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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州实施农产品品牌化战略 

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研究 

——以“邳州大蒜”为例 

花玉琪 柏益雯 周仕通
1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农产品品牌化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的核心标准。目前，徐州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小有

成就，但还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轻视农产品品牌发展维护、农产品附加值较低、农民品牌意识淡薄和法律监管保

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以“邳州大蒜”为例，对农产品品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农产品安全化管理、提高农

产品生产科技含量、扩大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丰富农产品品牌文化内涵、制定相关扶持政策等建议，旨在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促进徐州市农村经济增长，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徐州市农产品 品牌化战略 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 

1 实施农产品品牌化战略的背景与意义 

“品牌发展战略”是现如今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了要“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资金，

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原料基地、节能减排、培育品牌”，这是继 2012年温家宝总理关于“品牌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入提出，随

后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特别强调了一遍，要大力培育食品品牌，让品牌来保障人民对质量安全的

信心，从而让农民的产品更好地推销出去。2017年农业部韩部长提出要大力发展安全优质品牌农业，全面提升农业发展水平。 

2019 年 1 月份徐州出台了农产品品牌建设三年计划，目标为用三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市内知名、省内著名、全

国驰名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其中邳州的白蒜和银杏就是其中区域发展品牌的重点之一。对于这些农产品品牌的建

设，徐州会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为提高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政府还出资在车站、码头、广场等地树立形象宣传广告，坚持

“南延北，进外销”战略。为此，市政府还将成立推进农产品品牌创建工作小组，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市农产品建设。 

农产品品牌的建立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步，可以将农村高品质，富有特色的农产品更好地让消费者知道，从而可以

高效地推销出去，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农民增收，以促进农村地区实现全面小康。其带动的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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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给农民增产带来保证 

关于农产品是否加大生产的问题，对于农民而言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农产品的价格极易由于市场的需求而大起大落，

每年所种农产品最终可以高价卖出的一直是少数农民，农产品市场行情千变万化，丰产难以丰收。而农产品品牌化则精准定位

消费群体，计划安排生产，避免了农民的盲目增产，很大地避免了市场风险。徐州邳州在大蒜、银杏还没有走品牌化之前，农

民的大蒜和银杏常常难以销售，现如今，通过品牌建设，邳州银杏走出徐州，而邳州大蒜更是走向了世界的市场，农民的大蒜

增产也能实现增收。 

1.2促进农产品增值，使得农民增收 

现代化发展带来了经济生活上很大程度的进展，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不再只是温饱或者生活必需，让农产品的营养价

值、安全性得到新发展才能更好地吸引消费者。邳州大蒜以其蒜头大、皮色白、肉质脆、辣味适中、蒜瓣少、形状整齐、耐储

运、商品性佳等特点，被誉为白蒜中的上品，深受国内外商青睐。 

2012 年，大蒜的收购价格从高峰期的 4000元/t 猛跌至 700元/t 左右，大蒜“卖难”导致农民增收乏力，相对农民在菜市

场零售的大蒜，更多的消费者会选择有一定影响的品牌。针对这一现象，邳州的“宿羊山白蒜”、“车夫山大蒜”、“黎明牌

大蒜”等优质品牌开始打响，品牌效应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产品价格的增长，最终拉动了农民增收，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份，多

个邳州品牌大蒜价格都保持在 8元/kg左右，销量也在稳步上升中。 

1.3加快现代化农村产业化发展，降低成本 

当前大部分农产品难以卖出好价钱，且农产品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大多数农民都被约束在自己狭小的生产空间里，每个环

节都运用人工。现代化农业是一种规模化，充分利用当地区域的优势，使农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实现农产品生产、加

工和销售一体化流程，邳州的品牌大蒜，例如“黎明牌大蒜”将农民的大蒜集中在一起，配有自己的加工车间和物流销售体系，

减去了大蒜包装、二次加工、多方销售的中间差成本，使得现代化农业提前实现，降低了农民生产的成本。 

2 实施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关于农产品品牌发展战略的实施，徐州多数农村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品牌建设相比还存在较大的

差距，很多农产品在创建后期都会出现农产品质量不佳，监管力度不够等等问题，具体突出表现如下： 

2.1重视农产品品牌创建，轻视品牌发展维护 

为适应当前的社会消费升级和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需要，农产品品牌化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农产品品牌化是一个长期的发

展过程，不仅需要将农产品品牌创建出来，更重要的是将其推广出去，针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维护好品牌

形象。徐州市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处于初级阶段，正将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但是部分地区的农产品品牌建设只是

一味地追求品牌创建数量，而不重视品牌的发展维护，抱着“广撒网，多捞鱼”的心态，将精力分散至多种农产品，致使部分

农产品后期因品牌维护不善，失去消费者信任，大大减少了销售量，形成严重的“滞销”。 

2.2农产品附加值过低，生产规模效益不足 

目前，国内各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不尽相同，加之各地区的农业基础千差万别，整体呈现出现代化农业相关设施建设不足，

生产规模小，无法产生规模效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困难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进入市场的农产品较为低端，产品附加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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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优质农产品品牌的打造。例如徐州市贾汪区的茶叶，其土壤和气候条件皆适于茶叶的种植，当地农户也有种植茶叶的习

惯，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组织，投入资金的不足，生产规模较小，加工设备落后，导致产业化水平较低，始终未成气候。

相对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等名茶来说，其面临着产量低，品质差，销路窄，增收难等问题。 

2.3农民品牌意识滞后，缺乏现代化农民思想 

就徐州市农村地区而言，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农产品品牌化的意识。他们大多只满足于因所售农产品品质优良而带来的部分

范围内的畅销，并没有为优质农产品创建品牌，推销至更大市场的想法。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对农民的思想影响极深，

这使当今的农民很难去摒弃固有的生产经营观念，成为一名现代化农民。这致使农产品销售行业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即优质农产品推广不出，品质较差的农产品因其价格低廉却拥有宽广的市场。这一现象最终会导致农产品市场的恶性循环，不

健康发展。 

2.4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 

阻碍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国内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完善。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因为

农民和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盲目地大规模生产某种作物，但是最终导致农产品的滞销，农民收入来源受到了威胁。民以

食为天，我国以人为本，一直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为保护其健康发展出台的政策数不胜数，但是有关农产品品牌知识产品保

护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我国市场上的农产品大多包装粗糙，缺乏规范，但是假冒伪劣产品并没有受到严厉打击，因价格优势

仍在各种小规模市场畅销。这一方面增加了消费者人身安全可能受到的风险，另一方面打击了优质农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有

碍我国农业绿色健康发展，农民实现长效增收，乡村得到全面振兴。 

3 关于农产品品牌发展问题的对策 

当今，我国农业正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由传统农业升级改造成为现代化农业。为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市场，增加优质农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优势，农产品品牌化发展已经成为一项亟待完成的艰巨任务。基于上文对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以下将针对徐州市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具体可行的建议和对策： 

3.1促进区域品牌发展，加强产品安全化管理 

自然条件对一个地区的农产品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定的气候、水源和土壤决定着该地区农产品的品质、类型、生

产成本等，这是农产品品牌化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徐州市应根据其特定的温带季风气候和平原地貌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区

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徐州邳州的白蒜享誉国内外，其黎明大蒜先后被评为中国名牌农产品、江苏省名牌农产品。邳州大蒜的主要产区位于宿羊

山镇，该区域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宜大蒜的生长。该镇矿产资源尤为丰富，陶土储量可达 1 亿 t 以上；水资源同样丰富，不老河

天然的淡水养殖水面达 533.33hm2；气候条件优越，该镇处于半湿润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达 13.9℃，降雨量达 903.6mm，

水土潮湿，日照充足。邳州白蒜在 2008 年 12 月 7 日已经被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保护范

围仅为江苏省邳州市所辖行政区域。“邳州白蒜”的品牌建设对产品的品质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邳州市特别颁布实施大蒜

生产系列标准，集中培训相关技术人员，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3.2加大农产品科研投入，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 

对于特定区域来说，农产品品牌化发展应优先培育品质高、有特色和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其中最优发展已经通过“三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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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即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有机产品和地理标志）、ISO14000、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食品体系等认证的农产品。

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易于获得消费者信赖，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受到阻力也较小，得到的规模效益较大。加大对这些农产

品的科研投入，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制定高产质优的种植计划，研究经济价值高的农副产品，使用先进的现代化农业

种植设备，增加农产品总体生产效益。当规模化生产基地形成时，便可成为当地的特色主导产业，进而吸引其他相关产业，形

成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带，产生规模经济现象，减少生产成本，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形象，甚至是整个地区的品牌

形象。 

“邳州白蒜”是国家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批准文号是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2008年第 138号。邳州白蒜使用领先全国的栽

培技术，示范种植区生产出的白蒜可达到直径 5cm 以上，所含蛋白质达 4.4g、碳水化合物 23.6g、磷 195mg 等，具有易贮藏、

含油高、口感好、品质高、产量大等特点。邳州的大蒜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干蒜头单位面积产量可达到 1300kg以上，出口

级产品占产量的 85%以上，单位种植面积内产生的平均经济效益达到 4000 元以上，增加了邳州市农民的收入，形成了具有徐州

特色甚至是江苏特色的品牌形象。 

3.3丰富品牌文化内涵，强化农民品牌意识 

改革至今，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不再只满足于温饱，更加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现在的消费者发生

消费行为时往往是对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利用该消费心理，挖掘当地的原生文脉，对其进行极具地域特色的宣传推广，丰富

该地农产品品牌的文化内涵。这样就会和消费者建立某种特殊的联系，增加消费者粘度，得到较高的品牌忠诚度。 

“邳州白蒜”为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文化认同感，大力宣传该品牌所承载着的传统文化。如，邳州市自古就是著名的“四

辣”（大蒜、辣椒、生姜、大葱）种植之乡，其中邳州白蒜位“四辣之首”。邳州白蒜栽培历史悠久，始于汉代，盛于元明清

等。的确，对于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非比寻常，这一宣传策略无疑可以提高产品文化价值高度，丰

富其品牌文化内涵。此外，该地还可以举办“邳州白蒜”主题的文化节，强化当地农民的品牌意识，提高产品知名度，进而促

进产品扩大销售。 

3.4联合政府协同各方，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农产品品牌化发展战略不仅需要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更需要将其从“小地方”推广到“大市场”。我国大多农产品品牌

创建难度较大，因此各地政府更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帮助当地农产品打造品牌形象。仅仅是当地政府的力量，不足以让其农产

品品牌长久地生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还需要其他各行各业的助力，比如现代化物流行业、电子商务行业等等。因为农产品

的特性，包装、搬运、库存等环节对其品质影响颇大，因此必须与先进的物流企业合作，保障农产品质量。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如今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宣传推广产品，树立农产品

品牌形象。 

此外，各级政府还应建立健全农产品品牌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和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规范市场准入管理，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加强生产销售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使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产生对该品牌农产品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可持续的经济交易关系。 

徐州向来都是江苏省的农业发达地区，农产品种类丰富。近年来，徐州市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邳州银杏、

新沂水蜜桃等享誉全国，邳州白蒜和丰县牛蒡在海外更是畅销。这一成就的取得，徐州市政府功不可没。为进一步推广农产品

品牌，将农产品销售至其他地区，建立合作双赢的经济贸易关系，徐州市推出 117 种优质农产品参加 2019 年 4 月 11 日武汉举

办的农产品推介会，反响轰动，受到了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政府应多多举办类似活动，将本地特色优质的农产品品牌推广出

去，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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