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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西省农业品牌化 

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骆鑫
1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38）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力发展江西“赣”特色农业品牌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之一，

对江西省农业品牌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发现，“赣”特色农业品牌化现处于政策不完善、监管保护机制不健全、企

业自身品牌化意识及维护意识淡薄、缺乏新颖及特色和资源整合不到位等问题。由此提出了大力构建农业标准化提

高品质；完善农业品牌化体系推广农业品牌；结合互联网+农业品牌，打造“赣”特色，带动市场消费，增加收入等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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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回顾历年文件内容，“农业品牌

化”曾多次被提及。最近几年，全国各地也都在进行农业品牌化的建设，积极创建特色农业品牌。构建了以品牌为特色，以特色

谋发展，以发展保质量的新型农产品发展道路。而江西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省，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江西省农业品牌化发展的

研究是尤其重要的，早日建成“赣”特色农业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1 乡村振兴背景下“赣”农业品牌化的必要性 

1.1“赣”农业品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至今在江西省农村和农民之间显有成效，但是“赣”农产品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相较周边地区发展晚。

2018-2022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写道：“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因此在构建“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江西省

还要大力开展自身农产品品牌化建设。与此同时，江西省应该发挥以农业龙头企业为带头作用，对周边家庭农村、新型职业农民

等群体的帮扶以促进农业现代进程。所以说，“赣”农业品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1.2“赣”农业品牌助力农业供给侧改革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现阶段，国内农产品竞争大，国际农产品竞争相较竞争较低。同

时，大众消费观念的转变也使得消费结构发生了改变，消费结构再反作用农业品牌化。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品牌具有竞争力但是

其自身缺乏创新性，打不开新市场。江西省可以在改革红利下，对外寻求合作，借鉴传统农业品牌的技艺，对传统农业在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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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背景下进行革新。早日革新具有“赣”特色的农业品牌，进而改良农业供给侧的结构。农业品牌化就是提高农产品的高质

量发展的试金石，也是助力农业现代化，加速农业产业的更新发展必经之路。 

1.3“赣”农业品牌增强企业综合实力 

简而言之，“赣”特色农业品牌化就是提高收入，加强企业综合实力的途径之一。农产品在品牌化发展下，不仅仅提高了农

产品的质量，还带来了品牌效应，进而提高了农民收入。更反向促进了农产品向更高质量、特色品牌化发展。开拓了新的市场，

给企业带来可观的收入，减少了产品的堆积。品牌是企业符号，打造“赣”农业品牌给江西带来了新名片，企业也可以更好地获

得资金和政策的帮助，企业也可以得到更好的长远发展。 

2 江西省农业品牌化发展存在的困难 

江西省农业品牌化道路是一个完整、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广，实施过程难免遇到重重困难。目前，国家战略下农业品牌化发

展详细计划还在制定中，江西省农产品制造企业在农业品牌意识逐渐提高，同时问题也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基于政府视角下“赣”农业品牌化的困难 

首先，江西省农业品牌化道理建设起步晚，重视程度低，资金、政策扶持力度较低。2020年赣府发〔2020〕12号指出江西

需要唱响“赣”特色农业品牌，大力发展实施“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品牌战略，盘活“老字号”“贡字号”品牌、做大做

强优势农业产业品牌、自主创造企业自身品牌。将重点放在“江西米”“鄱阳湖水产品”“四绿一红”等品牌。其次，依据以往

经验，农产品加工多为中小型企业，龙头企业数量少且弱。从申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中江西省仅有 12家企业申

报，由于缺乏政府政策的扶持，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在创建自己品牌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最后，农业品牌命名雷同。我们不

难发现同一名称可能会被用于不同行业，比如说江西是“鄱阳湖”就被用在水产品也有被用于蔬菜。由此可见，该现象问题较突

出，由于保障机制的缺失，会影响农业品牌的长远发展。 

2.2基于企业自身视角下“赣”农业品牌化的困难 

第一，重视品牌的注册，轻视经营。企业管理层对自身农产品品牌意识薄弱，我们调查研究发现农业企业大多数有品牌的却

没有品牌管理的部门。由于没有品牌推广和品牌建设，导致农业品牌雷同现象严重。第二，江西农产品种类多，由此生产出的农

产品也种类繁多。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存在差距，特色不鲜明。第三，宣传力度小，消费者总是对重复次数多的宣传所吸引，江西

省现有宣传力度大的农业品牌是“绿滋肴”,而其余农业品牌数量多，但缺乏宣传，仅在本地有良好的口碑，外地销路打不开。

第三，创新不足，在农产品上下游相关产品没有涉足，导致产品单一，农业品牌竞争力弱。不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发，仅仅只依

靠地名打造的农业品牌就想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缺乏吸引力的农业品牌，只能止步不前。 

2.3资源整合不到位，缺少“新颖” 

现如今，互联网发达，在物联网下，农业品牌没有故事，缺少情怀。简而意之就是缺少新颖，没有和文化想结合，可能光有

文化却没有理念，可能光有理念又没有文化。江西风景独好这一口号家喻户晓，农产品却不与“绿色”挂钩。资金不足，低息免

息贷款难以获得，税收优惠红利在再加工环节丧失。企业无法借助高投入获得高收益。保护机制也没有跟上，贴标农业品牌经常

出现，打击假冒伪劣农业品牌力度不够，严重制约了农业品牌化发展进程。 

3 推动江西省农业品牌化道路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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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制定标准，去伪存真 

做好顶层设计，政府在推进农业品牌化的过程中对农产品质量制定相关标准，同时成立农产品质量检测和监管机构，为保证

农业品牌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护。扶持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让他们做大做强，提供机会打造江西省“赣”特色农产品产业链。

发挥农业品牌示范带头的作用，让龙头企业去推动整个行业品牌化进程。打击假冒农业品牌，给行业提供优质环境，争取早日打

响“赣”特色农业品牌。 

3.2完善农业企业品牌体系 

首先，我们要让农业企业的管理层有品牌意识，大力推广品牌价值，让企业从中获得优势。我们不光只考虑企业，我们还有

从政府的角度、消费者的角度以及农户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将这几大利益相关者有机地统一，即政府起主导，其余相关人员各司

其职。其次，企业加强自身品牌宣传，提高知名度。我们可以利用抖音、小视频等自媒体，对品牌文化进行宣传，打造好文化、

好故事、高质量相结合的农业品牌化。农业企业也应该积极为脱贫作贡献，带动当地农民创业，走自主创业之路。最后，走高品

质“绿色”特色农业之路，江西依托鄱阳湖等地理因素，主打纯天然、无污染、有机农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开拓新市场，就必

须要有自主特色“赣”农业品牌。 

3.3“互联网+”下可溯源的品牌特色 

借助大数据，我们可以将农产品从生长到成熟全过程进行记录，再到深加工、运输的可追溯。做绿色安全的“赣”农产品，

让消费者对该农业品牌的农产品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精准营销，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利用农博会等协会组织进行线上线下宣

传，构建互联网+农业品牌营销方式，进行动态调整。发掘新的价值，对农业品牌下的品牌包装、宣传和品牌形象等周边品牌文

化进行传播。 

4 结语 

农村产业现代化对农业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江西省如何在品牌兴隆的时代浪潮下突破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虽然，目前为止江西农业品牌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数量上还是不多，在国内知名度尚可，国际上较弱，我们希望在乡村振兴战

略下，可以早日看到“赣”特色农业品牌在农业品牌中独树一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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