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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研究 

——以荆州为例 

丁风岭
1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00） 

【摘 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荆州市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形象建设任重道远，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的定位、建设方面，还存在着缺乏整体规划、品牌形象多且杂、

品牌形象定位不精准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需要通过强化政府与市场主体等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职责；秉承“工

匠”精神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投入；加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形象宣传

力度；加强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下游产业链等措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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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指在一个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内，由相关组织所有，由若干农业生产经营

者共同使用的农产品，是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农产品整体营销和传播中的关键元素，具有可追溯性、集中性、辐射性、地域独

特性、文化传承性等方面的特征。以上特征就要求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能对特定的农产品进行识别，品牌能够传播本土文化，

凝聚产品优势，形成统一的消费理念，辐射到多个市场和产品。农产品的分类主要有：一是按照农产品品类分类，可将农产品

分为农、林、牧、副、渔五业产品。二是按照行政区划划分，可分为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省名称+产品品类或单一农

产品”命名；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市名称+产品品类或单一农产品”命名；县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县/区名

称+产品品类或单一农产品”命名。三是按照品牌涵盖内容分类，可分为区域产业整合品牌，将众多散乱、小规模、形形色色的

难以在市场形成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品牌进行整合，形成大的资源整合品牌。区域内单一产业品牌，以产业集群和产业聚集为前

提，基本以“区域名称+产业类别名称”作为品牌命名。区域单一产品品牌，在特定地理区域范畴之内，划分的基准为产品品类，

以“产地名称+产品品类名称”作为品牌命名。 

1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缺少整体规划。由于荆州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特色农产品数量众多，很多区域公用品牌农

产品产量较高，但是在品牌形象的建设、推广和维护方面缺少整体规划，政府和企业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不够重视，

没有对区域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在品牌形象维护方面少有作为；多数企业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运作模式，

农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经营主体分散，仍然停留在对初级产品的买卖阶段；大批不作为的经营主体利用已有的区域公用品牌

资源滥竽充数，误导消费者，给品牌形象的建设和维护带来障碍，造成消费者品牌形象认知度、认可度不高，形成量高价低的

不利局面。比如“荆州味道”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荆州农产品都可以使用这一品牌。荆州已有较大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可

能会拒绝入伙新的农产品品牌，比如“福娃”和“荆州味道”。这些都源于区域公用品牌缺乏顶层设计，无法做到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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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多且杂。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的情况下，国内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发展迅猛，基本上已

经形成特色农产品即区域公用品牌的现象。农业的现代化、农产品的品牌化是新鲜的事物，各地纷纷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作

为产业兴旺的战略抓手，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诞生。以荆州为例，多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诞生。以荆州为例，多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诞生。 

当前荆州共有 8 个行政区划，每个行政区划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牌数量众多，其中不乏同品类的农产品，

这类农产品，区域名称不同，本质相同，在制作工艺、品种和品质方面都具有同质性。极易造成资源和技术的分散浪费；没有

针对单项品牌的整体规划，不利于品牌的长期发展。 

三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定位不精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其本质在于核心营销价值和竞争力，品牌形

象建设生产的是农产品独特的内涵、优越的产品和特定的文化。但是，目前“荆州”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形象建设定位不够精

准，品牌形象基本上是设计者“设计”出来的，而不是用市场思维“策划”出来的。在框架结构上缺乏系统性、品牌战略过于

笼统、营销策略上缺乏特色。造成市场价值营销力、核心竞争力、文化感染力等不够。例如“荆州味道”这一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形象建设。 

四是知名度高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较少。荆州市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全省占有重要地位，和其他发达地区相比，

荆州农产品品牌建设仍有很大差距，缺乏叫得响、立得住、卖得好“荆字号”名牌，与农业大市的地位不尽相符。 

表 1荆州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时间、

荣誉 

2017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中国百强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 

2018湖北省二十强

农产品区域公共品

牌网络评选 

2019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农

业农村部发布 2019年 100个具有代表性

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2019—2021(正在建设的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入选品

牌 
监利黄鳝 

洪湖再生稻米公安

葡萄 
荆州鱼糕洪湖莲藕 

江陵县“千里江陵”荆州

市“荆州味道” 

 

数据来源：荆州市农业局，2020年 8月。 

2 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 

一是强化政府与市场主体等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建设职责，党政一把手提高重视度，深度参与，把多个相关部门捏合在一起，

拧成一股绳，实现高效决策，快速推进。做到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来制定特色农产品品牌战略发展规划，坚持规划引领、

科学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二是以“工匠”精神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找准定位，在品牌形象设计上抓住产品的“根”,在品牌形象宣传上抓

住产品的“魂”,从营销策略上加强对品类特点、地域文化、包装色彩的考量。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投入，为农产品的流通开辟“绿色通道”,积极扶持农产品特色品牌企业发展，政府可以牵头

通过投资参股的方式注入财政资金带动地方企业共同建立网络数据库，并且通过建立风险保障基金来防范自然风险、市场风险，

使农产品营销中介组织的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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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形象宣传力度。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为中心，做好荆州市农产品特色品牌推介工作，在宣传上注入能打动消费者的内容，挖掘具有新闻价值、社会影响以及名人

效应的人物或事件，充分利用农事节庆来传播品牌形象，线上线下招募品牌形象代言人，为品牌进入市场创造话题，深度挖掘

线上渠道进行宣传，在大型连锁餐饮、中高端连锁酒店、连锁商超、农贸市场与粮油店设立品牌形象与符号进行宣传，在户外

广告投放上加强力度，充分利用荆州现有的旅游市场来进行宣传，充分对接本土高校，走进校园，借助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

的力量进行宣传。 

五是加强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下游产业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业链越长，越有利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农

产品深加工是一大发展方向，可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延伸产业链。 

六是重视人才培养提升电商竞争力，完善物流设施。 

提升农民的技能水平，鼓励本地大学生留在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发挥高校在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主体作用。同时加快信息

流通打通信息交流渠道加快物流产业的发展。建立适合本土的物流体系，在信息流通中，建立信息交流站。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既要建设，更要维护。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的发展，要采取符合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手段

来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手段新就是更好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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