特征的品牌集合，它

包含“区域”、“产业”、“品牌”三大元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综上可知，地理标志、集群品牌、集菜效应三个关键词，涉及到经济管理学、品牌传播

学、知识产权学等多学科，是跨学科研究领域‘!，的高频词汇・也是现代经济管理应用学科

中的新生概念。本文以湖北省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为对象，分析其对湖北省农产品产业集聚效



应的影响。另外，了解和把握这些高频词汇的相关概念，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地理标志集群品

牌与湖北省农产品产业集聚效应间相互关系意义重大，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以期为

湖北地理标志理论的应用研究提供一条创新思路。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文中集群品牌均指

地理标志集群品牌；湖北农产品产业主要指与湖北省农产品有关的产业。

1 湖北省地理标志及农产品产业发展现状

1.1 湖北省地理标志发展情况

湖北自古以来数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美誉，其拥有长江流域最富饶的江汉平原，还

拥有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生态资源独特的鄂西武陵山片区，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大别山区、

秦巴山区和幕阜山汉等，是我国农业大省。此外，湖北省处在植物区系东西横向过渡地带，

植物成分更易于形成交叉互动，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生物资源，进而为湖北省农业尤其是地理

标志产业迅速发展提供内在支撑力。2013 年湖北省为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提升品牌核心竞争

力，提出商标强省战略，全面实施“一县一标”品牌培育「程。2014 年．湖北省工商局建立

全省地理标志孵化库．以加快推进“一县一标”项目实施进程。截至 2016 年 l 月 12 日，湖

北省地理标志已达 249 件．居全国第三位，涉及产品涵盖蔬菜、粮油、花卉、水产品、水果

等 10 个种类．其中地理标志农产品如种植区、畜牧业、渔业产品的发展对湖北兴农富农、促

进农业产业升级起到厂有力的带动作用。

1.2 湖北省农产品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发展情况

地理标志申报注册情况显示，湖北省地理标志发展势头良好，但从地理标志集群，拼牌

战略的角度考址，真正能代表湖北省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成功案例极少，绝大部分地理标志

有名无实。通过调研发现，地理标志发展存在“重保护、轻使川．'Ti 名头、轻传播，'Ii:

眼前、轻研究，急功近利、临时报佛脚”等虎头蛇尾的现象，而该现象已成为制约湖北地理

标志集群品牌成长的绊脚石，是阻碍湖北农产品产业集聚效应正常发挥的拦路虎。究其原因

有二：一是人们缺乏对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认识；二是缺乏对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战略性思

．考；三是缺乏对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研究的统一理论范式．因此，本文探讨集群品牌湖北农

业产业集聚效应，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1.3 湖北省农产品产业集聚现状

2014 年，湖北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516.86 亿斤．较 2013 年增产 16.6 亿斤，实现“十一

连增”，猪肉、禽蛋、水产品、水果、茶叶、蔬菜等产 I 持续增长，油菜籽、莲藕、淡水产

品产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在农产品产 I 大幅增加的同时，全省形成了一批较为知名的特色

农产品．如罗田板栗、那西魔芋、长阳高山蔬菜、随州香菇、宜昌柑播、姊归脐橙、宜昌茶

叶等，产生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农产品品牌，如国宝桥米、福娃食品、广源饼干、稻花香酒

、劲牌保健酒、采花毛尖、萧氏茶叶、神丹蛋品、周黑鸭等。目前湖北省已形成优质水稻产

业带、优质棉花产业带、“双低”优质油菜产业带、畜产品产业带、水产品产业带等，成为

全国冬春蔬菜和水产品流通的主要节点和翰出大省。这些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是湖北省农产

品产业经济、产品品牌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随着目前全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渐

放缓以及国内农产品市场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对湖北省农产品产业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

更为严峻的挑战。



2 地理标志与农产品产业集聚

品牌与产业集聚之间可以被认为是相生关系，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界限，且存在

若较为吸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即共生关系。

2.1 农产品产业集聚是地理标志形成的基础

现代市场竟争中，品牌效应已不局限于单个企业。随着地理标志的影响和作用日益突出

，产业集聚作为区域柔性生产体系，必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区城品牌，同时结合区域发

展特征，形成该区域地理标志。地理标志的产生是集群品牌发展的必然结果。农产品产业集

策具有高度集聚性和嵌人性特征：高度集策性是指在某一特定地域内有大 I 相互关联的农产

品生产基地、企业、农户和科研院所等机构聚集在一起．嵌人性是指以本区域内大 t 中小企

业为依托，形成地域性的产业结构和要家集聚，并在专业化分工协作基础上结成本地化网络

，通过竞争、协作和补充，形成学习和创新机制，共同推动区域发展和企业持续创新，从而

使得农产品产业集聚积象一定营销优势。农产品产业集群的特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认可和

接受，进而促成了该地区相关品牌的分类与统一。该过程表明农产品产业集聚本身具有的地

理集中性已隐含地理标志的内涵和要家，从而使许多具有区域品牌潜质的准农产品品牌得以

发展，并经过长期积军凝结为区域经济象征性符号，即地理标志。因而，农产品产业集聚是

构建地理标志的支撑条件和基础。

2.2 地理标志是农产品产业集聚的促成要素

丰富的农业资源悠久、的人文历史等要素是农产品产业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墓础

。由此可以认为，农产品产业集聚是由具有特色资源优势的特定农产品发展而来的，而特定

农产品的发展得益于地理标志对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发展的推动．从地理标志理论研究来看，

地理标志具有区域属性、公共属性和资产属性等特点。其中，区域属性与集群品牌的概念相

关，即地理标志是当地区域性经济与文化特色的标志，如武汉光谷、那州武昌鱼；公共属性

即指由政府、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营运形成具有显著区域特征的品牌集合，包含“区域”、

“产业”、“品牌”三大元素；资产属性则体现为地理标志的稀缺性．地理标志和集群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高，对区域企业集聚效应的影响就越大，所累积的集群整体品牌资产就

越多。正因为地理标志属性具备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使其成为农产品产业集聚的重要促成要

素。

3 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对湖北省农产品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

3.1 地理标志集群品牌效应有效促进农产品市场结构的多元化

随着人们物质、精神、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地理标志农产品消费需求的结构日趋复

杂，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建立与发展带来农产品市场需求多元化：一方面，使农业产业链的

增值环节越来越多，一种农产品从研发、培植、生产到营销、运翰所形成的价值链过程已很

难由一家企业来完成；另一方面，使农产品生产过程各环节的相互关联性更强。因此，以生

产拥有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农产品为对象的企业要想获得规模经济，必须使市场交易转移到

企业内部，以避免重复谈判以及非合作行为的出现．于是，大 t 与在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相

关的企业和支撑机构积聚到一定的区域内，形成产业间分工协作系统。这种积琅以区城内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企业为源头，以一家或数家主导企业为核心，在外部构筑多层次纵向关



联产业群体，形成产业集群。这样，随着农产品产业规模的扩大，农产品产业集群内各个集

群单元不仅可以享有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可以获得集聚经济效应。这

种集聚经济产生于不同企业的空间聚集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互补性，本质上是一种外部的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3.2 地理标志集群品牌是农产品企业集聚的重要桥梁

从市场运行来看．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以及农户都不是地理标志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力

量，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带来的农产品产业集聚最终还是需要熟悉市场运行规律的企业来实现

。将小农户和中小企业结合，以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为桥梁，以龙头企业为指引，形成规模化

发展，最终促成农产品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这是地理标志优之于其它产业的优势之处．囚

此，企业的主体地位往往能带动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的市场化传播，促进其与社会市场良性

互动，特别是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能树立良好的农产品品牌形象，带动其它相关企业的发展

与市场竟争。以湖北“京山桥米”为例，湖北地理标志产品“京山桥米”经过数年产业整合

，形成了以“国宝桥米”为统一品牌、将众多米厂纳人标准生产体系的模式，每年产量达 200

万吨、销售收入 60 亿元。当地有关部门严格管理“京山桥米”商标的授权，放手让国宝桥米

公司等龙头企业宜传推广桥米品牌。

3.3 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地域性特征是农产品产业集聚的重要保障

地理标志产品的生长、生产及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国际注册里

斯本协定》明确友明，高度地域集中性是地理标志的一大特征，因而，湖北省地理标志集群

品牌具有的明显地域性特征包括气候环境、地形环境以及独特的区域自然环境。从气候环境

来看，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属于典型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5-17t，雨水光

热比较充足，尤其北方冬季冰天雪地时．湖北地区日均沮仍能保持零度以上，使得果蔬成为

湖北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优势产业；从地形环境来看，湖北地形分平原、丘陵和山地，广阔肥

沃的江汉平原是粮油主要产区，也是湖北粮油类地理标志产品的主产区；从区域自然环境来

看，湖北有其独特的局部自然环境，江汉流域大大小小的湖泊水域既是重要的蓄洪区也是主

要灌溉水源，形成 J'湖北重要的水产养殖区，从而产生著名的地理标志产品，如那州武昌鱼

、潜江龙虾、张沟黄鳝等。湖北独特的地域特征形成了湖北特色的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并且

成为湖北农产品产业集聚的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湖北省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形成于其区域环境特征，作用于农产品市场结构，

并激发农产品企业的带动引领作用，最终促进实现湖北农产品的产业集聚。其影响机制途径

如图 1 所示．

4 基于湖北农产品产业集聚的地理标志集群品牌提升策略与途径

4.1 增强集群品牌战略意识

增强地理标志集群品牌战略愈识的目的在于告诫大家，在地理标志实践中，不应把地理

标志集群品牌这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当作一般品牌对待．在地理标志研究领域，地理标志集群

品牌是一种共有产权，是最典型的涉农品牌．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的形成与其

特有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组．从理论上讲，湖北

省要想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加快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进程，



激活农产品产业集聚效应，需要强化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保护意识，广泛增强集群品牌产业意

识，大力提高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创新传播意识，还要有科学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实现产业

集聚效应有两条途径可循：直接途径和间接路径。直接路径是指通过提高地理标志集群品牌

知名度、美誉度等获得更多资源支持，增加品牌吸引力，从而在更大范围实现营销共享·增

强品牌创新与协作，促进品牌核心价值形成，提高集群品牌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间接路径

是指通过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已有的知名度、美誉度，加快其辐射效应的形成，以获取更广泛

的资耳、营销优势及产业支持，强化集群品牌的环境应变能力，以及自我发展和价值创造能

力．增强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显性和隐性品牌资产．提升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显性和隐性品

牌竞争力。

4.2 建立湖北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连接桥梁．提升品牌竞争力

如前所述．由于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从宏观方面来看．其对建立区

域品牌、聚集相关企业具有正效应；但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地理标志集群品牌

的公共属性具有经济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在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主体缺失问

题，导致品牌无人维护，使农产品质 I 严重下滑。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建立农产品地

理标志集群品牌与企业品牌的连接桥梁，将区域品牌的企业集聚功能与企」k 品牌有效对接

就显得尤为重要。使企业成为地理标志品牌的经济管理主体，并承担其品牌发展，维护责任

，同时企业又是农产品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企业品牌的竞争优势必然会推动农产

品产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4.3 对湖北地理标志集群品牌进行有效发拥与开发利用在湖北地理标志实践中．对地理

标志集群体品牌发掘的数量越多，就越能彰显湖北农业产业集聚效应，也意味其需要保护、

监理、推广和传播的越多。近年来，湖北省工商局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商标强省战略

”的指示精神，创新性地开展了“地理标志孵化库”品牌培育工程，加快推进“一县一标”



工程进展，收效颇丰。然而，如何实现地理标志集群品牌对农产品产业集聚助推作用，是一

项有价值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笔者以为，“地理标志集群品牌”是一种稀缺的品牌资源

，其潜在的无形价值巨大，科学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一高附加值品牌资撅，对于发展区域经济

、惠及三农、实现农产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4 加强湖北地理标志集群品牌的监管与保护

在地理标志保护中，《地理标志使用管理规则》是商标使用与管理指导性文件，也是注

册人在申报前所必须提交的要件之一。协会获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并取得商标注册证（地理

标志集体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后，要依照使用管理规则履行协会义务，严格把控准

人关，明确商标许可使用者的准人标准及权责。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保护是指运用商标法律手

段保护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也就是将地理标志集群品牌作为“特殊商标＂（集体商标或证明

商标）予以保护。商标法第只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

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如《“哪州武昌鱼”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第十条

规定了武昌鱼原产地范围，“以那州梁子湖及连接长江的九十里长港至樊口一带为那州武昌

鱼原产地地域范围”，凡符合规定条件者均可申请成为该商标使用者，被许可企业可在产品

包装上同时印上“那州武昌鱼”证明商标与国家工商管理总局颁布的“世界地理标志产品”

官方专用标志，还可印上企业自有商标以表明其生产者。

因此，对湖北地理标志集群品牌进行监管与保护可以有效避免保护区域集群品牌免遭浸

权和恶意抢注，维护集群品牌的声誉、提高市场信资度．为湖北省农产品产业聚集提供较为

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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