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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研究 

王馨胤1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加强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对推动企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通过调研分析苍溪县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相关政策的供给和配套、资源的统筹和整合等问题，

提出了建设苍溪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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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苍溪县是我国猕猴桃主要产区之一，也是我国红肉猕猴桃原产地。加强苍溪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对推动企业

增效、农民增收，促进苍溪区域经济和苍溪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对苍溪县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苍溪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更快更好地发展。 

1 苍溪红心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现状 

1.1区域公用品牌管理主体 

苍溪红心猕猴桃标识使用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机制。猕猴桃产业发展局，负责全县猕猴桃产业发展工作的

统筹协调。猕猴桃产业发展局作为苍溪红心猕猴桃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猕猴桃技术创新及推广、产品研发、猕猴桃产销市场

对接和信息发布，以及品牌建设、文化建设和行业管理。四川苍溪红猕王猕猴桃协会负责苍溪红心猕猴桃标识管理具体工作。

对苍溪红心猕猴桃地理标志享有专用权和管理权，是证明商标的注册者。协会服务于全县猕猴桃产业发展，目前有专职管理和

技术人员 38名，企业会员 39个，合作社会员 156个，家庭农场和普通会员 31863个。凡在苍溪县境内采购的红心猕猴桃裸果，

所使用的包装物必须经四川苍溪红猕王猕猴桃协会审定备案，方可使用包含“苍溪红心猕猴桃”商标和地理标志的标签、果箱

或果盒，规范包装后进入市场流通。 

1.2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政策 

1.2.1 地理标志保护政策。苍溪县率先在我国猕猴桃市场中打响品牌战略。2003 年，苍溪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苍溪猕猴

桃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范围的通知》，划定苍溪猕猴桃原产地域范围，覆盖范围为永宁镇、鸳溪镇、五龙镇、浙水乡等 26个乡（镇）

现辖行政区域，占整个苍溪行政区域的 67%。2004 年，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对苍溪红心猕猴桃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这是

中国实行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以来，批准保护的第一个猕猴桃产品。2010年，苍溪红心猕猴桃正式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对促进产业发展，提升苍溪品牌形象起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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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专项资金支持政策。苍溪县制定出台有利于猕猴桃产业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优惠政策。2015年，苍溪县政府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意见》，每年预算 500 万元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统筹 2000 万元产业建设资金用于支持猕猴桃产业

发展。2015年出台《苍溪县支持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转型九条措施》，加大对品牌政策扶持，获得市名牌产品、四川名牌产品，分

别按每项 1万元、5万元给予一次性补助。通过优惠政策的实施，苍溪猕猴桃企业发展壮大，形成品牌效应，带动了猕猴桃产业

发展。 

1.3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路径 

1.3.1产业标准化建设。为夯实猕猴桃品牌基础，苍溪县坚持以农业标准化促进农业品牌化，为苍溪红心猕猴桃区域公用品

牌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产品和质量保障。一是促进猕猴桃种植标准化。苍溪县委、县政府制定了《苍溪红心猕猴桃证明商标的管

理使用办法》《保护苍溪红心猕猴桃品牌的通告》《关于进一步加大猕猴桃生产投入品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修

订了《红阳猕猴桃生产技术规程》《猕猴桃综合防控措施》等技术标准和规程，要求种植业主按照生态、安全、优质、高效的要

求进行标准化生产，保证猕猴桃质量达标。二是促进猕猴桃包装标准化。县级相关部门联合行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苍溪红心猕

猴桃鲜果包装制作使用的通知》，共同制定了苍溪红心猕猴桃鲜果包装制作统一规范，在包装制作上实行母子商标+企业子商标，

具体做到六个“统一”，确保猕猴桃商标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1.3.2质量可追溯体系。苍溪县建立品牌使用追溯管理体系。一是完善品牌使用备案农资店网络追溯配置，对接品牌使用。

全县猕猴桃品牌使用备案农资店已基本完成 POS 机、收银管理软件、条码扫描枪的配备，进出货物清单可以通过网络查看，实

现农产品管理的可追溯。二是建立多功能质量追溯交易中心，完善品牌质量监督。建成了集质量追溯、检验检测、信息发布、

市场监管、交易会展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猕猴桃交易中心，成为我国最大的红心猕猴桃综合交易管理平台，真正实现苍溪猕猴桃

生产可视、质量可溯、全程可控的无缝衔接和管理。三是实现种植全过程追溯，保证品牌生产管理。以县级猕猴桃协会为统揽，

在全县建立 43个出口备案基地，统一挂设出口基地标识标牌，与所辖企业、电商、合作社签订“苍溪红心猕猴桃”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建立包装使用台账和早采早购投诉登记簿，联合四川华朴、苍溪日昇等一批出口企业和业主建立起产品二维码追溯体

系，实行由“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控。 

1.3.3营销推广体系。苍溪政府通过参与各类展销会和媒体合作，扩大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一是与主流媒体建立

深入合作，发挥媒体网络宣传的作用。一方面与电视媒体合作，与省、市、县电视台长期合作，定期、及时发布猕猴桃产业资

讯；另一方面与腾讯、新浪等新兴媒体合作，在网络媒体的传播推广下帮助品牌提高知名度、建立良好形象，促进品牌又好又

快发展。二是积极组织企业和商家参与农产品展销会。一方面，苍溪县政府积极组织猕猴桃龙头企业广泛参加国内外农产品展

销活动；另一方面，苍溪县政府成功在苍溪召开中国红心猕猴桃国际订货会和猕猴桃采摘节等活动。对提高苍溪红心猕猴桃区

域公用品牌影响力，促进苍溪红心猕猴桃的成交量、完善品牌营销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品牌竞争压力不断加剧 

苍溪拥有悠久的猕猴桃种植文化，种植规模和产量在各主产区居于首位。苍溪红心猕猴桃占据的市场份额较大，但伴随其

他地区种植的扩张，导致猕猴桃市场的竞争压力加剧，压缩苍溪红心猕猴桃品牌的发展空间，影响苍溪红心猕猴桃品牌的发展

前景。截至 2016年底，各产区中苍溪种植面积最大，产值收益较高，其次分别为：都江堰产区、蒲江产区和雅安产区，雅安产

区种植规模最小，实现了 2.43 亿元的产值创收（见表 1）。 

表 1 2016年四川省猕猴桃主产区种植规模及产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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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区 种植规模（万 hm
2
） 产值（亿元） 

苍溪产区 2.36 35 

都江堰产区 0.8 8.5 

蒲江产区 0.67 7.3 

雅安产区 0.35 2.43 

 

数据来源：据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局、芦山县人民政府、蒲江县农业局、都江堰市人民政府网 

 

2.2产业组织带动能力有限 

苍溪县品牌建设依然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微观主体带动能力有限。一是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苍溪县拥有一定有实力的

龙头企业，但大多数企业都还不具备能带动整个产业发展、引领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能力。在企业生产方面，同质化现象严重，

且主要处于粗加工阶段，产品附加值低，在市场中缺乏品牌竞争力。同时，大部分企业满足于各自为政的局面，没有形成合力

集中打响区域公用品牌。二是合作社组织带动能力不足。苍溪县猕猴桃专业合作组织在数量上突飞猛进，但发展机制不健全，

并未带动周围农户进行规范性生产，在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很小。 

2.3品牌监管难度大 

外来的猕猴桃贴标签现象严重，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不从心。尽管近年来，苍溪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办法和意见对苍

溪红心猕猴桃品牌做出相应的规定，相关部门已加大打击假冒苍溪红心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行为的力度，商标注册人采取多种

措施管理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但仍摆脱不了“年年打假年年假”的困境。部分红心猕猴桃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外来猕猴桃

贴标签现象非常严重，影响苍溪红心猕猴桃的市场信任度，难以做到对品牌质量的监管。 

3 对策及建议 

3.1增强龙头企业带动力，突出企业品牌 

制定企业品牌建设的战略规划，结合企业自身情况，明确企业品牌建设的目标、品牌形象、市场定位、营销策略等。加大

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和高校联合开设与集群企业相关联的专业，开展品牌知识、品牌经营等方面的培训，组织

员工进修、到外界参观学习等。此外，企业应加强技术升级改造，提升产业附加值，促进猕猴桃产品的开发研究，促进产业的

更新升级，以提高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3.2加强猕猴桃品种研发，提高品牌竞争力 

一是要加强品种与地理环境的优势搭配。根据海拔高度，把红、黄、绿品种科学搭配；实现品种优势最大化，实现单产效

益最大化。二是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业附加值。扩大红心猕猴桃生产规模，划分区域经营，促进产业的更新升级，为扩张品

牌市场占有额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加大对猕猴桃科研的投入和建设，加强技术升级改造，提高初级的加工转化率，全面提升

品牌科技含量。强化苍溪红心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提高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3.3完善质量监管体系，健全品牌保护机制 

一是加强市场监管，完善质量监管体系。对进入市场的红心猕猴桃，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质量监督检查，严厉

查处和打击违规行为与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二是对管理规范、质量达标、认证有效的基地和产品将给予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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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对基本达标的要及时跟踪监控，确保限期改进。三是鼓励公众参与到品牌及质量的监管中来。通过网络、电话等设立相

关的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加强品牌的风险评估预警，健全品牌保护机制。 

3.4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品牌建设意识 

增强苍溪红心猕猴桃经营主体的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意识，加强品牌知识、品牌经营等方面的培训，组织经营主体进修、到

外界参观学习等。让经营主体充分认识到发展苍溪红心猕猴桃区域公用品牌带来的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将区域公用品牌看作

是自身发展的关键要素，并在区域公用品牌的基础上建设自身的品牌，共同去维护和管理区域公用品牌，提升苍溪红心猕猴桃

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龚玉霞.区域优势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以汉沽区茶淀镇葡萄产业为例[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128-131. 

[2]张帅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问题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4. 

[3]王庆.区域品牌建设实证研究——以福建省农产品区域品牌为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9）：62-65. 

[4]张欢，孙兰凤，袁媛.新疆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探索[J].新疆农垦经济，2010（7）：50-53. 

[5]王军，李鑫.区域特有农产品品牌整合的政府行为研究——以长白山人参品牌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4（5）：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