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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谋临海农业品牌建设，需加快农产品品牌整合、参加国家农业品牌目录遴选、完善农业品牌工作机

制、加强品牌宣传推介

农业品牌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路径，是提升农业

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力举措。2018年 6月，农业农村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品牌强农的意见》，提出了“力争 3-5年，我国农业品牌化水平显著提高，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消费者

信任度、溢价能力明显提升，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明显提高，品牌带动产业发展和效益提升作用明显增强。

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市级多层级协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农业品牌梯队全面建立，规模化生产、集约

化经营、多元化营销的现代农业品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的发展目标。笔者以临海市为例，探讨县市层级

农业品牌建设的问题和对策。

临海农业产业发展概况

临海市农业主导优势产业非常明显，拥有柑桔、杨梅、茶叶、西兰花等四大传统主导产业，近年来又

发展了葡萄、桃、草莓、油茶、南美白对虾等五大新兴产业。2018 年，临海市柑桔种植面积 19.84 万亩，

产量 25.76万吨；杨梅种植面积 13.27万亩，产量 8.3万吨；茶叶种植面积 5万亩，产量 1300吨；西兰花

（包括花椰菜、松花菜）面积 10万亩；葡萄种植面积 9600亩，年产量 8000多吨；桃种植面积 24100亩；

草莓种植面积 5000亩；油茶种植面积 15200亩；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 7000亩，产量达 5000吨。

临海市主导产业农产品品质优良，在各级评比中屡屡获奖。如临海蜜桔连续十七届获浙江省农业博览

会金奖，连续三届获浙江农业之最擂台赛品质最佳柑桔冠军；杨梅被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杨梅、浙江省十大

精品杨梅，连续获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西兰花多个品牌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认证，

多次荣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南美白对虾已九次获国家、省农业博览

会金奖。

农业品牌建设面临问题

临海农业经营主体对品牌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较早。早在 1995年涌泉镇岩鱼头桔场就在全省率先注册了

“岩鱼头”商标，进行品牌化运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经过数十年的培育和发展，临海农业经营主体

和各级政府牢固树立了品牌强农意识，农产品品牌数量大幅增加，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全面发展，品

牌农业初具规模；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大为提升，涌现出一批美誉度好、带动农民增收能力强的“小而美”

的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品牌附加值大为提高，品牌农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全市拥有“中国无核蜜桔之乡

“”中国西兰花之乡“”中国杨梅之乡“”中国名茶之乡“”中国白对虾之乡”“中国胖头鱼之乡”等 6

张农业品牌“金名片”，喜提“临海蜜桔”“临海杨梅”“临海蟠毫”“临海西兰花”“临海葡萄”“大

石葡萄“”羊岩勾青”等 7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收获“羊岩山及图“”忘不了“”临海蜜桔”等

3个中国驰名商标以及浙江名牌产品 16个、浙江名牌农产品 10个。

但是，临海市在拥有数量众多的优质农产品和农产品品牌的同时，在农业品牌建设和推广营销上存在



分散、杂乱、缺乏有效整合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 4 个方面：一是产业内品牌没有实现有效整合。以柑

桔为例，临海柑桔有 300个以上企业品牌，同时又有“临海蜜桔“”涌泉蜜桔”两个农产品品牌，近年来

临海市农业部门在全力打造“临海蜜桔”区域公用品牌，但“涌泉蜜桔”的知名度和市场接受度却远远高

于“临海蜜桔”，以至于全市范围内的桔农普遍不愿使用“临海蜜桔”区域公用品牌，“临海蜜桔”和“涌

泉蜜桔”面临整合的难题；再如茶叶“，临海蟠毫”区域公用品牌尚未在市场上打响，近年开发的“道茶”

茶叶品牌有待推广。

二是产业间品牌缺乏整合。临海的柑桔、杨梅、茶叶、西兰花、葡萄、南美白对虾等主导产业都建有

各自的区域公用品牌，但各产业的品牌都分散进行推广，并没有形成合力，导致任何一个区域公用品牌的

知名度都不是很高。

三是农产品品牌与旅游文化品牌缺乏整合。临海市是浙江省首个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县级市“，

老台州府”是其特有的地理文化标签，临海旅游业的发展也正依托其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全力打造“台州

府城”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临海在农产品品牌策划和开发中忽略了和临海的历史文化特色相结合，导致打

造的品牌没有地方特色，品牌识别度不高。

四是品牌管理部门缺乏整合。目前临海市农产品品牌管理分散在农业农村局的各产业管理科室，比如

柑桔、茶叶、杨梅、葡萄等的品牌管理在特产技术推广总站，西兰花等的品牌管理在种植业管理科，没有

专门承担农产品品牌管理职能的科室和人员来统一牵头实施品牌建设、管理和推广。品牌建设和管理缺乏

有效整合，不仅分散了用于品牌建设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弱化了品牌推广效果，影响了农产品

品牌在消费市场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进一步影响了农产品品牌的溢价能力。例如“，临海杨梅”在品

牌宣传力度上不如“仙居杨梅”，导致临海杨梅平均价格比仙居杨梅便宜了 2元/斤。

深谋下一步农业品牌建设

加快农产品品牌整合。实施农业品牌整合提升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专业化的品牌服

务中介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品牌咨询服务，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研究编制全市农产品品牌发展

规划，统一指导全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发展。在品牌策划中，应结合“老台州府”等临海特有的地理文化属

性，集中资源打造 1个覆盖全区域、全行业、全产业链的叫得响、过得硬、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同时加快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品牌战略实施机

制，构建特色鲜明、互为补充的农业品牌体系。

参加国家农业品牌目录遴选。2018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提出建立农

业品牌目录制度完善品牌发展机制；2019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征集工作已经完成，浙江

省有 10个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入选。临海应借国家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建设的契机，加快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建设，积极参加国家级农业品牌目录遴选，打造国家级农业品牌。

完善农业品牌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完善农业品牌建设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品牌建设

协调推进机制。建议成立农产品品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增强协同能力，解决品牌农

业各环节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多头管理、监管缺位、重复管理现象。二是建立品牌运营管理机制，构建“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部门监管”的品牌运营管理机制，加强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管理和产权保护，积极与商

务、市场监督等部门沟通协调，加大对套牌和滥用品牌行为的惩处力度。三是设立农业品牌发展专项资金，

完善农业品牌政策支持体系。



加强品牌宣传推介。充分利用各类品牌农产品公共服务平台，借助农业品牌建设中介服务组织和服务

平台，开展农业品牌营销。深入挖掘品牌文化内涵，讲好农业品牌故事，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大力宣

传推介农业品牌。创新品牌营销方式，充分利用农业展会、产销对接会、电商等营销平台，借助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有计划、有步骤、成规模地开展系列推介宣传，加强品牌市场营销，提

升品牌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开展农业品牌展示营销平台建设，建立市外特色农产品营销窗口，完善“品牌+

连锁经营”的农产品营销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