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察

观

农
业
品
牌
保
护
，如
何
有
力
且
高
效
？

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张缘成 新闻热线：01084395117

在 广 袤 的 乡 村 大

地上，农业品牌建设正

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力量。品牌受损

会对整个农业产业链

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保护农业品牌，不仅是

保护品牌农产品的质

量 、安 全 和 原 产 地 信

誉，也是维护农产品市

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促

进农产品的健康发展。

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柏柳村的早春茶园。 温青芳 摄

联合检查组在江苏省无锡市胡埭高速路口检查阳山水蜜桃。 高寒 摄

辽宁省东港市，农户在种植基地采摘东港草莓。 受访者供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慧 孙莹

“十个卖大米九个都是五常大米，到底哪些才是
真的？”

“如何判断阳山水蜜桃是不是‘真箱装假桃’？”
“ 种 在 西 湖 地 区 的 龙 井 茶 都 能 叫‘ 西 湖 龙

井’吗？”
……
品牌是农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价值

优势的关键，通过品牌建设，农产品能够摆脱“低
端、无序”的刻板印象，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的
延伸。

近年来，我国农业品牌化建设正步入快车道，各
地农业品牌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成长。截至目前，
全国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登
记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36%，是历史增长最快时期，
农产品“三品一标”影响力稳步提升。在广袤的乡村
大地上，农业品牌建设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力量。

然而，品牌带来溢价的同时，一些知名度较高、
溢价能力较强的农业品牌侵权频发，出现了产区内
搭便车、蹭品牌等现象,让消费者“李逵”“李鬼”难
分辨。

2020-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 295起农业
品牌司法诉讼案例；2021-2023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公布了384个农业品牌行政执法案例。

据相关调查得知，目前我国农产品品牌侵权情
况最为严重的当属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侵权品类
主要集中于知名度和溢价水平较高的粮食、茶叶、水
果等，并且对于头部品牌多、品牌溢价高、品牌保护
意识和保护能力较强的经济发达地区来说，侵权情
况更为常见。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
兴起，农产品在享受广阔市场和销售便利的同时，也
面临着更加隐蔽、打击难度更大的线上侵权行为，这
对品牌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品牌受损会对整个农业产业链带来无法估量的
损失，保护农业品牌，不仅是保护品牌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和原产地信誉，也是维护农产品市场的公平
竞争环境，促进农产品的健康发展。

品牌保护话题年年有，且花样不断翻新。目前
农业品牌保护的困难有哪些？有什么应对方法和保
护措施？又存在哪些新情况、新趋势？面对保护过
程中的痛点、难点，如何应对、怎么解决？

势在必行的现实要求

“1 颗 1 斤左右的阳山水蜜桃，在迪拜标价高达
508元，就算在本地购买，也得100元左右。我们阳山
水蜜桃种植是有讲究的，得精耕细作。”作为江苏省
无锡市的一张闪亮名片，“阳山水蜜桃”品牌价值高
达8.43亿元，成为了当地的“致富桃”“幸福桃”。

眼前这位介绍水蜜桃种植的长者就是当地桃农
交口称赞的“赵老师”——赵逸人。自1982年大学毕
业分配至无锡阳山工作以来，她数十年如一日，全身
心地投入到阳山水蜜桃的培育事业中。

“就施肥来说，除了黄豆粉、豆饼等，还得根据实
际情况补充动物性蛋白质，不然种出来的水蜜桃光
个头大，甜味不足，风味不佳。”据赵逸人介绍，仅施
肥这一项，每亩地的成本就超过2000元。

水蜜桃在阳山已有 100 多年的栽培史，品种选
育、土壤改良、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
节都倾注了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当地桃农的心血与
汗水。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
夸。”在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中，就有三个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它们是地区长期农业生产的成果积累
和历史积淀,是区域农业特色乃至文化特色的重要
体现。

想把一颗果、一粒米、一把菜打造成知名品牌，
谈何容易。打造优质农业品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
过程，不仅需要稳定的品质、完整的供应链，还需要
一定的市场认可度和及时的售后服务，这些都离不
开政府、企业、协会、专家、农户诸多方面的共同
努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农业品牌保护，保护的不仅有
品牌的相关从事者，还有品牌的消费者。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日益增强，越
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喝茶，但究竟有多少人能真正辨
别好茶叶，还得打个问号。

“质量好的信阳毛尖，外形挺直均整，白毫显露，
泡出来的汤色清澈，会有轻微的苦涩感，但回味浓
醇、甘鲜。”河南信阳术心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苏文
天坦言，“我们天天和茶叶打交道，自然能分辨真假，
如果是普通消费者，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品牌
保护做得好，消费者只需认准品牌购买即可。”

在世界范围内，农业品牌保护都是一个值得聚
焦的话题。以法国、巴西、俄罗斯等为代表的专门法
保护模式既强调农产品的地理来源，又强调产品的
质量、声誉、特征与地理来源的联系，是一种强保护
模式。除此以外，还有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为代表的商标法保护模式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
式等。

如果往前追溯，我国农业品牌保护在 1993年就
已初现端倪。这一年，修订后的《商标法实施细则》
将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纳入商标法范围进行保护，
为原产地名称的保护提供了行政法规层级的依据。
2001 年，新修订的《商标法》将原产地名称保护明确
列入法律中。当前，我国农业品牌的法律保护体系
正逐步完善，形成了以《商标法》为基石，辅以《农业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多部
法律法规共同支撑的综合保护框架。

完善农业品牌目录体系、深入实施精品培育计
划、支持脱贫地区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近年来，我
国采取一系列举措大力推动农业品牌政策框架的进
一步完善，品牌根基愈发稳固，品牌营销的市场效应
日益增强，品牌扶持的效果也逐渐凸显。

目前，各地通过地方立法、行政执法、司法诉讼

和行业管理等多种手段加强品牌保护，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然而，与构建品牌强农的战略目标相比，仍
存在较大进步空间。

纷繁复杂的形势局面

在品牌保护初期，参与者普遍存在规模小、分布
散、实力弱的问题，缺乏具有引领作用的核心力量。
随着品牌建设的不断深入，管理机制的重要性以及
注册商标、地理标志保护的必要性越发凸显。

香白杏是河北省遵化市的特产，在相古庄村，几
乎家家户户都种杏。之前杏熟了，村民采摘后就放
在藤条篮里，摆放在路边或者运到市里自行贩卖。

“一家一户的农户，只顾自己低头劳作，根本没
有品牌的意识，经常卖不出去都浪费了。”天方圆香
白杏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才秀东回忆起早些年的
场景，依然感慨良多。

“前几年没品牌卖不上价格，也没有好的销路，
合作社成立后打造了‘娘娘贡’品牌，有效解决了香
白杏卖不出去的情况。”不过，才秀东也坦言，对于摸
索前进的合作社来说，创建品牌是一大突破，但品牌
保护还有些力不从心。“当遇到假冒或者被质疑的情
况，最多也就是面红耳赤地争论几句。”

同样是果品，陕西眉县猕猴桃存在如何控制过
早采摘的难题。抢鲜上市，这是很多商家追求的目
标，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抢鲜就意味着高价。为了抢
占先机，不仅是一些外地商家“以假乱真”，更有部分
本地小农户也提前采摘。“过早采收，会严重影响猕
猴桃的品质，影响后期市场反响，破坏眉县猕猴桃的
品牌形象。”眉县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
何丽丽说。

如何进一步保护好区域公用品牌？加强品牌使
用授权管理是必选项。而品牌授权管理细则、系统
化品牌管理制度、动态管理机制的缺失，无疑削弱了
品牌监管的有效性，降低了对品牌质量的把控能力，
甚至直接影响了品牌的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

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构成了农业品牌建设
的基石，不仅是品牌法律保护的起点，也是品牌得以
在市场中合法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地理标志作为一
种被公众所普遍认可的质量标志，代表着特定产品
质量和生产者的信誉，相较普通商标更具社会公共
价值。

“哪里能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家住北京的郭

晓笛是一名白领，更是一位新手妈妈，特别注重食物
的品质，“买过很多，包装上都写着‘五常大米’，但每
款味道都不太一样，最后我只好放弃了执念，选择了
其他品牌。”

五常大米是以“稻花香2号”为原种的大米，其保护
范围包含五常市的24个乡镇地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不少经销商在售卖过程中，将与五常大米差异不大
的其他大米掺进售卖，俗称“洗澡米”“调和米”，导致最
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五常大米品质差异较大。甚至还
出现了“稻花香”被其他地区企业抢先注册商标的情况，
这严重打击了五常大米的品牌信誉。

无独有偶，知名度颇高的青龙板栗、瓜州肉苁蓉
等特色品牌，都曾遭遇过商标被他人抢先注册的困
境，这直接导致了这些品牌无法顺利完成商标注册，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合法使用自身品牌名
称的权益。

发现并了解具体情况后，在实际的维权行动中，
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信阳毛尖因为处于江北产区，生长周期长，采
摘期较晚，在核心产地高山上的茶可能在清明节的
时候都没有开采。而对于绿茶，消费者通常喜欢购
买明前的，明前茶的价格往往也会比明后高不少。
但对于信阳毛尖来说，真正的好茶往往是清明后几
天才开采，并且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所以价格也会偏
高一些。”苏文天接着说，“部分商人会将信阳本地的
茶树移栽到四川、贵州、湖北等地，同时带过去的还
有当地的技术和设备。”在气候更温暖、温润的地方
生产毛尖，能够做到更早上市。但因为离开了信阳
这方水土，加上生长周期的缩短，这些毛尖就会有涩
感，滋味也有一定程度的欠缺。

为了打击这类侵权行为，当地做了不少努力，但
也很吃力。“信阳毛尖在品牌维权的过程中，涉及到
法律诉讼、专业鉴定等众多复杂环节。在过去的十
多年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地方
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以及大部分的经营主体，持续的
高成本维权已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信阳市茶产业
发展中心负责人邱常说。

品牌主体需要组织专门人员识别品牌侵权事
实、明确品牌侵权主体，采取不同手段收集品牌侵权
证据，甚至跨区域开展司法诉讼维权，而其中的每一
个环节都需要相应人力、物力的保障。等整个流程
走下来，不仅需要的时间长，并且由于农产品单价较
低，认定非法经营额和获赔金额也相对较小。

对于大多数以粗放种植养殖为主的农户和势单
力薄的小微企业来说，专业能力不强、服务能力不

足，要对品牌进行管理和保护，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行之有效的专业守护

6 月下旬，一个寻常的晚上 9 点，无锡市惠山区
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和当地市场监管、公安、城管、
村委会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正在进行“夜
查”走访。

“哎，师傅，别着急走，先下车。”在惠山区阳山镇
新渎苑车库，检查人员拦下了正准备开走的几辆大
卡车。打开车厢，满满当当的桃子映入眼帘，其中部
分已装箱。“这是获得授权的阳山水蜜桃正规桃箱。”
桃农协会会长金唯新打开桃箱，并没有期待中的水
蜜桃香味，他下意识皱了皱眉头，又随机拿起一颗，

“这个桃子的桃毛过于浓厚，阳山水蜜桃应该是密密
的细小绒毛。”为了更准确地判断，金唯新将桃子对
着灯光，慢慢转圈查看，最终下了结论，“这是突围
桃，不属于阳山水蜜桃种植品种。”

“请提供桃子的合理来源！”面对检查人员的质
问，卡车司机低着头，一言不发。

为切实保护阳山水蜜桃“金字招牌”，保障桃农
合法权益，今年无锡为水蜜桃的“品牌护卫队”增强
了力量，法律的震慑作用更加强大。

政策文件在农业品牌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为农业品牌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和保障。与此同时，作为品牌保护的关键一环，行业
协会通常也是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所有权主体。
通过协会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履行品牌管理保护等
各项职能，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品牌的辐射作用。

1998 年 3 月，成立锡山市阳山镇水蜜桃桃农协
会，2001 年变更为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
会。惠山区的桃农可自愿加入，协会为其提供免费
的规范化、标准化栽培管理和质量检测、监督管理服
务以及品牌管理授权。

商标注册是农业品牌保护的关键一步，其数量和
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业品牌保护意识和品
牌保护程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2024年
第一季度我国农产品商标注册量超过20万件，较去年
同期上升36%；农产品商标注册总量已经达到635万余
件，较2013年翻了两番，占注册商标总数的14.1%。

2022年以来，黑龙江五常大米协会针对“五常大
米”区域公用品牌累计发起地理标志和证明商标侵

权诉讼 40 起，起诉标的金额 915 万元。7 月 24 日，
2024 年第三批五常大米证明商标授权企业正式公
布，共有273家企业上榜。除了企业名称、商标名称，
同时公布的还有商标注册号、商标准用证编号和准
用证授权期限。

“着重打击域外茶青仿冒福鼎白茶的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违法行为，去年共立案查处福
鼎白茶地标保护相关违法案件57件。”福鼎市场监督
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为进一步规范行业生产
经营，加强涉茶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当地高标准推进
福鼎白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规范
福鼎白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目前全市获批使
用福鼎白茶地理标志企业437家，单个地标授权数居
福建省第二位。

如何进一步加强品牌保护区域合作，建立有效
衔接机制？杭州西湖区成立首个以西湖龙井茶保护
为特色的共享法庭——“西湖龙井茶保护特设共享
法庭”；河南信阳市相关部门每年定期对重点乡镇、
重点区域茶叶交易市场开展立体监管、集中整治；江
苏高邮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组成“高邮鸭
蛋”品牌维权执法组……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与杭州西湖龙井、横州
茉莉花、宁夏枸杞、洞庭山碧螺春等相关的30多部地
方性法规陆续出台，对保护机制、部门职责、品牌使
用、品牌管理、维权执法等内容做了明确界定，让品
牌保护更有力、高效。

常谈常新的进阶之旅

对于上海嘉定人而言，夏天一定离不开马陆葡
萄。为了更好地拓展销路、宣传品牌，有着 9年种植
经验的上海富裕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良从去年
开始加入了直播队伍。

“在网上卖，别是假冒的马陆葡萄呦。”“这葡萄
一看就不对，不正宗。”初次涉足直播领域，面对一些
负面留言，马良确实大为恼火。不过转念一想，这也
说明消费者确实认马陆葡萄这个品牌，并且对假冒
产品零容忍。于是，他立即转变思路，用视频记录马
陆葡萄从种植到采摘的全过程，并与大家分享相关
小知识。慢慢地，质疑声少了，点赞量多了，马良的
直播间有了稳定的粉丝和可观的销量。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和直播带货等新兴销售
模式的兴起，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得到了迅速拓展，
然而，网络平台也成为农业品牌侵权的重灾区。

“目前东港草莓品牌侵权主要发生在电商和直
播带货平台，仅2021年12月这一个月就有近十万单
产自其他地区的草莓被冠以‘东港草莓’‘丹东草莓’
通过平台销售。”辽宁东港草莓协会会长马廷东说。

在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樟树镇，地理标志农产
品“樟树港辣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仅今年 1-6
月，已经发现互联网侵权80余起，广泛分布在全国各
地甚至偏远地区，协会需要到这些地区或者通过网
络购买商品等方式调查和收集证据，目前仅立案 15
起，大量的侵权行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处理。”樟树
镇辣椒产业协会秘书长王昌熙介绍。

由于电商平台庞大的交易规模和市场影响力，
品牌主体在平台上开展品牌维权难度很大。

一方面，部分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缺乏对经营主
体的有效监管。另一方面，侵权往往涉及不同地区，
侵权主体多、分布广，原告通常需要向被告所在地法
院提起诉讼，取证和维权难度大。

对此，各地政府加大了监管力度，探索出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

随着这两年阳山水蜜桃线上销售占比越来越
多，当地成立了阳山水蜜桃地理标志网络保护联
盟。针对频繁出现的直播侵权，设立“白名单”保护
机制，要想在线上买到正宗的阳山水蜜桃，认准名单
里的商家即可。监测授权电商平台售卖价格，并形
成价格监控汇总表，这已经成为桃农协会的日常工
作。蜜桃季“无休”，也成为大家的共识。

上海市支持马陆葡萄等品牌主体针对地理标志
产品建立品牌溯源体系，提供统一“标识”认证，并利
用区块链等技术提供可信防伪认证和全流程数字化
溯源服务，使其有“标”可依、有“码”可查。数字云平
台的加持，为每一串葡萄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数字身
份证”，实现了“一串一码”的溯源管理。区块链技术
则犹如一把不可伪造的“信任之锁”，为马陆葡萄提
供了坚实可靠的防伪认证，以及从生长到餐桌的全
流程数字化“旅行日志”。

此外，山东乳山市牡蛎协会专门与2家专业知识
产权保护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持续开展线上平台维
权打假，目前已针对 160余个侵权行为提起诉讼；黑
龙江五常市开展“清网行动”，对网络平台销售的五
常大米进行甄别，向具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管部门发
出协查函，通过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向涉案企业或平
台发起诉讼，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冒用地标、虚假宣
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如何进一步打造清朗的网络营销环境，相
关专家建议，针对不同特性的品牌，应采取差异化的
数字化管理策略以优化品牌保护。具体而言，对于
产地相对集中、生产规模适中、产品单位价值较高的
品牌，建议构建品牌产品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数字
化追溯；而对于产地较为分散、生产规模较大的品
牌，建议先从核心产区入手，逐步推行品牌数字化管
理，同时深入探索合作，充分利用其他平台的优势。
并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全链条数字化管理，确保
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信息的实时共享，提升品牌管
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农业品牌保护，既要“疏”，又要“堵”。一方面，
完善管理机制以及注册商标、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结
合相关部门和协会的力量，借助新技术，让品牌建设
更完善，品牌保护更顺畅；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
和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防止品牌侵权，堵
住漏洞，维护市场秩序。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疏”“堵”结合的双轮驱动
政策下，一定能构建一个既保护品牌免受侵害，又促
进品牌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从而有效保护农业品
牌，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