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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提〔2017〕134 号

A

浙江省农业厅关于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
第 695 号提案的答复

黄小杭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农产

品区域品牌提升发展的建议》的提案（第 695 号）及补充建议收

悉。提案全面分析了我省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对我们加快实施农业品牌战略，进一步

擦亮浙江农业品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尤其是“做强唱

响‘浙农’品牌”的建议，为下一步推动我省农产品区域品牌提

升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和建议。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引导支持下，全省各地根

据资源特色，瞄准市场需求，注重质量安全，融入文化元素，创

建特色品牌，从原来“以量取胜”的低端路线，逐渐走向“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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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高附加值”的高端路线，努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

力。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农产品品牌数量大为增加，品牌农

业初具规模；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大为提升，涌现出一批美誉度好、

带动农民增收能力强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品牌附加值

大为提高，品牌农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大力提升发展农业

品牌，做亮“浙农”形象，深入推进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您提出的具体建议，经会商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

国土资源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金融

办，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法律保护和制定发展规划。近年来，各级工商

部门加强对商标注册工作的指导推进，赋予权利人商标法律专用

权。全省注册商标总量达 131.6 万件，居全国第二。积极指导区

域品牌以集体商标形式进行注册保护。目前，“丽水山耕”集体商

标已经国家工商总局领导签发并公示，其中在 29、30、31、32、

35、36、39 七个类别的集体商标已顺利注册，其他 38 件保护性商

标已成功注册。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农业资源优势、产业发展现

状和地域文化特色，科学制定农产品品牌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

农业主导产业、地方小宗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布局、发展定位和目

标市场。鼓励和指导各地行业协会积极挖掘地方历史名品资源，

申请注册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加大地理标志农产品挖掘、培育、

登记和保护力度，促进地理标志品牌与农业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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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加强政府和协会的扶持力度。省财政结合农业“两

区”建设和全产业链发展，不断加强对农业标准化生产、公共营

销等的支持力度，为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培育提供发展基础和外

部环境。一些地方也制订出台优惠政策，安排专项资金对农产品

证明商标注册、地理标志保护登记及获得各级农业名牌认定的进

行补助奖励。2009 年起，省工商局与人行杭州中心支行联合下发

《浙江省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暂行规定》，联合开展“商标质押百

亿融资行动”，助力农业经营主体解决融资难问题。2016 年，全省

有 71 家农业企业通过商标质押获得融资授信 7.3 亿元，加快了农

产品品牌融资进程。下一步，我们将加强部门沟通合作，统筹合

力，协调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在财政资金方面，农业基地

建设、区域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项目安排实

施中，优先支持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在金融信贷方面，围绕特

色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业态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提供供应链

融资、订单融资、电商融资等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继续

深化品牌质押融资，破解农产品品牌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在用

地用电等方面，积极落实国家和省里有关政策，强化要素保障。

三、关于加强对区域品牌的监管保护。近年来，各地按照“一

个公共品牌、一套管理制度、一套标准体系、多个经营主体和产

品”的思路，严格准入管理，制定品牌使用细则，明确品牌使用

者的条件、义务和具体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强品牌指导服务，工

商部门积极会同商标使用单位，从标准制定、企业门槛准入、后

续管理等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的商标管理制度。将农产品品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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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权保护工作纳入工商系统“双打”工作重要内容，在“红盾护

航”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中明确将地理标志商标等知名品牌作

为重点，先后开展了针对“龙井茶”等省内重点农产品品牌的专

项执法保护，全面净化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市场环境。下一

步，我们将加快健全新型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实行信用动态

管理。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强化自律意识，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和诚信体系建设，完善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企业“红黑名单”

制度。支持和鼓励区域品牌进行注册保护，会同工商、质监等部

门不断完善打假协调机制，重点加强和开展对地理标志商标、集

体商标等农产品品牌的专项执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各种违法

行为，维护品牌合法权益。

四、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新型农业主体是推进农产品区

域品牌做强做大的根本力量，主体强则品牌强、产业强。我们按

照职业化、合作化、企业化的思路，加快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

激发主体创牌热情。以培育农业名企、名牌、名家为目标，通过

实施财政贴息、银行授信、项目倾斜、服务引导等手段，扶强扶

大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

产品品牌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开展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引进先

进设备和技术，提高加工能力，为品牌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下一

步，我们将重点鼓励农业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和品牌整合，引进国

内外知名品牌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形

成规模效应，构建集群发展格局。引导支持农业企业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鼓励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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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沿线各国企业间开展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五、关于通过加大品牌开发强农富农。针对浙江省农业“小

而精、小而特、小而优”的实际情况，我省积极发展农业全产业

链，在强化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在卖产品的同时卖风景，辐

射带动周边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探索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整合相

关子品牌，放大区域公用品牌带来的整体红利。目前全省已建成

39 条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集生产、采收、流通、加工、品牌推

广和终端销售为一体，年总产值超 1100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 1/3

强。同时，深度挖掘农业品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讲出农业品牌

故事中标注“好吃、好看、好玩、好感觉”。积极发挥西湖龙井、

庆元香菇、仙居杨梅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功能，擦亮相关产业的

区域公共品牌。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挖掘农产品品牌的历史文化

内涵，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增加农产品文化含量。强化传统工艺

传承和保护，推动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打造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

园区。

六、关于挖掘探索有效的宣传途径。我厅积极组织企业参加

各种类型的农产品展示展销、产品推介、新闻发布会等活动，组

织企业赴境外开展营销推介，引导企业、农户运用多种渠道推广

宣传农产品品牌。2016 年我厅共组织企业 240 余家次参加 11 个国

际食品展(博)览会，展会接待专业客商 1 万人次，现场成交订单

5900 多万美元，达成意向订单近 1 亿美元。加快推进电商拓市，



- 6 -

引导优势农产品开展网上销售，线上线下、“互联网+”的农产品

营销新模式蓬勃兴起。2016 年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 396 亿

元，同比增长 30.2%。我厅每年承办浙江农业博览会和浙江（上海）

名特优新农产品展销会，建立农产品网上交易平台，扩大农产品

品牌的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支持各地结合当季农业生产、农

村风情风貌、乡土民俗文化等特色，以品牌农产品为主线，举办

农业节庆活动，向消费者宣传推介浙江特色农产品，组织消费者

参与体验，链接新闻媒体，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扩大品牌知名度。

感谢您对农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省农业厅产业处林家琦，联系电话:86757776。

浙江省农业厅

2017 年 10 月 20 日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国土

资源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金融办，

杭州市政协提案委。

浙江省农业厅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