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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品牌化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竞争力，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基于对重庆九龙坡区农业的调查，对农业现状进行了 SWOT分析，并提出了本区农业品牌化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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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品牌化的意义 

在当前乡村振兴蓬勃开展与脱贫攻坚决胜之际，农业品牌建设备受国家重视，意义重大。 

对消费者而言，品牌往往代表着高质量产品与高水平服务，方便选购，获得更优实际效用和心理体验；对农业生产主体而

言，农业品牌化有助于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提高竞争力，培养顾客忠诚，获得更高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对国家而言，加

强农产品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体系建设，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有利于培育现代农业新的增长点，有助于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同时也为中国品牌走出国门，立足全球奠定基础，是国家品牌战略的重要支撑点。 

2 九龙坡区农业品牌化现状 

重庆九龙坡区以“精品·生态·休闲”为核心理念，经多年发展，品牌建设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一是农业龙头企业数量稳

步增加。截至 2019年底，共有区级以上龙头企业 80家，其中国家级 2家，市级 18家。二是“三品一标一名牌”加速发展。有

效期内的“三品一标”农产品 76个，其中无公害 25个、绿色 39个、有机 1个、地理标志 1个；市级以上认定或评选的有效期

内的“农业品牌”43个，其中重庆名牌农产品 22个、国家驰名商标 7个、中华老字号 2个、重庆老字号 6个、重庆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5个。三是休闲农业品牌发展势头良好，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逐步增强。现有精品旅游线路 12条；“金凤梨花节”“西

彭葡萄采摘季”“走马桃花节”等特色旅游节会在本市及周边区域影响逐年扩大。三鼎华乡荣获农业部“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称号，含谷镇寨山坪村荣获农业部办公厅“国家级最美渔村”称号。陶家镇治安村、西彭镇真武宫村荣获“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称号，铜罐驿镇黄金堡村等 10个产业特色村为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3 九龙坡区农业品牌发展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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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优势（strengths) 

九龙坡区以中梁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城西乡。西部农业资源丰富，浅丘地形，尤其具备发展特色水果和都市休闲

农业的气候、地形及水源等地理环境和资源。距东部城区近，交通便利，为发展农业品牌提供了区位优势。 

九龙坡区是重庆乃至中国西部工业重地，工业基础雄厚，为工业反哺农业及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人、财、物等支持，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好，GDP位居全市第二，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对品牌农产品及休闲旅游的需求大，购买力强。 

区内重庆市农科院的农业科研实力雄厚，重庆现代农业高科技园区的科技示范作用强，为本区农业品牌化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 

3.2劣势（weaknesses) 

九龙坡区是工业强区，农业占比不足 1%，受全区总体发展思路影响，对农业的重视不够，财政投入相对不足。以农村公路

为例，尽管实现了“村村通”“村村硬”，但距离高水平、高标准的“旅游路”“产业路”的品牌休闲农业要求，仍有一定差

距。 

在重庆高新区成立后，2020 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空间从西部 9 镇减至 3 镇，农业体量大幅降低，在农产品的生产、花卉产

业、生态水产休闲产业方面的优势大大减弱。总体而言，三镇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对农业品牌的打造带来了冲击。 

3.3机会（opportunities)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农业品牌化可以更

好满足人们对于优质农产品及高水平、体验优的休闲农业的需求。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各级政府出台的支持性政策，如农村经营制度、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等，及全

国美丽乡村建设所积累的优秀经验，削弱了品牌建设中的阻力，提供了更多发展思路，加快了农村改革步伐，为该区农业农村

发展及农业品牌化创造了更多机会。 

每年一届的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平台，为本地区农产品品牌发展提供了契机。 

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推行多元化发展战略，寻求农业方面合作机会，为高标准、高效推动区域农业品牌建设提供

了契机。 

3.4威胁（threats) 

得益于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全面而严格的质量管理、专业的经营方式与营销手段，国外品牌农产品竞争力强，几乎实现了

从生产到餐桌的农业产业链的全覆盖。国内一些农业大省、强省，依托自身优势，加上政策扶持与宣传等，影响力逐步扩大。

区内能与之抗衡的品牌少，对现有的及成长中的农产品品牌威胁极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各类旅游的热度不减，可选择的旅游产品多，种类丰富，层次多样，挤占了乡村休闲农业的

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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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路径探析 

4.1农产品 

农产品品牌建设必须从生产源头加强质量管理，采用标准化、可追踪的生产管理模式，由政府加强引导，扶持龙头企业，

采用专业营销手段，或扶持龙头企业聚焦某一产业链进行深度开发，培养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品牌。 

4.1.1全面质量管理。 

质量是品牌的基本保障。农产品的全面质量管理，可由政府委托相关农业质量标准管理部门制定一套全面、规范、严格的

农产品种植及筛选评价标准，在管辖区域全面推广执行，引导种植主体从品种选育、栽培、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及收

获、后期加工等都按照相应标准进行细致管理，建立可追溯的农产品生产档案及统一的追溯信息平台。在农产品收储筛选时，

亦由收储部门根据标准，对农产品大小、成分、营养等进行鉴定评选，对产品进行分级分类，最终对优质产品进行统一的营养、

环境等认证，贴上统一的认证标志，建立基于产品品类及品质基础上的的统一的区域品牌及一整套的管理模式。 

4.1.2专业化生产及分销。 

当前区内农业生产经营分散，要实现农业品牌化，就要变传统的小而散的小作坊式生产方式为以大型龙头企业为主导的产

业化现代生产经营模式。在产品供给方面，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经营等方式，鼓励引导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做

大做强，便于集中、规范管理；在分销方式上，交由专业的营销团队宣传策划，找准产品卖点，挖掘文化价值并同消费者建立

有效信息传递模式，采用专业营销手段，对不易保存加工的农产品，强化对新鲜营养等的宣传，降低物流成本，面向产地较近

的区域尽快分销，保证产品品质，地产地销。对不易腐烂变质的农产品，改进产品包装，以便捷有效的冷链物流为保障，运用

互联网电子商务手段及微信公众号平台等，广泛而持续地强化对品牌的宣传及售后保障服务，培养忠诚顾客。 

4.1.3聚焦产业链的专门环节深度开发。 

对于农产品供应不占优势，而工业又发达的九龙坡区来说，聚焦农业产业链的某个环节，比如精深加工等。建立稳定的产

品供应链，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加工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 

4.2休闲农业 

4.2.1强化顶层设计，挖掘文化内涵。 

针对九龙坡西部三镇的资源及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的特点，对一部分小而散但有发展休闲农业资源的地区进行引导，转型发

展休闲农业。加强顶层设计，进行高标准、优体验设计，编制发展规划及品牌计划，甚至品牌先行，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规

划设计要深度挖掘曲艺、驿站、码头、工业遗址与体验等本土文化，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水田园景

象。 

4.2.2推出精品休闲体验内容，培育特色品牌。 

对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区域，加强基础设施投入，规范商家经营行为，提升服务水平及消费者体验。三镇现有的经

营内容主要是特色水果采摘、垂钓等，同质化现象严重。鼓励一部分经营者改善传统经营方式和项目，推出科普教育、精品民

宿、亲子文创、艺术农业、度假养生、传统手工、特色创作等，提高竞争力和吸引力，形成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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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引入大型企业集团，提升品牌塑造实力。 

大型企业集团在资金实力、规划设计、人才储备、专业管理、宣传营销等方面都更具经验和执行力，能有效加快农业休闲

品牌的塑造，提高品牌知名度。如恒大集团与铜罐驿镇联合开发的全市首个田园综合体项目，重点培育“生态+、农业+、文化+、

旅游+”等新业态，促进科教、智创、文旅一体发展，将极大推动区农业品牌建设。 

4.2.4利用互联网及大数据手段，提升宣传效果。 

休闲农业品牌建设要坚持市场导向，强化创新驱动，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各种常用的网络及社交平台进行广泛宣传，

利用大数据掌握忠诚顾客情况，对顾客进行分类管理，做好日常推介及顾客关系维护，开发潜在顾客资源，集中力量宣传地区

休闲农业品牌，提升宣传效果。 

4.3强化政府引导和规范，做好保障服务。 

农业品牌建设的关键在政府。区政府还需更主动地引导和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迎合市场化、信息化和消费升级的需求，

在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招商引资、质量监管、宣传、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资源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及资金方面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加快品牌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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