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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新时期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粮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梳理了影

响因素并设计了问卷，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市场与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市场

和政府的作用贯穿于可持发展的全过程，政府在“培育阶段”和“成长阶段”作用明显，市场在

“成熟阶段”作用更为突出。并相应给出如下建议：一是在“培育阶段”和“成长阶段”以政府

为主导，规范品牌管理，划好产权界限；挖掘品质内涵，做好宣传推广。二是在“成熟阶段”以

市场为主导，发挥企业经营和区域资源优势。三是所处任何阶段，发展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均需注

重产品品质，夯实品牌基础；组建产业联盟，助力区域品牌；强化标准引领，规范品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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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 of grai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rain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role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is the essence of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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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in, sorts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signs a questionnair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ole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role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cultivation stage” and “growth stage” is obvious, and the role of market in the 

“mature stage” is more prominent. Suggestions are given as follows: First, in the “cultivation stage” and 

“growth stage”,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the lead, standardize the brand management, and draw the 

boundaries of property rights; excavate the connotation of quality, and play its role in promotion. Second, in 

the “mature stage”, the market will take the lead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regional resources. Third, at any stage, to develop regional public brands in grain,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product quality, consolidate the brand foundation, establish industrial alliances to help regional 

brands, and strengthen standard guidance to standardize br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gr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duct quality; government; market 

粮食区域公用品牌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

分，正在成为赋能产业经济的新方式。粮食区域

公用品牌具有区域特性、集群特性和公共品特性
[1]，上述特点决定了建设主体由市场和政府共同

构成，目前已有一些文献从不同视角研究市场及

政府对区域公用品牌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2-3]。

并且，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国

办发〔2017〕78 号）和《关于深入实施“优质粮

食工程”的意见》（财建〔2019〕287 号）文件

指导下，已建成 20 多个粮食区域公用品牌。为了

更好地延续既有成果，避免“搭便车”[4]等问题，

本文从市场驱动和政府保障两个角度研究粮食区

域公共用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1  概念界定 

1.1  区域公用品牌内涵 

粮食产品属于农产品范畴，沿用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的概念，将粮食区域公用品牌界定为“区

域名+粮食产品名”，具体指在具有特定自然生态

环境与历史传承的工艺技法区域内，形成粮食规

模化产业集聚优势，以“区域名+产品名”的形式，

以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等粮油产品为载体，

传达位置信息赋予的品质、文化与服务等。 

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为下文影响因素分

析和概念模型建立提供研究依据。 

1.1.1  区域独特性 

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角度来定义，认为独

特的自然资源和传承的种养加工工艺是区域公用

品牌发展的基础，具有明显的区域特性[5]。不同

的自然地理环境（日照、土壤、气候、水质等）

是不可复制和替代的资源优势，会孕育出具有区

域特色的粮食产品，传承的种植方法和加工工艺

也逐渐演变成一个区域的独特性。 

1.1.2  产业集群性 

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是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代表着一个产业集群产品的主体和形

象。“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以地理标志为主的、由区域

内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的农产品品牌标志，包括

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标志，其形

成是基于区域农业产业集群之上的消费者对原产

地形象的总体认知”[6]。区域品牌的形成与产业集

群的发展密切相关[7]。其建设涉及第一、二、三

产业，是由企业与关联产业、服务体系（金融体

系、劳动力市场体系、科技支撑体系）等相关组

织机构共同打造。 

1.1.3  公共品特性 

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

排他性和非竞争性[8]。可以被众多的经济主体同

时使用，任何使用者都不能阻止他人使用；同时

不影响其他企业或潜在企业使用该区域公用品

牌，新增使用者并不会额外增加社会成本。 

1.2  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内涵 

借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9]，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粮食区域公用品牌自身发展的

可持续性，在市场和政府的双轮驱动下，研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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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对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以及由形成、成

长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根据粮食区域公用品牌的

市场特性和公共品特性，可持续发展主要源于市

场供需的相互作用和政府的支持保障[2]，通过市

场机制作用，建立需求驱动供给，供给满足需求

的循环；通过政府支持，建立产权界定和公信力，

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由此，促进粮食区域公用

品牌由低级或不发达阶段向成熟阶段发展。 

2  概念模型构建 

2.1  模型阐释 

2.1.1  可持续发展与市场驱动 

市场对产品品质鉴别的需求，是驱动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消费者与粮食区域公用品牌间建立

起的信任关系是消费者进行决策的首要依据，也

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由于粮食产品是典型的经

验品和信任品，消费者无法直接识别品质属性
[10]，基于消费者效用理论，粮食区域公用品牌的

公信力可以极大地降低理性消费者决策成本，用

有限收入追求效用最大化。选择同一种粮食产品，

消费者的决策依据往往源于粮食产品的品质、稳

定性等内在线索和粮食产品价格、包装、品牌等

外在线索。而对消费者而言，内在线索的技术获

得不可行或成本太高，外在直观线索可能存在价

格与价值不对等、过度包装、消费偏好差异等问

题，进而对消费者决策造成信息不对称。此时，

粮食产品品牌是消费者决策的首要依据，但是，

由于粮食产品参差不齐，消费者往往会选择口碑

好的企业，对于不了解的企业，会因无法甄别产

品品质，而降低消费体验。然而，粮食区域公用

品牌积淀的声誉能为区域内多个产品品牌提供信

任担保，消费者可以通过这种担保，确定产品品

质，降低决策成本。那么，消费者对粮食区域公

用品牌存在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是可持续

发展的动力，从而引出本文 2.2 的假设。 

市场对产品品质的供应，是夯实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区

域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是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形成

的基础。其自然生态资源决定了粮食产品的品质及

特性，赋予粮食区域公用品牌鲜明的区域形象特

征；社会人文资源主要指历史文化和工艺技术等， 

赋予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文化内涵和区域气质；产

业集群优势体现的是粮食产业经济发展的规模

化、产业化及现代化的优势，赋予粮食区域公用

品牌生命力；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化主要指粮食区

域公用品牌是某个特定地理区域的品牌，是社会

公众的总体认知[6]。经营管理强调市场主体在粮

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实施“产

+加+销”全产业链的精细管理，主要包括优质粮

源把控、产品质量控制及追溯、渠道建设、科技

创新等方面。 

2.1.2  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支持 

公共品理论[8]是政府促进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论基础。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外部性决定了与企业建立

契约关系的重要性。农产品区域品牌相关文献已

充分证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 [11]和政策扶持等宏

观调控[12]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因此，粮油

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法

律保护环境，明确界定产权关系，统筹协调好相

关主体的利益，培育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氛围。 

2.1.3  可持续发展与所在阶段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市场经历发展、成长、成

熟、衰退几个阶段，区域品牌发展同样适用，经

历形成、成长、成熟乃至消亡，具体分为萌芽期、

开拓期、深化期和成熟期 4 个阶段[13]，本研究将

后两个阶段合并，可持续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即“培育期”“成长期”“成熟期”。 

基于上述分析，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

展的本质是围绕产品品质发生的市场驱动和政府

支持。在市场驱动作用下，市场需求是前提，而

具有公信力的区域公用品牌能满足消费者降低信

息不对称的需求；市场供给是基础，企业借助区

域资源优势和经营管理能力，提供具备品质的产

品供给；通过产品品质，需求与供给形成循环。

在政府支持作用下，一方面是区域公用品牌所代

表的品质属性需要宣传推广，在消费者群体中形

成印象，另一方面是其公共品特性需要政府维持

良好的市场秩序，避免“搭便车”等问题。因此，

粮食区域公用品牌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型框架，

如图 1 所示。 



特约专栏（一）  第 30 卷 2022 年 第 4 期 

 

 16  

 
 

图 1  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概念模型图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diagram-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grain 

 

2.2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市场需求对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可持续发展呈正向影响。粮食区域公用品牌的市

场需求存在的根本是对产品品质的追求，价值规律

作用下，品质好坏可以由价格来体现。为了统一需

求和供给的研究变量，这里选取“产品利润率”来

刻画区域公用品牌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性，进而假

设“产品品质越高对产品利润率越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 2：供给能力对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可持续发展呈正向影响。市场机制作用下，供给

满足需求，则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根据

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选取“区域资源”

和“企业经营”两个指标，研究其与“产品利润

率”间的关系，验证供给能力是粮食区域公用品

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

续发展呈正向影响，因而假设“区域资源和企业

经营对产品利润率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 3：政府支持对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可持续发展呈正向影响。政府支持是粮食区域公

用品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根据公共品理论，界

定清晰产权是立足市场供给端，建立促进区域品

牌与企业品牌良性互动的保障机制，推广宣传是

立足市场需求端，扩大消费者认可度的关键举措，

因此做以上假设。 

研究假设 4：政府在培育和发展阶段影响显

著；市场在成熟阶段影响显著。 

2.3  研究设计 

2.3.1  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研究按主观、客观进行分类，提出

产权、宣传、产品、科技、区域资源、市场需求

等因素[1]，按内部、外部进行分类，指出政府财

政支持力度、品牌忠诚度、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以

及自然资源是相应潜变量中载荷系数最大的观察

变量[14]，拆分区域性因素，研究产品属性、归属

地品牌联想等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影响[15]。在

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根据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

持续发展的“双轮驱动”概念模型，按照消费者

效用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公共

品理论，梳理出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发展阶段”

“区域资源”“企业经营”“政府服务”与“产品

利润率”之间的关系。 

“产品利润率”作为反映市场供需关系和关联

市场与政府的重要指标，代表区域公用品牌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本模型包括“市场驱动”“政府支

持”2 个一级测度指标，“品质追求”“品质保障”

和“政府服务”3 个二级测度指标及一些三级指

标。具体的影响因素根据消费者效用理论、比较

优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公共品理论设计，后

三项理论依据由区域特性、集群特性和公共品特

性关联得到，用以支撑市场机制中供给端和政府

支持对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具体如

图 2 所示。 

2.3.2  调查方式及样本统计 

调查问卷根据研究假设及影响因素分析设计。

第一部分主要针对研究假设 1~3，设计了“主营

产品”“区域品牌产品”“明星产品”的市场情况，

市场和政府两个维度及细分指标的重要性。重要

性部分的问卷形式采取李克特级量表，为了降低

辨别难度，将五级量表降为成四级量表，即 1~4

分别代表对某一问题不同的重要程度，其中，1=

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第二部

分主要针对研究假设 4，将“可持续发展”分为 3

个阶段，即“培育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

讨论不同阶段，市场和政府发挥作用的效果。详

见附表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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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 

Fig.2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 sustainability 
 

3  数据分析及结论 

3.1  统计分析 

本文对湖北、吉林、江苏和山东等地，开展

了调查研究。样本情况：16 个政府主体样本（10

个粮食、6 个粮食行业协会），125 个粮食企业样

本，其中主营产品有效数据 100 个，明星产品 84

个，区域产品 70 个。 
 

表 1  问卷调查统计表 

Table 1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table 

产品类型 
产品销售 

量/万 t 

价格水平/ 

（元/t） 

销售额/ 

万元 

产品利润

率/% 

主营产品 789.1 6.7 609 015 8.6 

明星产品 142.5 11.2 445 623 13.7 

区域品牌产品 199.9 8.8 21 658 10.7 

平均水平 377.2 8.9 380 998 10.9 
 

3.2  实证分析 

Model 1 对应 2.1 模型阐释中可持续发展与市

场驱动和政府支持两部分，“产品利润率”代表区

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 

Model 1 对应研究假设 1：“市场需求对粮食区

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正向影响”。通过研究产

品品质追求与“产品利润率”之间的关系，来验

证消费者对粮食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需求与其可

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产品分为以销量为

主的“主营产品”、区域品牌下的“区域产品”，

来刻画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追求。以“主营产品”

为基准组，“区域产品”的 P 值为 0.246，且结果

显著。这表明对产品品质追求越高，产品利润率

越高，则验证了对产品品质的市场需求与粮食区

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呈正相关，验证了假设 1。 

Model 1 对应研究假设 2：“供给能力对粮食

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正向影响”。Model 1 通

过研究企业经营能力与“产品利润率”之间的关

系，来验证供给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明星

产品”代表高水平的企业经营能力和具有区域资

源优势，与“主营产品”相比，其 P 值为 0.438，

且结果显著，这表明企业经营能力和区域资源与

可持续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 2 成立。 

Model 1 对应研究假设 3：“政府支持对粮食区

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呈正向影响”。研究政府支

持的重点方面与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之

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所在区域申请注册

证明商标等进行产权保护，对提高产品利润率影响

显著，即有利于促进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

展；政府支持研发对提高产品利润率影响显著，推

广宣传看不出显著关系，回访问卷填报者，不清楚

政府做整体宣传的投入，无法填报投入金额。虽然

分析结果不明显，但是实践中政府带动推广宣传有

较好的效果，因此在对策建议中仍作为重要的一

条体现。 

Model2 和 Model3 对应 2.1 模型阐释中可持

续发展所处阶段部分。 

Model 2 和 Model3 对应研究假设 4：“政府在

培育和发展阶段影响显著；市场在成熟阶段影响

显著”。从 Model 2 的区域品牌发展程度来看，以

“培育阶段”为基准组，“发展阶段”和“成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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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P 值分别为 0.54 和 1.004，且结果显著，这表

明发展越成熟，市场的作用越明显。从 Model 3

来看，与基准组相比，“发展阶段”与“成熟阶段”

的 P 值为–1.702 和–4.619，并且影响不显著、显

著，表明政府的作用在培育、发展两阶段重要程

度相当，且比“成熟阶段”显著。 

 
表 2  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grain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产品利润率（对数值）

Model2 Model 1

发展阶段虚拟变量（基准组：培育阶段） 

发展阶段（1=是；0=其他） 0.540*  

 （0.281）  

成熟阶段（1=是；0=其他） 1.004***  

 (0.318)  

产品类型虚拟变量（基准组：主营产品） 

明星产品（1=是，0=否）  0.438***

  （0.155）

区域品牌产品（1=是，0=否）  0.246* 

  （0.133）

企业所在区域申请产权保护情况 

是否申请注册证明商标（1=是，0=否）  0.657***

    （0.152）

是否注册商标（1=是，0=否）  0.083 

  （0.169）

政府支持投入情况（取对数） 

年研发投入资金/万元  0.121***

  （0.019）

宣传或广告投入/万元  0.002 

  （0.037）

常数项 1.591*** 1.702***

 （0.322） （0.277）

观察值 60 60 

R2 0.589 0.563 

注：***P<0.01, **P<0.05, *P<0.1，括号内是标准差。 

Note: ***P<0.01, **P<0.05, *P<0.1, standard deviation in 
parentheses. 
 

因此，政府在“培育阶段”和“发展阶段”

作用更明显。一方面，以公信力背书产品品质，

通过宣传与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以此满足其对

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界定区域

公用品牌产权，建立起契约关系和运行秩序，为

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环境。市场在

“成熟阶段”作用更明显，当消费者对区域公用

品牌下的产品完全信任，市场需求会带动市场供

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此时政府不必追加投入

关注，维持前期公共品服务即可（表 3）。 

 
表 3  粮食区域公用品牌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因素分析（Model 3） 

Table 3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grain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Model 3) 

变量 区域资源 政府支持

产品利润率 0.058 0.086* 

 （0.041） （0.045）

区域品牌发展阶段虚拟变量（基准组：培育阶段） 

发展阶段（1=是；0=否） –3.401** –1.702 

  （1.707） （1.651）

成熟阶段（1=是；0=否） –3.498* –4.619** 

  （1.841） （2.144）

本企业在该地所处市场份额虚拟

变量（1=占中等及以上份额，0=

中等以下份额） 

3.672** 2.461* 

  （1.596） （1.450）

常数项 –0.841 –1.160 

  （0.976） （1.021）

观察值 74 74 

注：括号内是标准差，***P<0.01，**P<0.05，*P<0.1。 

Note: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P<0.01, **P<0.05, 

*P<0.1. 

 

4  研究建议及展望 

4.1  建议 

4.1.1  培育期和发展期：政府支持为主 

以政府或行业协会为主体，做好区域品牌发

展规划和政策宣传，动员好各方力量，为后期可

持续发展奠定好基础。 

规范品牌管理，划好产权界限。政府提供公

共物品，委托符合条件的行业机构或组织申请注

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第二十二条和我国《商

标法》第十六条的法律规定，综合考虑地理名称

或其他足以代表该地域的标志、商品的特定品质、

商品的信誉、独特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区

域品牌承载商品特定品质和信誉等公共属性，公

平公正、用政府公信力背书区域品牌品质，降低

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成本。 

挖掘品质内涵，做好宣传推广。一是让消费

者知道区域公用品牌的产品内涵，即解释产品是

谁，区域资源赋予了产品什么特质，主要强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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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营养元素；二是激发消费者深度挖掘自我，

即定位清自己是谁，明晰区域粮食产品匹配哪

些需求点，将区域品牌利益诉求和情感价值有

机结合。 

4.1.2  成熟期：市场驱动为主 

政府或协会等负责组织协调，企业或种植户

等市场主体在标准规范下，根据消费者需求，遵

循市场发展规律，组织优质粮油产品生产。 

发挥企业经营优势。优质粮油是“天生丽质”

和“精细管理”相结合的产物，突出产品品质需

要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主要体现为专业化的产品

管理、科技创新和契约精神。 

发挥区域资源优势。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可持

续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将区域信息赋能到

区域公用品牌，同时，放大粮食产业集群形成的

合作竞争机制、研发创新机制、精细管理机制等

效应，增加供应链集成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的

竞争力，提升粮食产业增值溢价能力。 

4.1.3  处于多发展阶段：融合发展 

政府或行业协会注重提升区域公用品牌管理

水平，市场主体企业注重产品品质，二者相互促

进，融合发展传统粮食行业与互联网经济，有效

链接传统工艺与新兴技术，不断形成区域品牌可

持续发展的内驱力。 

注重产品品质，夯实品牌基础。加强产购储

加销品质提升，根据《种子法》因地制宜选种优

质品种，发展加工企业与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

等主体的订单生产，实施试点示范推广。鼓励龙

头企业带动优质粮食品种集中连片种植和规模化

经营，确保优质粮食品种的稳定。推广绿色仓储

技术，实施分品种分仓分等储存，鼓励成品粮低

温储存，提高储存品质水平。提倡稻谷、小麦等

口粮品种适度加工，减少资源浪费和营养流失。

健全优质产品直供直营直销体系，完善城乡“放 

心粮油”供应网络，发展粮食电子商务等新型业

态，提升物流配送能力，畅通优质粮油消费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加强技术研发，最大限度地保

留营养伴随物，加强功能型、营养型等粮油产品

研发，增加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的优质产品

供给，加强精深加工发展，延长产品链条，开发

高附加值产品，提高副产品综合利用率。 

组建产业联盟，助力区域品牌。确定符合本

省实际和新时期发展定位的联盟职责，探索“种

植-销售-科技-金融”融合体运营、聚力打造区域

品牌等模式。构建联盟管理机制，坚持“高标准、

开放性、有进有退”原则，加强联盟成员监管，

打击假冒伪劣。一是优选粮食加工和销售企业、

科研院所等机构，组建区域品牌产业联盟，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二是建立完善

联盟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出台《联盟章程》《品

牌标识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严格准入退出机

制，规范联盟运行。三是组建专家技术委员会，

定期举办产业发展形势分析研讨会，指导联盟企

业发展。四是制定《联盟企业综合评价办法》，

围绕基地、加工、营销、效益设定考核指标，加

强绩效考评。 

强化标准引领，规范品牌发展。立足粮食安

全和健康中国战略，分品种制定优质粮食质量标

准，建立全国主要粮食品质和营养成分数据库，

根据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和品种特性，针对性地推

广优质粮油产品、绿色加工等技术，形成覆盖粮

食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鼓励组织制定、发布地

方粮油产品团体标准，引导企业推行更高质量标

准。建设优质粮食品质评价体系，推动优质粮食

产品认证和质量分级，制订优质粮油品质测报测

评技术规程。 

4.2  展望 

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尚有以下两

方面需进一步探究： 

一是设定指标，判断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所处

阶段，便于有针对性地应对该阶段的发展风险。

二是对企业经营、区域资源的细分指标进行研究，

重点分析产品管理、科技创新和契约精神是如何

通过市场供给影响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的，

给出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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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研究》附表： 

附表 1：市场与政府对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调查问卷 

Schedule 1: Questionnaire on the impact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grain 

一、市场驱动 

需求：品质追求 

供给：品质保障 

分类 问题 选项及单位 
主营产品 明星产品 区域品牌产品 

（销量最大） （利润率最高） （可与前面重合）

产品及市场情况 

本企业的主营、明星、区域品

牌产品是什么？ 
代码 1，并写明名称【1，中裕面粉】       

产品定位 代码 2        

产品销售量 万吨       

产品价格水平 元/公斤       

产品销售额 万元       

产品利润率 %       

二、政府支持 

法律保护环境和宣传推广 

公共服务情况 

商标类型 代码 3       

是否具有绿色认证？ 1=是；0=否       

是否具有有机认证？ 1=是；0=否       

是否具有无公害认证？ 1=是；0=否       

针对此产品是否开展研发工作 1=是；0=否       

如果有，研发专注的领域 代码 4       

是否具有研发团队 1=是；0=否       

年研发投入资金 万元       

宣传或广告投入 万元       

代码 1【产品代码】1=小麦粉；2=大米；3=食用植物油；4=杂粮；5=其它，请说明 

代码 2【产品定位】1=低端市场；2=中低端市场；3=中端市场；4=中高端市场；5=高端市场 

代码 3【商标类型】=证明商标；2=普通商标；3=其它，请说明 

代码 4【研发能力】1=育种+基地建设；2=生产加工工艺（设备）创新；3=产品研发；4=其它，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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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粮食区域公用品牌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 

Schedule 2: Questionnaire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grain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请评价以下因素在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内容 单位 填写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所处阶段 1=培育期，2=成长期，3=成熟期   

一、市场     

品质保障（供给）     

1.1 区域资源优势     

1.1.1 自然生态资源（光照、降水、土壤等）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1.1.2 社会人文资源（历史文化、加工工艺等）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1.1.3 形成了产业集群优势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1.1.4 其它，请说明     

1.2 企业经营     

1.2.1 产品质量控制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1.2.2 科技创新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1.2.3 其它，请说明     

二、政府支持     

2.1 提供法律保护环境     

2.1.1 制定制度规范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2.1.2 证明或集体商标授权使用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2.1.3 其他，请补充     

2.2 宣传推广方面     

2.2.1 区域公用品牌宣传策划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2.2.2 开展区域品牌推广活动 1=非常重要；2=重要；3=一般；4=不重要   

2.2.3 其他，请补充     

请对 1. 区域资源、2. 企业经营、3. 政府支持的重要

性按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序，中间用分号隔开 
如认为政府扶持最重要其次区域资源最后企业，则填写 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