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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品牌作为“准公共品”，对整体区域和区域内产业、产品形成直接的品牌影响，使整个区域达到

共同发展的目的。磐安可通过公共区域品牌建设进一步打通将生态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的渠道，形成推进

区域发展的合力

建设基础分析

优势明显。一是交通区位优势。磐安县地处浙江中心，处在浙江省“三个一小时”交通圈的核心范围，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正通过不断完善的高速网络和即将迎来的高铁时代为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转换的通道打下基础。二是产业产品优势。作为山区县，磐安一产占比高，有着“药材之乡“”香菇之乡

“”香榧之乡“”高山茭白之乡“”茶文化之乡”的美誉，农特产品种类多，有着良好的产品优势。三是

生态环境优势。磐安作为浙中大盆景和城市后花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81%，空气质量常年达到国家Ⅰ类标

准，环境质量指标排名全省第一，出境水质达Ⅱ类标准。生态环境优势作为当下消费的新热点，有待进一

步转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磐安县可通过公共区域品牌的建设进一步打通将生态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

的渠道，形成推进区域发展的合力。

通过公共区域品牌建设提升产业结构。磐安是农特产品大县，农业资源丰富，但是从产业特点来看，

全县农特产品主要依托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生产模式，产业产品“低、小、散”，必须通过“借船出

海”来弥补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断点。通过公共品牌的建设，政府牵头统筹资源来解决小农户、小商家闯

市场的阻碍，满足市场对农特产品绿色化、品质化、个性化的需求，发展精品农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从而将小农经济纳入现代化农业体系。

通过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整合各项资源。当前大规模标准化的产品越来越难满足市场差异化的需求，消

费者的消费需求从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向精神文化附加值的需求。通过建设公共区域品牌，以区域文化输出

来带动产品品牌建设、推销旅游文化资源，促进农特产品的销售。结合当前实际，建设一个农旅融合类品

牌，以公共区域品牌为拳头，集合各领域产品优势形成发展合力。通过公共区域品牌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公共区域品牌建设最终的落脚点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脱离了经济效益，品牌建设都是自娱自乐，

失去了其实际意义。“丽水山耕”品牌 2019年销售额达 57.05亿元，平均溢价超 30%，成功实现了产品的

附加值提升。通过品牌发展使农民富了口袋，政府对农业的发展有了有效的抓手，本地农业企业有了一个

可依靠的载体。

建设架构思考

（一）以一个区域公共品牌为引领，打造“1+N”品牌支撑体系



构建品牌体系。通过打造以“一个区域公共品牌”为引领，“多个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的“1+N”品

牌体系，以“身心两安，自在磐安”为公共区域品牌，输出养生、自然、生态的文化价值，通过“山居“”

山货“”山旅“”山养”等旅游、农特产品、住宿等产业的公用子品牌打造，丰富一个公共区域品牌的内

涵，形成相互支撑的品牌网络和品牌架构。围绕“山”和“安”两个字做文章，在“身心两安，自在磐安”

的总品牌下，建立“身安山居”的共享农屋民宿品牌“；心安山游”的全域旅游品牌；“食安山货”的农

特产品品牌；“药安山养”的中医院养生康体品牌。

强化品牌保障。同时要厘清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之间的关系，通过“双商标”的制度设计，合理

分摊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之间的责任，政府为企业产品提供平台，企业为自身的产品负责，共同提升区域

产品的影响力，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良好局面。

（二）以信用平台建设为契机，强化生产主体的质量保障

依托信用平台建设，一方面对品牌使用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全方位的信用审核，对在某些重点领域存在

失信的生产主体进行一票否决制度，以信用评价作为生产主体品牌使用的重要指标，设置区域品牌参与者

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通过信用平台建设进一步维护和记录生产主体的经营行为，对失信的经营行为进

行动态更新，制定生产主体淘汰机制，当信用分低于一定限额的时候，将收回品牌使用权。金融机构通过

其信用评价，对参与主体—企业或者个人发放融资贷款。同时参与主体可将区域品牌的使用权进行产权担

保，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结合信用平台建设为参与主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三）以“三张网”为依托，实现从“磐安田间”到“都市餐桌”的垂直输送

运用“互联网”拓展产品渠道。通过天猫旗舰店、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等“线上”平台和传统展销

展会来带动“线下”产品的销售，同时通过“药博会”“茶文化节”“杜鹃花节”等传统的节会植入区域

品牌元素，丰富区域品牌的文化内涵。

强化“物联网”建好平台。搭建农产品物联网平台，实现农产品从基地到生产主体、加工处理、冷链

物流、储运配送的全流程可追溯可查询，通过物联网的即时性建立产品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向城市消费

者输出农产品安全、绿色、放心的体验感。实现消费者在餐桌上一边吃着农产品、一边通过手机物联网云

视频查看产品源产地的实况。

依托“交通网”实现品牌产品的线下辐射。杭温高铁开工在即，磐安县即将迎来“高铁时代”。以高

铁沿线为传播中心，在沿线高铁站投放无人售货机或者区域品牌体验店，打造磐安区域品牌体验中心，通

过高铁的人流辐射带动区域产品的线下辐射。同时结合高速服务区，设立带有区域品牌标识的展示柜和销

售柜，通过高铁、高速的“交通网”扩大产品输送辐射范围。

（四）以项目为基石，打造区域品牌建设的内生动力

做强产业平台。围绕中药材、香菇、茶叶等传统优势产业，打造高能级产业平台，加快传统产业集群

化发展，推动产品实现向深加工、高附加值的转变。

聚焦项目谋划。通过农业综合体建设突出品牌效益，打造集区域特色农产品采摘、农产品及衍生产品

销售、农事体验、休闲游乐为一体的体验式农庄，从而带动区域旅游、区域产品销售、区域文化输出。结

合全县现有的文旅项目、文化活动、产品经销点，突出项目中区域品牌元素的体现。



强化项目融合。通过对存量景区、农庄、共享农屋、农特产品经销商的品质提升改造，进行品牌化管

理，加强产品间的融合，形成“一张牌”打到底的品牌合力。

建设风险须防范

（一）做好制度设计，避免“公地悲剧”

当一个品牌对市场开放并可被市场主体自由使用的时候，商业的逐利性难免会使品牌出现“公地灾

难”。做好制度设计，加强管理可以最大限度的规避因个别主体的行为给区域品牌带来不利的影响。一是

双商标制度便于责任追溯。农产品在使用区域品牌的同时保有自己的企业商标，使得任何市场上的失信行

为可以准确追溯到行为主体。二是设定标准规范准入门槛。区域品牌的使用并非完全开放和免费的，需要

由各领域专业的行业协会制定相应的品牌使用准入门槛，确保区域品牌参与主体的整体质量。三是完善惩

罚和退出机制。收取品牌使用押金设立赔偿基金，一旦品牌参与主体出现失信经营行为，可立即启动赔偿

机制，同时通过积分制实行准入和退出实时滚动。

（二）做好监测监管，强化品牌保障

一要做好商标注册。商标的注册有力地保障了品牌的后续运营，再进一步做好商标的培育、规范使用

和宣传，提升商标的价值。二要做好质量认证。通过认证可以形成第三方传递新人的信用保证形式，提升

区域品牌建设的水平。三要做好检测监管。成立了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农特产品质量保驾护航，对产品质

量实行信息化管理，实行产品质量的可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