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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标志作为世界通行的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地域垄断性和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成为国内

外市场竞争力的优势源泉。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在现行认证及保护管理体系下，其数量、类别、产值、社会效益

等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产业化水平仍然不高。通过 SWOT 分析，梳理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内在

优势与劣势、外在机遇与威胁，提出强化政府和行业组织的作用、提升产业化水平、实施品牌战略等对策促进福建

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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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渐增强，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不

再满足于数量，更多地追求质量安全、品种多样、

内涵丰富。另一方面，人们对农业的需求也不仅仅

停留在农产品消费上，而对休闲观光旅游、农事体

验、农耕文化传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标志是

世界通行的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地理标志农

产品作为特定地区特殊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历史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特色优质农产品，也是高潜

质的农业资源，能够极大地提升本地农产品的市场

价格、市场竞争实力和农民收入，对推进农业供给

侧改革、推动农业数量质量效益并重发展以及提高

国民健康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福建省有着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和深厚的历史

文化，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众多，学者们从理论或

实证层面对此展开研究。有关于个别地区如龙岩的

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研究; 有立足于某类农产品如

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福安巨峰葡萄、平和琯溪

蜜柚、政和白茶、福鼎白茶、福州茉莉花茶、天宝

香蕉等产业或品牌的发展研究; 有关于地理标志农

产品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如精准扶贫的宁德模式。

但目前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水平仍

然十分有限。鉴于此，通过 SWOT 方法分析福建省

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内部存在的优势和劣势

以及外部环境中的机遇和威胁，以期对福建省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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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一、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内涵

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 《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是第一个使用 “地理标志”概念的

多边国际协议。根据其定义，地理标志是指 “表明

某商品源自世贸组织某成员境内或源自该境内的某

地区或某地方的标记，而该商品所具有的质量、声

誉或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1］。由于地

理标志的本质为原产地，此类特色产品的特殊性在

于必须在特定的地域、气候、土壤等条件下才能形

成，基本上都是涉农产品，原产地又不可避免承载

着当地的人文历史传统，因此地理标志农产品是特

定区域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是知识产权产品，代表着商品的特定品质和良好信

誉，具有生产区域性、产品独特性、历史传承性、

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等特征。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产业化的理解主要有两个

层面，一为工商企业及生产者组成的经济联合体;

二为企业生产、加工、调配所组成的经营模式，即

产加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在我国现阶段属于新名

词，专家学者基于经营体制理论、经营方式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龙型经济理论、命运共同体等理论

视角形成不一致的看法［2］。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理解，

将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定义为: 以国内外市场的

消费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以科技为支

撑，以利益机制为纽带，借助区域资源优势，围绕

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生

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

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

贸、农科教为一体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地理标志农

产品产业化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优化地理标志

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和产业结构，辐射带动周边

区域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二、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现状

( 一) 农产品总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商标量居

全国第二位

受欧美不同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影响，我国形

成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

志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三套保护体系，分别由质检、

农业、工商部门分工负责。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福建省共批准登记注册地理标志农产品 572 个 ( 含

加工农产品) ，占全国总量 ( 9 124 个) 的 6. 27%，

仅次于山东、四川、湖北三省［3］。其中质检部门批

准 89 个［4－5］，占比 15. 6%; 农业部门登记 79 个［6］，

占 比 13. 8%; 工 商 部 门 注 册 404 件［7］， 占 比

70. 6%，仅次于山东 ( 645 件) ［8］。超过 1 /3 以上的

农产品同时在两个或三个部门获得保护。

( 二) 农 产 品 地 域 覆 盖 面 广，各 地 区 分 布 不

均衡

福建省地理标志从地域层级来看，省域的有 2 个

( 福建乌龙茶和福建百香果) ，地市域的有 37 个，县

域的有 533 个，占全省总量的 93. 18%。在全省 9 个

地级市均有分布，覆盖率达到 100%，其中地理标志

数量前三位的依次是漳州市 ( 147 个) 、三明市 ( 88

个) 、宁德市 ( 81 个) ，最少的是厦门市 ( 4 个) 。漳

州市仅商标注册一项已达 129 件［9］，地标数量居全国

地级市第三位; 在全省 12 个县级市、85 个县级行政

区划单位基本都有分布，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平和县

( 26 个) 和漳浦县 ( 23 个) ，其次是云霄县 ( 15 个) 。

( 三) 农产品类别多，产值总规模靠前

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茶叶、水果、蔬菜、

水产品、畜禽品、粮油食品、中药材、工艺品、花

卉植物、其它共十个产品类别中均有分布。其中，

水果类数量最多，有 96 个，占全省数量的 16. 8 %，

漳州以 29 种水果高居榜首; 茶叶类数量其次，有

85 个，占全省数量的 14. 8%。根据中郡研究所 2013

年第三次全国地理标志调研报告显示，福建省有

203 个地理标志数量，产值总规模达到 679. 17 亿

元，占全国产值总规模的 5. 08%，在全国排第 五

位［10］; 据海中地理标志运营平台的初步统计，2018

年全国地理标志产值达到 4. 6 万亿元，福建省地理

标志产值总规模超过 2 000 亿元。

( 四) 茶叶类品牌效应突出，各产业品牌发展

不平衡

2018 区域品牌 ( 地理标志产品) 价值前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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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行榜中，安溪铁观音以 1 424 亿元居第二位，

仅次于贵州茅台，连续三年蝉联茶叶类品牌价值榜

首; 武夷岩茶全国排名第五位，蝉联茶叶类第二位;

福州茉莉花茶、福安巨峰葡萄分别排名第 26 位和第

98 位。据不完全统计，安溪铁观音的生产带动了安

溪县加工、运输、商业贸易、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

的发展，全县 110 万人口中，涉茶人口近 80 万人，

每年 148 亿元的涉茶行业总产值中，茶文化、茶旅

游、茶机械等二、三产业产值已超过 45 亿元［11］。

根据中国区域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8 中国区

域农业品牌影响力百强排行榜，山东 22 个，四川 9

个，福 建 8 个，数 量 居 全 国 第 三 位， 占 总 量 的

8%［12］。其中，武夷山水居区域农业形象品牌第三

位，琯溪蜜柚居果品类第八位，罗源秀珍菇居食用

菌类第七位，宁德大黄鱼居水产类第六位，武夷岩

茶、安溪铁观音、福鼎白茶、福州茉莉花分别排名

茶叶类第三、四、六、十位，而在粮油、蔬菜、中

药材、畜牧、小宗特产这五类中没有品牌进入十强。

三、福 建 省 地 理 标 志 农 产 品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SWOT 分析

( 一) 优势

1. 地理环境优越。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部、东

海之滨，水系密布，河流众多，全省陆域面积 12. 4

万 km2，海域面积 13. 6 万 km2。省内峰岭耸峙，丘

陵连绵，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山地、丘陵占全省

总面积的 80%以上，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称。属于暖热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丰富，

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7 ～ 21℃，适宜

多种动植物水产品生长。

2. 自然资源丰富。福建省拥有 801. 27 万 hm2的

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为 65. 95%，居全国首位; 全

省分布有高等植物 4 703 种，约占全国的 14. 3%，

全省可供开发利用的野生植物达 3 000 多种; 土地

总面积 1 239. 34 万 hm2，其中农用地面积 1 095. 55

万 hm2，耕地面积 133. 85 万 hm2 ; 陆地海岸线长达

3 752km，居全国第二位，海岸线曲折率居全国第一

位，港湾和岛屿众多。

3.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福建省历史源远流长，

几千年前先民创造了昙山石文化，南渐的中原文化

和闽越文化相融衍生，孕育了灿烂丰富的海丝文化、

同根同源的闽台文化、古朴悠久的客家文化、美名

远扬的茗茶文化、经典别样的红色文化等。传说传

记、轶事典故、歌谣方志、民风民俗、饮食烹饪方

法、生产与加工工艺等给地理标志农产品留下历史

文化烙印。

( 二) 劣势

1. 消费者认知度总体偏低。通过地理标志农产

品认知度与品牌知名度调查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

消费者对绿色食品认证标识的认知度较髙，对无公

害食品和有机食品标识的认知水平偏低，对农产品

地理标志的认知度最低，近九成消费者无法分辨地

理标志农产品保护的三套认证标识。

2. 品牌知名度不够。一些地区对地理标志区域

公共品牌价值及品牌效应认识不足，对培育品牌的

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存在 “重登记，轻管理”的

现象，品牌同名化、类似化、空洞化严重，市场美

誉度不高。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省外消费者对福建

省地理标志知名品牌知之甚少，八成以上消费者只

知铁观音、荔枝、龙眼、香蕉、鲍鱼、海带等农产

品，却对具体品牌不清楚，近六成的消费者无法将

具体的产地和产品类别进行匹配。

3. 产业化水平偏低。受现行农村土地所有权制

度的限制，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经营呈分散

状态，无论是“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生产

模式，还是企业+种植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都

存在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松散、小农户数量多规模小

的问题，导致区域内加工企业数量和规模处于初级

发展阶段，小而不精、大而不强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偏多。虽然茶叶类等部分地理标志农产品基本形成

了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发展，但多数地理标志农产

品产业化程度较低，产业基础薄弱，未能形成产业

合力，产业链完整度不高。

4. 行业组织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地理标志是一

个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公共资源，由行业协 ( 学) 会

或专业合作组织申请登记注册，合乎要求的市场经

营主体都可申请使用权。但行业组织未能真正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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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作用，不仅使市场上有标识地理标志的同类农

产品品牌众多，还出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

严重削弱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导致企业、农户、高

校、科研机构、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企业间

无法有效合作，恶性竞争频发，阻碍地理标志农产

品垄断市场的形成。

( 三) 机遇

1. 人民群众消费观念和需求的转变。近几年爆

发的“三聚氰胺”“毒大米”“毒生姜”等食品安全

事件不仅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而且严重触动了

消费者敏感的神经。当今民众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

了转变，由能否吃饱转变为能否吃得健康安全，越

来越重视食品质量安全。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消费需求更加注重个性化、高端化和独特化，

民众不仅对农产品的质量、品种等物质层面提出更

高的要求，还对内涵、文化、观光、体验等精神层

面提出了新要求，从而形成农业新的产业形态。地

理标志农产品作为特定自然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相

结合的优质农产品，刚好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

升级需求，这必将为地理标志农产品提供新的发展

机遇。

2. 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实施。自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紧接

着印发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明确提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

的重点。2018 年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省实际，中共福建

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意见》，具体部署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地理标志农产品作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立足当地资源优势、环境优势、产业优势，大力培

育发展，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3. “互联网+”在农村加速渗透。根据最新的

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网民规模为 8. 02 亿，农村

网民规模为 2. 11 亿，三个农村居民中就有一个网

民，全国行政村通宽带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96%［13］。

2016 年福建省拥有网民 2 678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69. 7%，居全国第四位［14］。互联网的普及造就 了

“互联网+”时代农村经济新的发展局面，互联网+

农产品、互联网+农村经济组织、互联网+农业、互

联网+农民等新型模式，对打破信息不对称、优化

资源配置、创新农村商业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率都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也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保质

高效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 “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的利好形势。地

理标志是世界通行的重要的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所采用，也是农产品国际

贸易谈判的焦点之一。中欧自 2011 年开始 10+10 地

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2017 年又推出 100+100 地理

标志产品互认互保，福建省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

坦洋工夫、福鼎白茶 4 个茶叶类产品成功列入公示

清单，意味着我国的农产品进入欧盟更加便捷高效，

并享受 和 欧 盟 地 理 标 志 农 产 品 同 等 的 优 惠 待 遇。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

“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并支

持农业走出去，加强 “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

培育一批跨国农业企业集团，提高农业对外合作水

平。福建省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应充分发挥历史、区位、港口、人文等独特优势，

推动更多的优质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出去，形成国际

知名品牌。

( 四) 威胁

1. 区域内外的搭便车行为。地理标志作为一种

集体性质的公权，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不具有排他

性和竞争性，但经过登记批准注册的地理标志农产

品具有溢价效应，必然导致搭便车行为产生。一是

区域内不符合品质要求的同类农产品以次充好，损

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和美誉度; 二是区域

外不具有使用权的利益主体，为获取高额利润，假

冒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严重破坏地理标志农产品

区域品牌形象，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

得真正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无法得到良性发展。

2. 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加入 WTO 以后，我

国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自由度逐步扩大，加上经济全

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给国内的产业带来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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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和威胁，尤其是农业领域。我国农业发展

相对落后，产业链条短，缺乏实力强大的企业，与

大型跨国企业差距较大，农产品品牌的国际竞争力

还有待提升，但竞争对手遍布全球，实力很强大，

这些都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四、福建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 一) 进一步强化政府和行业组织的作用

政府和行业组织不仅在地理标志资源发掘、申

报、认证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

的引导、规范和扶持是地理标志农产品获得保护和

发展的重要保障。

1. 加强宣传力度。福建省可利用网络、电视、

报纸、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宣传和普及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基本知识，用图文并茂的鲜活实例

说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内涵及特征。还可以通过展

销会、超市、专卖店、销售市场等形式加大宣传投

入，向消费者推荐地理标志农产品。

2. 加强监管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监管部门、行

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企业等主体的监管责任，

共同确保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质，增强消费者的信

任度和购买积极性。

3. 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地理标志农产品历

史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可以促进产品与文化的融合，

增强地理标志产业产值，促进产业链完整，推动农

村经济发展。福建省可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与政府部

门，借助现代信息抽取和信息组织等技术，挖掘历

史文献典籍中优质农产品及其产地关于民风民俗、

名人故事、诗词歌赋、饮食烹饪方法、生产与加工

工艺等文化内涵。

4. 培育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农民作为地理标志

农产品的基础生产者和农产品质量的第一缔造者，

必须对地理标志农产品有一定的认知，特别是对产

品特点和技术工艺要求有所掌握。因此，福建省应

对农民普及地理标志的相关知识，培育一批懂技术、

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真正为地理标志

农产品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 二) 提升产业化水平

1. 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企业对地理

标志农产品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是市场与农户的

联结者，也是实现地理标志农产品经济价值的主推

手。一个区域范围内的龙头企业能有效推动地理标

志农产品产业化水平，促进产业集群。福建省一方

面应积极鼓励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

向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流动，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扩大市场范围和产业利益; 另一方面，应

积极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进行产业链延伸，向产业上

游延伸，引导农户创办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原

材料种植基地; 向下游延伸，与中小企业合作，实

现深加工和循环利用，改变以大量农户、小企业为

主的分散生产格局，推动生产规模化、分工专业化、

产品标准化、管理规范化，促进产业集群。

2. 改进生产营销模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生产

基本采取“地理标志+企业+农户”的模式。在这种

组织模式下，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工作积极性得不到

有效发挥，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福建

省可通过技术入股、资源共享等合作形式，让高校

或科研机构与生产经营管理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

激发高校或科研机构在育种、栽培、加工、营销、

管理、文化挖掘等方面的科技支撑力量，提高地理

标志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产值; 利用 “互联网

+”，积极搭建营销推介平台，打造地理标志农产品

电商平台，整合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各类超市等

流通经营主体，开展农商互联、经销商进产地、产

品进社区等众多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开拓销售渠

道; 充分利用政府、专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等部

门的各类营销平台，如农业展会、林博会、产品发

布会、产销对接会等，形成多样化的营销网络。

( 三) 实施品牌战略

地理标志产品不等同于地理标志品牌。地理标

志产品是机构批准的，品牌是消费者认可的; 地理

标志是法律概念，品牌是市场价值概念。地理标志

认证不等同于品牌认证，产品获得地理标志认证后

需进一步品牌化。品牌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战略，

是一种让消费者愿意为你买单的战略［15］。福建省地

理标志农产品区位优势明显，却出现买不到和卖不

掉的现象，尤其是果品蔬菜，在全国的知名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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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度和影响力还有待提高。发展地理标志品牌成为

福建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

1. 明确品牌化路径。地理标志产品和品牌都具

有个性化、特色化的本质特征，品牌的差异化也体

现在个性和特色上，除了产品本身具有的独特自然

品质外，福建省应深度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以便

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独特的品牌形象。并借助某些

让消费者乐于接受、便于识别、易于记忆的文字、

图形、声音等符号，与消费者建立品牌联结。通过

强有力的宣传，扩大品牌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最终

为消费者知晓和接受。

2. 探索品牌发展模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区域

特征明显，各区域的特色产业也不尽相同，因此福

建省在探索品牌发展模式过程中，应根据自身的具

体情况，定位品牌发展模式。第一，采用传统产区

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生产布局，完成上下

游产业链产业集聚。也可采取 “区域品牌+支柱产

业+龙头企业+产业链”的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模式，

以技术推广、科技开发、农业示范、成果孵化等为

任务，实现农业生产精准化作业、数字化管理、信

息化服务; 第二，采用特色小镇发展模式，紧贴当

地产业和保持文化传承定位，避免各地区产业同质

化，集中精力打造优质高端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第

三，采用以村为基础的 “一村一品”发展模式，充

分发挥各村自然地理生态文化等优势，使一个村拥

有一个甚至多个具有鲜明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主导

产品和主导产业。

( 四) 着眼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更多地理

标志农产品走出国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福建省地理标志

农产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遇到了

巨大的挑战。2000－2017 年，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农

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开始向不同国家分配，我国农

产品竞争力较弱，不具有显性竞争优势［16］。近年

来，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贸易在快速增长，相当一

部分地理标志农产品已成功进入了美国、日本、韩

国、欧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市场占有率

越来越高［17］。地理标志作为世界通行的农产品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其地域垄断性和产品的不可替代性，

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转化为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从

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福建省必须继续

深化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交

流合作谈判，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注重农产

品运输、储存、加工、销售等后期产业的发展，让

更多的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出国门，形成强有力的国

际竞争力。

在我国现行认证及保护管理体系下，福建省地

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优势明显，劣势突出，

机遇与威胁并存，期望在政府、行业协会、农业合

作组织、企业、农户的协同作用下，充分利用优势，

抓住机遇，变劣势为优势，积极应对威胁，建立地

理标志农产品产业集群，实施品牌战略，在提升产

品竞争力的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真正将福建省

地理标志农产品做大做强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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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A Perspective of SWO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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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s the world’s prevai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with its inherent regional monopoly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products，has become the source of superiority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competitiveness. Under the current cert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management system，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terms of quantity，

category，output value and social benefits，but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still not high. Through SWOT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tern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as well as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 Province，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organizations，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and implementing brand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dustrialization; SWO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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