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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横溪西瓜地理标志发展现状与机遇 

黄佳玲 王俊龙 李成飞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越来越强,如何突破现有发展

瓶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地理标志农业产业化,推进地域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江苏南京横溪街道五个主要西瓜种植社区，深入了解横溪西瓜产业发展现状，找出其存在的不足,

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策略,探索在互联网主导趋势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发展之路。 

横溪西瓜产业发展现状 

优势。地理上，横溪公路贯穿集镇，有多条道路可直达南京主城，10分钟可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便捷的交通，赋予横溪

西瓜种植与销售明显的区位优势。资源上，横溪街道有耕地4万亩，林地2.31万亩（不包括国有山林），水域1.79万亩，自然资

源丰富。同时，当地土壤与气候非常适宜西瓜生长，口感颇佳。 

劣势。一是规模不一，多为散户小户种植，设施不够完善，西瓜种植规模差异较大，西瓜种植面积大的可达50亩，最小的

仅为0.8亩，平均种植面积约为6.62亩，以小型种植户为主。大部分种植农户都依靠经验种植，较少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种

植者平均年龄为57.3岁，平均文化程度为小学或初中水平；经营过程平均有两位劳动力参与，种植规模以小型为主，与农业现

代化生产的目标差距较大。二是宣传手段单一。最主要的销售方式是通过农户自行上街销售，占总销售渠道中的81%，其次是商

贩收购，占比16%，超市和电商这两种销售渠道极少，分别为1%，由此可见现代宣传媒介并没有很好地利用。不少西瓜经营者对

网络营销尚不熟悉，白白流失喜欢在网上便捷订单的年轻群体，而这部分人群恰恰是消费的主力。 

机遇。一是互联网带来更多便利。目前横溪街道已基本实现WIFI免费覆盖，相关公众号如“微横溪”正在积极建设中。二

是政策支持的加大。横溪街道对西瓜产业发展极为重视，品牌建设持续性推进，致力打造“生态横溪、原味横溪、富民横溪”。

三是消费需求和发展空间増大。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对物资逐渐从“量”的追求转变为“质”的追求。地理标志农

产品和精品农产品符合消费者的此类需求。 

挑战。一是非地理标志区但与地理标志区相邻的西瓜种植者的竞争。随着横溪西瓜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街道收入效益明

显，社区风貌有很大的改善。这诱发了横溪周边的其他西瓜种植户的“搭便车”行为，给横溪西瓜带来了不少的压力。二是消

费者需求多样化的挑战。消费者品位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个性化需求也会水涨船高。单纯的横溪西瓜味道优势在竞争激烈的

同类市场中并无法形成可靠的品牌印象。三是销售渠道急需拓展。除超市与电商销售较少外，横溪西瓜目前也没有开发系列深

加工产品。横溪勇跃小年糕等副产品，大都通过路边兜售进行直接销售。四是品牌意识急需提高。目前横溪西瓜行业协会、社

会服务体系尚未健全，统一规划暂时无法实现，地方特色品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横溪西瓜产业发展建议 

加强品牌建设，丰富营销方式。整合各方资源建设横溪西瓜官方网站或开发横溪西瓜APP，丰富横溪西瓜宣传信息并提升在

线下单服务功能，加强与在线咨询的潜在消费者的沟通与交流。可以与新浪、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合作，开通横溪西瓜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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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开设横溪西瓜管理办事处，利用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现代媒体和自媒体工具进行分享营销推广。学习福建、浙江

等发展良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塑造自己的“品牌DNA”,采取多角化的战略，在加强丰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同时，加强自身的

核心竞争力，放大横溪西瓜品牌效应。 

整合多方资源，实现利益共享。充分发挥所掌握拥有的资源效用最大化，实现横溪西瓜种植者、消费者和批发者之间的利

益共享。相关部门应通过土地、贷款等措施，重构消费者和农户、使用者和所有者（投资者）、人与自然、地理标志发展与地

道正宗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各种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培养年轻人才，提高人员素质。一方面，可以与附近校企合作，通过高校、专业机构对横溪西瓜地理标志相关从业人员进

行培训，从而提高其从业技能及素质，并建立高校旅游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另一方面，通过建立高效的人才引进机制，提高

从业人员的福利，引进高素质专业人才，促进横溪西瓜地理标志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基础设施。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和当地银行合作，申请一定的贷款，同时召集种植地块小的小户、散户，

形成规模化经营，促进横溪西瓜的现代化专业化种植；同时，积极参与申报国家相关政策资金扶持的项目，开展招商引资，与

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依靠现有的地理标志优势和经济基础，吸引大企业参与，不仅能为当地注入流动资金，为购买相应的

机械设备提供资金保障，而且不同的企业将为横溪开发当地特色加工农产品提供更多可能，促进“横溪味道”产业链多元化，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选择横溪味道。 

制定标志标准，加强政府监管。相关政府部门需要为西瓜种植户提供咨询服务，制定一套可行的横溪西瓜质量标准，使横

溪西瓜这一地理标志的运用从审批到售卖及管理均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同时，理顺管理思路，明确管理权职，加强横溪西瓜

产业的指导和管理。可以借鉴成熟地理标志发展的管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使地理标志管理更加科学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