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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理论研究及与实践相结合，本书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农产品品牌化经营具有多重意义与价
值；农产品走向市场需要重视与文化的结合；文化能够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及市场竞争力；农产品品
牌需要系统化构建以及地域品牌是农产品品牌构建的重点。
为了搞好农产品品牌构建，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生产经营者而言需要树立持续经营的理念、
以竞争为导向及增强营销观念、提高农产品营销能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必要的环节，以及加强
政府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支持与引导等。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农产品的二元性”观点，即对农产品来说，物
质性与文化性蕴涵其中，而且文化性是逐渐增强的趋势；从文化对农产品品牌的载体、客体及经营主
体的作用入手，分析了文化对农产品品牌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农产品、品牌与文化三者关系的“金三
角模型”，即三者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品牌给农产品施加品牌力，文化又对农产品与品牌施加文
化力，三力合成于是成为一个“金三角”，并在结合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文化的农产品品
牌模型”。
以上观点的提出与模型的建立充实了农产品品牌理论，并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随着竞争的加剧，文化作为提升竞争力的要素，其被关注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注重文化、运用文化、发展与丰富文化应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风格，并且一定可以从中受益。
文化在企业与品牌发展中大行其道的日子也许不远了，瞩望这一切尽早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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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理标志即是属于证明商标，是指标识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
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注册证明商标有利于对农产品实施保护，专有专用性强。
　　地理标志认证在我国也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管理，针对原产地域产品按规定予以审批并以原产地
命名。
如“盱胎龙虾”在江苏盱眙有多年的养殖历史，市场影响力比较大，通过认证更确立了市场地位。
　　（3）按拥有品牌的主体不同，可划分为产品品牌与地域品牌。
　　产品品牌是针对某种产品而专门设计使用的品牌，用以区别不同生产经营者的农产品，比如“伊
利”牌牛奶，“双汇”牌冷鲜肉，这里品牌必须直接依附于某一单位或个人。
地域品牌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不同经营主体共同使用的品牌。
如“五常大米”就是一个地域品牌，是在五常市范围内对具备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允许使用。
现阶段许多有种植历史、地域特色的农产品都在使用地域品牌来打市场，比如“烟台苹果”、“砀山
梨”、“龙井茶”、“宁夏枸杞”等。
　　（4）按品牌享有的荣誉称号来划分。
相关部门为了促进农产品品牌快速发展而设置了一些具有奖励与激励性的荣誉称号，如省级机构推出
的“著名商标”，农业部推出的“中国名牌农产品”等，对提高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有一定积极的推动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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