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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地理标志协作给重庆农产品出口的启示

张娟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外语外贸学院

摘要：中国与欧盟签订的地标保护与合作协议对中欧农产品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重庆地标农产品聚积

效应不强和农产品出口存在的诸多约束的问题，可学习欧盟的农产品地标保护计划和促进政策，以提高地标农产品

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通过发挥中欧地标保护与合作的农产品的示范效应，并同步财政支持，进行政企民全面合作，

借助中欧班列的物流运输，有望打开重庆农产品出口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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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4 日，中国与欧盟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China-EU GI Agreement”），以下简称《协

定》。意味着中欧正式加强双方的地理标志认证、保护与合作，并积极促进地理标志产品的双边贸易。《协定》包括十四条和

七个附录，主要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互认清单[1]。协议附录纳入了双方共超过 500 个地理标志产品，涉及到酒类、食品、

茶叶、农产品等。其中地标产品共 275 件，分两批进行保护，第一批互认的各 100 个地理标志产品由 2021 年 3 月 1日起开始保

护。第二批 175 个地理标志产品将于协议生效后四年内完成相关保护程序。

我国的地理标志产品分别由知识产权局，农产品地理标志可由农业农村部管理。受知识产权局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与受农

业农村部保护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有些许不同。前者指产品的质量或其他主要特性取决于其产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由知识

产权局审核批准以其产地的地理名称进行命名。包括来自本地区的种植、养殖产品。产品的原材料全部或部分出自本地区，并

通过本地区特有的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后者保护的标志是指出产于特定地域，该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决定

了其产品的品质和相关特征，并以该地域名称命名的特有的农产品。其中包含来源于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

其产品。

1 中欧地标协定对中欧农产品贸易的促进效果

我国的地理标志产品在数量和产值上迅速增长，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2020 年市场

主体使用新增地理标志和所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直接产值 870.37 亿元，总产值 6 398.06 亿元。在《协定》中提到，欧盟拥

有超过 40 000 个地理标志产品，其市值超过 748 亿欧元。中国一直是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2020 年，中欧贸易额达 6 495 亿美

元，中国首次成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欧农产品贸易方面，2020 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农产品总值 51.28 亿欧元，2021 年继

续增加到 60.96 亿欧元，2022 年更是年增长 60%，出口达到 97.93 亿欧元。2020 年较 2019 年出口值 53.48 亿欧元虽有 4.1%下

降，但考虑到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出口值微降属于正常范畴，并且 2021 年的出口值开始大幅反弹。中国对欧盟的农产品出口处

于第五位出口方的位置。中国对欧盟自 2014 年以来的农产品出口情况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近几年在稳定增长后经历了 2020

疫情期负增长，回升趋势明显。同时中国对欧盟农产品进口量也保持增长势头，特别是在 2020 年依然保持 22%的增速，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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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76.84 亿欧元，2021-2022 年进口量有所下降，金额分别为 171.37 亿欧元和 157.94 亿欧元。图 2中国对欧盟农产品进口

统计中可以看出进口增速有下降趋势，但是中国仍是欧盟农产品第三出口国。

中欧农产品贸易能在疫情困境中实现逆增长，体现了双方夯实合作的决心，也看出了中欧双方的贸易协议起到了稳定商业

信心，促进贸易增长的重要作用。其中《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在签订后 2 年多的时间里证实了其对打开中国农产品

国际销售市场的有效性。欧盟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完善，其成员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标产品数量庞大，种类齐全，

市场增长明显，产品经济附加值显著，值得中国各省市促进地标产品发展学习和借鉴。

2 中欧地标产品协作对重庆农产品出口的启示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地理标志产品统计表明，2021 年全国累计地标产品注册量 7 677 件，2022 年累计注册量 6 373 件。2021、

2022 年重庆的注册量分别为 281 件和 295 件，分别列全国第七位、第八位，属于中上水准。但在中欧首批地标互认名单中，重

庆仅巫溪洋芋入选。第二批认定的名单中包含了重庆另外六个地标产品：大足石雕、涪陵榨菜、丰都牛肉、合川桃片、忠州豆

腐乳、石柱黄连。两批名单中重庆的地标产品数占整体名单的 2.5%，明显低于重庆在全国地标注册量占比的

3.6%(2021),4.6%(2022）。

图 1 中国对欧盟农产品出口

数据来源：EU-China Agri-food Trade Statistical FactsheetMay2023,Agri-food Trade in 2014,2015

2.1 重庆地标产品现状

2.1.1 地标保护由多主体管理到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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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以前，中国的地标注册申请可以通过国家工商局、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农业部。因此存在同种农产品重复登记

的情况。在该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了地理产品的统一标志，并宣布该标志受到商标及专利法保护。2020 年 4 月出台了《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地标管理办法》），实现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授权和管理地理标志产品和

地理标志商标。

2.1.2 重庆地标产品以农产品为主

根据重庆海关进出口商品分类，农产品包括肉类、水产品、蔬菜及食用菌、干鲜瓜果及坚果、茶叶、粮食、罐头、酒类及

饮料、烟草及其制品。在重庆已申请地标保护的产品中，农产品占绝大多数。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地标农产品量在 177 件以上[2]。

2.1.3 地标农产品聚集效应不强

为全面强化地理标志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在全国 29 个省份批准筹

建 50 个地理产品保护示范区。其中重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仅有江津花椒、酉阳茶油。根据《地标管理办法》，地标产品

申请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申请机构或认定的协会和企业提出，经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初审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审

查批准予以保护。说明农业专业合作社、技术推广中心、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等的中介服务作用很重要。例如在涪陵地区的青

头菜、榨菜的地理标志申请和证书持有者为涪陵区榨菜管理办公室。合川区的农产品地标产品分别由村镇的农业服务中心、蔬

菜技术指导站申请获得，其他区县的地标申请和持有情况类似。重庆市现有的为地标产品进行的组织和平台有重庆市地理标志

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地标促进会）、重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然而在地标促进会的会员中，为地标申请提供中介服务相

关的单位只有涪陵榨菜管理办公室，云阳县渝峰天麻种植协会[3]。说明中介服务组织数量少，无法达到地标农产品品牌打造，

行业协会未起到聚集作用，市场促进和推广效果有限。

图 2 中国对欧盟农产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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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U-China Agri-food Trade Statistical FactsheetMay2023,Agri-food Trade in 2014,2015

2.1.4 地标产品未能带动农产品出口

同样，在带动农产品出口上重庆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重庆海关统计数据了解到 2020 年重庆农产品出口额 7.98 亿元，农

业总产值 2 749.05 亿元；2021 年全年农产品出口额为 11 亿元；2022 年农产品出口增长为 13.24 亿元。重庆市统计局的 2022

年 12 月综合月度数据表明该年的农业总产值为 3 068.44 亿元。可以看出重庆的农产品主要以内销为主。2019—2020 年间，重

庆从 12 个市级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扩大到 6个类别 23 个市级农产品出口示范基地。

2.2 重庆农产品出口增量的新出路

2.2.1 借鉴欧盟经验，扩大地标产品的政府背书

由欧盟牵头，定期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计划进行调研，邀请民众、消费者组织、产品加工协会、地标产品联盟等个人和

组织参与。调研的内容包括地标计划的现状及挑战；增强地标发展的目标；达成目标的可选政策；地标方案修订的预期影响。

根据欧盟地理标志产品（GI）搜索，意大利是持有欧盟认证的地标产品数量最多的国家，共有 935 件，其中以葡萄酒居多，有

549 件，在食品种类下以果蔬和谷物为首，计 132 件，奶酪 64件，橄榄油 54 件。法国在欧盟注册的地标有 792 件，其中葡萄酒

455 件，生肉 80 件，果蔬和谷物 63件，奶酪 58 件。希腊共有 285 件欧盟地标产品，其中食品 148 件，包括有果蔬和谷物 50 件，

橄榄油 33 件，奶酪 24 件。大量的有欧盟背书的地理标志产品给意大利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可观的。根据意大利农业和食品市

场服务研究所（ISMEA）在 2020 年公布的意大利地理标志（IDO,IGP,TSG）农产品和酒类的报告，其产品价值达到 169 亿欧元，

出口值 95 亿欧元，占整个意大利农产品和酒类出口的 21%，覆盖了 18 万家企业。可见地标产品的经济价值高，能够带动农产品

出口。针对重庆农业总产值高但出口量少，重庆可借助 7 种产品进入中欧地理标志第一批、第二批互认名单，努力发挥有国际

认证的产品的质量、经济的示范效应，并更多争取后期进入互认名单的机会，创造品牌价值，带动区域内其他农产品的出口。

2.2.2 重庆政府做好地标保护和鼓励地标申请

根据 2021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第一原则就是

完善地理标志法律制度体系，提高地理标志保护法治化水平，严格地理标志审查认定，严厉打击地理标志侵权假冒行为[4]。作

为重庆的地方政府，一定要把法律保护政策执行到位，特别是联合民间机构和产业协会一起打击冒用地理标志的违法犯罪行为，

塑造良好的地理标志申请和使用环境。在农业生产还处于经营主体小而分散，以农户单户或家庭农场为生产单元的现状下，地

理标志的宣传工作要进到村镇，利用农业合作社、技术指导站等基层组织深入到农户中。地理标志发展促进会联合产业协会也

要到农户中进行地理标志产品培训[5]。政府除了直接对农户使用地理标志进行资金奖励或补助外，也可设立地理标志产业基金

用于促成产业协会与信贷部门达成贷款协议，为申请地理标志或加入使用的农户或企业进行贷款。

2.2.3 发挥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的示范作用

巫溪洋芋作为重庆唯一入选首批中欧互认地理标志的产品，要从经济效益、质量保证、品牌认知度推广上做出好的示范。

重庆另一著名商标产品涪陵榨菜，是集种植、加工、销售、融资于一体的典范，其品牌价值早已达到 147.32 亿元，居全国区域

农产品公用品牌价值第二位，2022 年涪陵区榨菜产业总产值达 130.05 亿元。同时涪陵榨菜也入围了第二批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名

单。巫溪洋芋和涪陵榨菜作为重庆农产品的两张名片，通过加强品牌宣传，促进产品出口形成经济增值，充分显示地理标志产

品溢价效益。据统计，欧盟认证的地理标志产品的售价为同类无标志的产品的 2.1 倍，加工产品的溢价效应还更明显[6]。在“明

星”产品的带领下，重庆地域的农产品声望有望在国内外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和使用，带动整体农产品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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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利用中欧班列促进农产品出口增量

当地标产品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国际认可后，保证产品足量供给是提高收益的有效保障。在中国与欧盟进行地标互认合作之

际，也是中欧班列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对于农产品出口要求运输时间短、资金运转、防疫要求高的特点，高时效低成本的铁

路运输应当承担我国农产品走向欧洲的大任。从中国铁路及海关发布的数据来看，2022 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6 万列，发送 160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9%、10%，通达欧洲 23个国家 180 个城市。其中，中欧班列(成渝)开行超过 5200 列。重庆是中欧班列的

开创者，早在 2011 年，就打通了由重庆直达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线路。中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突破 1万列，发运箱量近 90

万标箱，占全国中欧班列近两成。重庆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货运中心，有着显著的地理和经济优势，特别是重庆和成都联手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海关和成都海关大力支持成渝两地中欧班列开展内外贸货物混编运输，中欧班列在成渝两地的

集结中心建设。推广实施铁路快速通关模式，除传统模式外，邮件、跨境电商进出口运输业务也得到支持。这对于重庆已注册

的地理标志产品来说绝对是很好的机会，四川也是地理标志产品拥有量的大省，两地在中欧互认的地理标志产品进出口运输上

可以更紧密合作，形成规模效应，带动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增量。

利用政府+协会+企业+个体户联动，推广重庆地标产品的知名度，增加产品经济价值。政府和协会做好地标产品的立法和行

业规范，配套财政支持，有效发挥地标产品的经济价值优势。优先促进列入中欧互认地标产品的出口，形成规模效应，起到明

星产品模范效应。减少通关手续，增加物流效率，利用中欧班列加大重庆向欧洲的农产品输送。使得重庆的农产品出口能在中

欧地标持续并不断加强合作的背景下，享受到可持续增长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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