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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指南

一、基本要素

（一）主体条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所有者应为在中

国境内依法登记设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须制定并严格实施品牌授权管理

办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传承区域人文历史和农耕文化。

（二）品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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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该类品牌由“产地名+产品名”

构成，原则上产地应为县级或地市级，并有明确生产区域范

围。授权核心企业（或合作社）中须至少有一家已经获得省

级或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示范社）称号；具有完整

的区域公用品牌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营销推广行动和监管保

护措施。

（三）产品条件。授权使用的核心企业产品须获得绿色

食品、有机产品或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之一，且具有

连续三年（含）以上的市场交易行为。可通过二维码等包装

信息进行质量安全追溯。

二、发展要素

（一）区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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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条件适宜。品牌所在区域具有优良的土地、水、

气候等自然资源禀赋，适宜区域公用品牌主导产品的生产。

品牌所在区域交通条件便利，或属于“一带一路”发展区域，

具备明显的区位优势。

2.产业特色明显。产业规模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一般

为本地区农业支柱产业。实行差异化战略，能够为消费者提

供差异化产品。

3.核心企业规模效益突出。品牌所在区域核心企业经济

和社会效益突出,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4.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品牌所在行业产前、产中、产

后服务完善，建立了覆盖种子种苗供应、技术服务、仓储物

流、品牌营销等关键环节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5.入选重大项目。品牌所在区域被推选为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等。

（二）质量水平

6.标准化水平较高。品牌所在区域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生

产流程，品牌使用主体生产全过程得到统一的生产指导服务。

品牌所在区域纳入省级或省级以上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7.注重绿色生产。品牌使用主体积极采取绿色循环优质

高效生产方式，注重资源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品牌产品

获得地理标志登记，通过绿色食品、有机产品或良好农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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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GAP)认证之一，且在有效期内。

8.质量管理规范。强化全程质量管控，建立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已纳入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

平台，通过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9.质量安全保证。制定并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购进、使

用、保管登记制度，并定期进行投入品抽查与检测。定期进

行产品质量安全抽检，产品检测档案和通报制度完备。

（三）品牌建设

10.制定品牌规划。制定品牌发展规划，获得政府专项

经费支持或自主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品牌建设。地方政府重视

区域品牌建设，将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围绕品牌建设出台土地、金融、税收、物流、

冷链等扶持政策。

11.管理规范有效。具有品牌管理机构和运营团队，建

立品牌管控制度体系，拥有科学规范的品牌授权管理办法，

并有效授权。制定品牌培育计划，建立规范的培训机制，强

化品牌保护意识，建立品牌危机管理体系，主动打击商标侵

权行为。

12.塑造品牌形象。具有特色鲜明的品牌名称、标识、

宣传用语、品牌故事等，具备良好品牌口碑，成为区域内重

要品牌标签。

13.开展营销活动。制定营销方案，综合运用传统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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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媒体推介品牌，组织形式多样的营销活动，包括举办或

参加品牌推介会、展会、论坛或大型特色节事活动等，积极

利用电子商务等开展网络营销。

14.传承农耕文化。深刻挖掘地域文化，通过建立品牌

博物馆、展览馆、体验馆等，形成独特的品牌文化，以此传

承区域人文历史和农耕文化。

（四）品牌影响

15.市场开拓有力。品牌产品具有连续三年（含）以上

的市场交易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品

牌产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加国外农产品展示展销等活动，

产品出口到海外。

16.品牌知名度高。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品牌产品销售范围覆盖国内主要城市。

17.品牌美誉度高。品牌或品牌主导产品获得省部级授

予的农业品牌称号或其他示范称号，或获得国际相关奖项等。

品牌来自全球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

18.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定期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

查，满意度较高，拥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近三年无投诉。

（五）品牌创新

19.注重机制创新。建立产学研一体化机制，与高校、

科研院所等外部优势资源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品

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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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强化科技创新。近三年投入一定规模的研发经费，

积极开展新品种与新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拥有相关的发明

或专利技术，参与各级标准制定。

21.增强组织创新。成立品牌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

拥有一定比例的从事产品研发和品牌发展创新工作的科技

人员，拥有一定水准的研发中心、技术中心、检测中心或实

验室。

22.创新成效显著。品牌主体获得科学技术进步奖、中

国质量奖等奖项，授权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荣誉称号，在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

息技术方面成效明显。

（六）品牌责任

23.履行经济责任。其产业产值占当地农业总产值的比

重较高。品牌溢价性对生产经营主体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

该产业内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24.注重生态保护。品牌主体注重生态保护，积极开展

环境保护活动，品牌所在区域被纳入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

范区。

25.履行社会责任。品牌主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

活动，坚持品牌对产业带动作用，以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

为地方百姓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品牌强农。

26.助推乡村振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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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体系，推动地方经济全面发展,成为实施乡村振兴的

新动能。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章）

2019 年 8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