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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刊记者 孙永立

农业品牌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对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娟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

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也意味着农业

品牌迎来重要发展时期。

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陆娟，畅谈

“十四五”时期中国农业品牌的发展路径。

CFI：乡村振兴是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农

业品牌在乡村振兴中有何现实意义？

陆娟：农业品牌是推进我国农业向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保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要，也

是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把农业品牌分三大类：区

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三者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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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区域（公用）品牌是农业品牌发展的基础和

根本，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可以带动企业品牌

和产品品牌的发展，从而可以推动整个农业品牌的

发展。企业是品牌建设的主体，只有企业品牌的发

展，才能促进区域（公用）品牌与产品品牌的发展。粮

油、果品、茶叶等大宗农产品是消费者食物需求的

基础产品、也是广大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通过加强

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大宗农产品品牌建设，可以从

根本上满足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明确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乡村振

兴靠产业，产业振兴靠品牌。以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经营、高质量产品为核心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效促进中

国农业品牌的整体发展与农业产业升级，加快地方

经济发展，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CFI：我们应该如何建设农业品牌呢？

陆娟：我国农业品牌建设要把握三个方向：一

是建设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推动农业品牌整体发

展；二是打造全产业链一体化农业企业品牌，提升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培育品牌建设主体；三是培育

绿色优质大宗农产品品牌，提振农产品消费信心。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可以通过挖掘和整合农

业资源、加强品牌认证与塑造品牌形象、制定区域（公

用）品牌生产管理和流通标准、探索区域（公用）品

牌的经营模式与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

企业品牌建设包括加强质量管理认证工作，提

高农业企业产品质量标准；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提

升产品档次，塑造品牌核心价值；鼓励企业创建诚

信体系，提升服务质量，打造企业文化；以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为主，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极具

时代创新力的优秀企业品牌。大宗农产品品牌建设

可以从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宣传推介、提升品牌创

建能力三个方面进行。

此外，通过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有助于构

建现代农业品牌管理体系，塑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农业品牌，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加快推动我国由

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CFI：您提到《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农

业农村部 2019 年推出）。作为该课题组负责人，您

认为该制度对我国农业品牌建设，以及乡村振兴起

到哪些具体作用？

陆娟：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是依据相关评

价标准分类遴选形成国家级农业品牌目录，并对目

录品牌进行推介、管理和保护的制度安排。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制度为我国农业品牌建设的发展提供了

明确路径，一是成为展示农产品的最好平台，有力

引导消费；二是体现了国家级品牌质量，能指导企

业培育优质品牌；三是通过动态管理，有效激励企

业挖掘农业资源优势；四是依靠政府指导，实现品

牌建设的系统谋划与顶层设计。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深入推进质

量兴农、品牌强农，发挥品牌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引领作用，在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下，由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牵头，会同中国农村杂志社等有

关单位共同推动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建设工作。建

立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可以构建现代农业品牌管理

体系，引导规范农业品牌建设；塑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农业品牌，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促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CFI：根据您多年来的调研，我国区域公用品

牌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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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娟：从整体数据来看，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发展整体状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 是 我 国 农 产 品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建 设 初 见 成

效。2019 年 8 月 2 日开始面向全社会开展中国农业

品牌目录 2019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征集工作，各地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体申报踊跃，申报品牌

高达 907 个，材料初审合格的有 555 个，品牌建设

有了明显提升。  

二是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品类分布集

中。300 个上榜品牌在产品类别上呈现明显的集中

性，果品类品牌 81 个、粮食类品牌 46 个、茶叶类品

牌 33 个，分别占品牌总量的 27%、15.3%、11.0%，这

三类品牌数量占总数比高达 53.3%。  

三是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存在地域差

异。300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不均衡地分布在

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这种不均衡地分布

主要与当地资源及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等

因素有关。

CFI：您认为，在农业品牌建设中政府的角色

是什么？

陆娟：农产品品质形成的复杂性、质量感官判

断的困难性、质量形象的脆弱性，以及弱小企业信

息的低透明性，造成农业品牌比工业品牌更难获得

得消费者的信任。  

乡村振兴战略下，能够快速树立和维护农产品

质量信誉、提升农业品牌信任度的只有政府。这是

因为政府相对于企业和农户具有更高的透明度，相

对于协会和行业联盟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从而消除

信息不对称；农产品质量的保证，需要政府在质量

管理、政策制定、资源整合、认证保护等方面发挥

好“看得见的手”作用。  

CFI：请您具体讲讲，政府在农业品牌建设中

应承担起哪些责任？

陆娟：农业品牌建设中的政府赋能必须坚持市

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原则，政府的多重角

色决定了政府具有行使各种职能的权利，从农业品

牌建设过程来看，这些职能权利分别可以通过政策

制度、标准与认证、产业布局、节日设定、平台搭建、部

门协同等六大赋能方式，赋能于农业品牌建设。  

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品牌发展阶段、不

同级别的政府，在赋能农业品牌建设中的手段和方

法，应该有所不同。根据品牌成长的一般规律，我

将品牌建设分为品牌创建、品牌成长、占领市场三

个阶段，称之为赋能环节。针对各阶段的不同特点，提

出政府发挥作用的七方面，称之为赋能点。  

在品牌创建阶段，政府的赋能点有两个，是引

导品牌建设主体树立正确理念和着力提高农产品质

量，以保证品牌建设的方向和提高品牌成长的起点。  

在品牌成长阶段，政府的的赋能点有三个，是

培育农业品牌创建主体、保护和弘扬农耕文化和营

造农产品品牌建设良好环境，以提高农业品牌建设

主体力量、建立农业品牌文化沉淀、推动农业品牌

建设快速发展。  

在品牌占领市场阶段，政府的赋能点有两个，是

摸清需求指导生产、加强营销建立长效推广机制，以彻

底解决农产品供需矛盾、引导需求、促进消费，提升

农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农业品牌市场竞争力。  

根据这七个赋能点的目标要求，将六大赋能方

式具体化，我们提出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各赋能点的

赋能手段，其核心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整合联动、符

合品牌成长规律的长效赋能机制，以从根本上推动

农业品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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