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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农业品牌推进品牌强农 

张丽丽 王晓芹/江苏省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近年来，江苏各地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创建，涌现出一批知名企业品牌，提升了江苏农产品价值和影响力。农业企业是农业

品牌创建的重要主体。为了解江苏农业品牌创建情况，笔者近期对 59家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研，对

推进农业品牌创建工作提出思考和建议。 

现状企业普遍重视品牌建设 

强化组织联结。从调研情况看，企业原材料以自有基地、订单、市场收购等方式为主，自有基地和订单生产的比例越来越

高。通过加强与农户的组织联系，保障了原料来源的稳定，为品牌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强化标准认证。调研数据显示，98.3%的企业通过了产品认证或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方面，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占比 71.1%，绿色食品认证占比 60.0%，有机食品认证占比为 24.4%，“三品”认证呈金字塔状。产地认证方面，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地理标志、工商地理商标、质监部门地理标志产品数量相当，各占总数的 1/3 左右。随着部门机构整合，多方认证的局面会

有所缓解。质量体系认证方面，IS09000 范围最广，占比为 84.9%,其次是 HACCP、QS,均为 43.4%,IS014000 为 28.3%,GAP、GMP

分别为 15.1%、11.3%。企业对产品认证及质量体系认证重视度逐步增强，为品牌塑造提供了有力保障。 

强化品牌宣传。目前企业进行宣传的渠道比较广泛。各类农产品展会是品牌推广的主要渠道，占比为 80.7%，交易成效立竿

见影；其次分别是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口碑宣传、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新媒体、户外广告、超市等方式，占比分别为 68.4%、

64.9%、59.6%、36.8%、33.3%。多样的宣传活动，提升了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问题尚有短板亟待查漏补缺 

品牌创建效益有待提升。农业品牌创建投入大，短期效益不明显。调研显示，约 20.0%的企业认为品牌收益不足以弥补支出。

对“企业在品牌创建中的困难”分析，排序靠前的有：农产品生产规模限制、企业研发能力不强、消费者对品牌认知度不高、

资金投入不足等。从调查情况看，最大困难在于农产品生产规模限制，根源在于农产品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生产分散导致规

模较小，产品品质难以统一，影响品牌质量的稳定性。企业研发能力不强、资金投入不足，反映出农业企业实力和水平相对较

低，制约了品牌创建。 

优质优价机制有待完善。一方面，消费者对优质产品信任度有待提高，部分消费者对认证产品真实品质难以感知，影响了

优质优价市场机制的实现。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多为完全竞争市场，行业竞争激烈，采用低价策略的企业较多，影响品牌产

品价值实现。加上品牌保护力度不足，品牌溢价不高，也导致生产企业选取低价竞争策略。 

标准化生产有待扩大。企业按照标准生产内生动力不足，制约瓶颈既有资金投入困难、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内在因素，也有

不少外在因素。一是农业生产环节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产品质量管控难，部分生产者文化素质低导致按标生产难度大；二是

部分标准制定与生产实际脱钩，有一部分调研企业认为本行业农业标准体系有待完善，加上扶持力度不够，监测认证体系不健

全等，都会影响企业实施标准化生产的积极性。 

思考品牌培育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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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大品牌还是小企业小品牌。有观点认为，农业品牌不强，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规模不够大，要大力扶持大企业、做强

大品牌。实践证明，企业规模做大后，投入品牌宣传资金增多，有助于扩大品牌知名度。但是，做大企业、做强品牌，要因企

而异。规模增大，管理成本升高，部分企业会有顾虑，并不愿意盲目扩大。对于一些地方性特色农产品，由于规模有限，大了

反而适得其反；部分区域性公用品牌的打造也不是范围越大越好。因此，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品牌范围，都要根据产品类型、

企业能力及意愿等进行合理选择，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可拔苗助长。 

重点扶持还是普惠性扶持。有观点认为，财政资金要集中力量，扶持一些重点企业，推动农业品牌创建。笔者认为，过于

强调扶持重点企业，可能会造成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扶持农业品牌发展，可按照品牌创建投入设置一定比例扶持标准，尽

可能地让政策惠及到有创建品牌意向的主体。普惠性的扶持，不是说要撒胡椒面，面面俱到，而是主体普惠，内容聚焦，选择

外部性强、企业不愿意做的领域，如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建设、农产品检测体系等公益性较强的领域，进行重点扶持，推动品

牌创建。 

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当前，优质农产品供给还难以满足消费需求，需要从供给端入手，生产高质量的适销对路产品。然而，

供给端的困境从深层次看也与消费端有关。有研究表明，虽然当前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增加，但是主要消费人群依然是

价格敏感型，对优质农产品支付溢价并不高，使得低价竞争依然是生产者的最优策略。因此，培育农产品品牌，既要从供给端

入手，抓好优质农产品生产，也要从需求端改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加强对消费习惯的引导，提升消费者对

优质品牌农产品的支付溢价。 

建议多元联动创新品牌培育手段 

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农业品牌参与主体众多，环节链条长，任何一个环节都讨能影响到品牌形象，需要提高组织化

程度。调研中，部分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保证品质，不利于品牌塑造，是反映较多的问题。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等对农户的合作带动、订单指导，鼓励企业制定与标准相配套的技术操作规程，通过

标准化实施倒逼生产组织化。同时，强化农业产业行业管理、市场调查、供求预测、技术培训，通过产业层次提升推动品牌创

建。 

加大对企业扶持力度。一方面要加强质量管控设备补助。企业在控制质量安全方面投入费用主要包括设备投资、质量安全

检测费用、相关人员工资以及人员培训费用等，其中设备投资占比较大，回报周期长，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补助，或者推动市场

化服务机构提供相关设备。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调研中，90.7%的调查对象认为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对企业品牌创建有促进作用。然而，单靠企业建追溯平'台成本较高，现有的平台影响力又不够强，消费者认可度不高，有必要

加强质量追溯平台建设，提升农产品溢价。 

提升品牌产品公信力。一是加强认证机构公信力。认证机构的公信力是消费者对品牌信任度的重要依据，建议加强对认证

机构的管理，对不合格的认证机构，坚决取缔认证资格，追究认证人员责任。通过提升认证公信力，让认证产品在消费者心中

有地位有市场。二是加强品牌评选活动公信力。调研中，部分企业表示社会上有些品牌评选参差不齐，评选结果缺少公信力和

含金量。要加大品牌评估和评比机构的整合力度，严格规范品牌评估、评定、评价、发布等活动，逐步提高品牌评选的公信力。

三是加强市场规范引导。加强品牌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造等侵犯品牌的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大市场监管力

度，特别是加强对不正规的小作坊等的查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