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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是全国蔬菜生产大省
,

年全省瓜菜

播种面积 万 时
,

居全国第五位
,

总产量

万
,

居全国第二位
。

蔬菜生产已具备了良好的产业基

础
,

要实现产业升级
,

由蔬菜大省转变为蔬菜质量强

省
,

实施蔬菜品牌战略
,

加快蔬菜品牌建设是一条有

效途径
,

也是新时期蔬菜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

河北省蔬菜品牌建设的现状及特点

近年来
,

河北省农业部门把培育蔬菜品牌作为提

升蔬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

大力实施蔬菜品牌战

略
,

加快了全省蔬菜品牌建设的步伐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省涉及蔬菜的注册商标有 拟 多个 截至

年 月底
,

全省通过认证的 个无公害农产品中
,

有 个是蔬菜 含食用菌 类产品 家企业的

个产品使用了
“

绿色食品
”

标志 个蔬菜品牌被河

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为河北省名牌产品
。

全省优

质品牌蔬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
,

特别是无公

害
、

绿色等品牌蔬菜产品已成为出口蔬菜的主体
,

占

到出口蔬菜总量的 以上
。

蔬菜品牌建设呈现以

下几个特点
。

注册商标数 增加 品牌分布不均衡

世纪 年代以前
,

全省的蔬菜品牌很少
,

进

人 年代以后
,

特别是九五以后
,

河北省蔬菜产业取

得了较快发展
,

为实施蔬菜品牌建设奠定了基础
。

进

人 世纪后
,

蔬菜由卖方市场转人买方市场
,

品牌就

是效益
、

品牌就是竞争力开始成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

的共识
,

各地注册蔬菜品牌的积极性逐步高涨
,

蔬菜

注册商标数量急剧增加
。

笔者对目前生产上应用较多

的 个以蔬菜加工
、

销售为主营业务的蔬菜品牌进

行汇总
,

发现有 个蔬菜品牌已经完成注册或正在

申请注册商标
,

其中仅 年全省就申请注册蔬菜

商标 个
,

是近年来注册商标最多的一年 图
。

品

牌的地区分布也并不均衡
,

在统计汇总的 个蔬菜

品牌中
,

以秦皇岛
、

唐山两市最多
,

均为 个
,

其次是

石家庄和邯郸
,

分别为 个和 个 图
,

唐山市
、

秦皇岛和石家庄三市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

人们的品

牌意识较强
,

品牌数量相对较多
。

品牌知名度有所提商 品牌效益开始显现

近年来
,

通过举办和参加各类农产品展示展销

会
、

申报名优农产品
、

加大宣传力度等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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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河北省不同地区蔬菜品牌分布圈



省蔬菜的品牌知名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

涌现出了
“

普春
” 、 “

青青
” 、“

翠仙
”

等一批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

度的蔬菜品牌
。

目前
,

全省有 个蔬菜品牌获得了河

北省名牌产品称号
,

分别是
“

孟都
”

牌蘑菇制品
, “

喜

奥
”

牌胡萝 卜汁
, “

佼佼
”

牌麻山药露
, “

绿赛
”

牌草墓及
“

集发
” 、 “

家家缘
” 、 “

春阳
” 、 “

绿龙
” 、 “

武绿
” 、 “

马芳

营
” 、“

永泉
”

牌蔬菜
。

随着蔬菜品牌知名度的提高
,

蔬

菜的市场销路不断拓宽
,

蔬菜价格有所提高
,

品牌效

益开始显现
。

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合作社的
“

普春
”

牌

蔬菜
,

从 《拓 年开始向北京京客隆集团供应蔬菜
,

因

其产品品质好
,

蔬菜供应量由最初的 个品种
、

日供

左右
,

增加到现在的 巧 个品种
,

日供逾
,

并

且其售价比当地一般蔬菜高出 一 。

蔬菜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随着河北省蔬菜播种面积的不断扩大
,

吸引了大

批资金进入蔬菜加工销售行业
,

年有 家蔬菜

企业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

比

巧年的 家增长了
。

蔬菜企业的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
。

如 唐山新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河北

省确定的八大蔬菜品牌企业之一
,

现注册资金 《

万元
,

年仅
一 月

,

公司就收购原料
,

共完成 时 种植基地的原料收购任务
,

实现销售

收人 万元
,

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
,

也有效带动了基地菜农的增收致富
。

蔬菜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

商标使用率较低

在河北省已注册的商标中
,

相当一部分商标注册

后就束之高阁
,

在销售中很少使用
,

成为有名无实的

哑巴商标
,

如 琢州市新优园艺有限公司于 年申

请注册的
“

小蛾鲜
”

品牌
,

加 年 月获得了商标注

册
,

但在生产销售中很少使用
,

成为闲置资产
。

品牌影响力不离

从河北省蔬菜在北京的销售情况来看
,

蔬菜总体

占有率较高
,

但品牌知名度较低
。

河北省蔬菜在北京

家乐福
、

京客隆等超市的占有率均在 左右
,

然而

由于多以散菜形式进行销售
,

没有品牌标识
,

不能形

成市场影响
。

另外
,

销往宾馆
、

饭店
、

食堂的蔬菜
,

虽然

有品牌标识
,

但基本不能直接与普通市民见面
,

也不

能提升品牌知名度
,

导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低
。

名优品牌数 少

在全省蔬菜品牌建设过程中
,

普遍存在注重蔬菜

品牌数量
,

而忽视品牌质量的现象
。

近几年
,

虽然蔬菜

品牌数量越来越多
,

但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知名度和

形成规模的品牌不多
。 一 年评选的河北省

名牌产品共有 项
,

其中只有 项是蔬菜产品
。

拓
、

年农业部评选的 个中国名牌农产品

中有 个是蔬菜品牌
,

但没有一个是河北的
,

这都与

河北省全国蔬菜生产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符
。

品牌主体实力弱

生产上应用较多的蔬菜品牌中
,

有相当一部分的

经营主体是农民合作社
、

协会等团体
,

普遍存在经济

实力薄弱
、

基础设施较差
、

产品规模偏小等问题
。

有的

产品虽然有特色
,

但由于规模小
,

优质产品形不成商

品优势
,

无法实现规模化
、

集约化发展
,

导致品牌蔬菜

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

产品附加值较低
。

品牌与基地联系不紧密

在品牌蔬菜的生产销售过程中
,

还存在着企业与

基地脱节现象
,

一些规模基地没有自己的品牌
,

一些

品牌经营企业没有 自己的基地
。

由于缺乏企业的引

导
,

蔬菜种植具有很强的盲目性
,

而部分生产企业由

于没有固定的蔬菜生产基地
,

其货源和产品质量安全

都很难保证
。

品牌商标抢注意识差

河北省有很多知名度较高的蔬菜品牌
,

由于商标

注册不及时
,

使原本有一定影响力的产品失去了竞争

优势
。

如徐水县白塔铺村从 年开始种植番茄
,

白

塔铺番茄在北京市场的售价比其他产地的番茄高一

倍
,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
。

年
,

徐水县徐

绿蔬菜生产有限公司计划注册
“

白塔
”

商标
,

不料已被

山东省昌乐县某单位注册
,

只得重新选择注册了
“

锄

禾
”

牌
,

使当地的番茄产业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

在笔

者统计的 个常用蔬菜品牌中
,

还有 个蔬菜品

牌没有注册
,

如高邑的
“

哨营
”

黄瓜
、

赵县的
“

赵青
”

冬

瓜等
。

加快蔬菜品牌建设的具体措施

加强蓦础设施建设
,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企业是蔬菜品牌建设的关键
,

做强蔬菜企业是培

育蔬菜品牌的重要前提
。

一是按照择优扶强的原则
,

重点在 个蔬菜强县
,

个蔬菜核心县扶持一批蔬

菜加工企业
,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

进一步开拓京津及

国内高端市场
,

积极打造国内优质品牌产品
。

二是以

省政府公布的 一 年度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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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龙头企业名单中的 家蔬菜 食用菌 类龙头企

业为重点
,

加强扶持力度
,

做大做强出口龙头企业
,

提

高全省蔬菜出口能力
,

扩大蔬菜出口备案基地规模
,

强化备案基地的标准化
、

规范化管理
,

拓宽销售渠道
,

开拓北美及欧盟市场
,

打响河北品牌
,

增加蔬菜产品

出口创汇
。

明确市场定位
,

主攻京津中商端市场

品牌的确立靠的是市场需求
,

靠的是广大消费者

的信赖和支持
。

品牌蔬菜由于其生产成本
、

营销成本

较高
,

产品销量相对较小
,

其市场定位最好是高收人

群体
。

近年来
,

随着京津市民收人水平的提高
,

京津地

区中高端市场已发展成为河北省品牌蔬菜的主销市

场
。

我们要充分利用京津加工销售蔬菜企业较多
、

实

力雄厚
、

需求量大的有利条件
,

发挥全省蔬菜种植面

积较大
、

环绕京津的优势
,

加强京津企业与河北省蔬

菜基地的对接和相互合作
,

通过实施超市与基地对

接
、

批发市场合作
、

品牌蔬菜进社区
、

基地与加工销售

企业合作等发展模式
,

使河北省优质的品牌产品占领

京津的宾馆
、

超市等中高端市场
,

扩大全省蔬菜品牌

在京津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建设品牌挂钩基地
,

抓好基地与龙头企业对接

产品是品牌的承载主体
,

基地是品牌的生存之

本
,

要想有好的品牌就必须要有好的产品做基础
,

而

好的产品是基地生产出来的
,

品牌发展与基地建设密

不可分
。

全省蔬菜生产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

生产

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
,

为实施蔬菜品牌发展奠定了基

础
。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

河北省的蔬菜生产企业很少

建立 自己的生产基地
,

有很多企业都是从外地购买回

产品后进行包装
,

打上 自己的品牌来卖
,

这无疑就给

品牌的质量安全埋下了隐患
。

企业要想把自己的品牌

做大做强做久
,

就必须要建设自己固定的原料生产基

地
,

规范基地生产过程
,

从选种
、

选地
、

灌溉
、

施肥
、

打

药
,

一点一滴都要进行统一管理
,

开展全程质量控制
,

做到质量有标准
、

生产有规程
、

销售有标识
,

为品牌蔬

菜提供可靠的品质保证和稳定的原料来源
,

打牢品牌

发展的质量基础
。

制定品牌产品标准
,

规范包装标识

产品标准是区分一个品牌与其他品牌的主要衡

量尺度
。

全省蔬菜品牌很多
,

几乎每个蔬菜大县都有

自己的品牌
,

有的还不止一个
,

但还没有几个品牌建

立与其相对应的产品外观等级标准和包装标识
,

都是

有品牌无特征
,

有品牌无等级
。

如果说蔬菜品牌是企

业的身份证
,

那么与品牌相对应的外观等级标准就是

身份证上的照片
,

各企业应加快制定与自己品牌相对

应的外观等级标准
,

在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观上进行

分等定级
,

使蔬菜商品等级化
、

标准化
。

同时统

一包装标识
,

标注产品的外观质量等级
,

采用文

字与图片相结合的形式
,

使消费者能够更直观的

区分不同蔬菜品牌及产品等级
,

使品牌形象深人

人心
。

以传统资源为依托 加快注册地理标志证 明

商标

名优蔬菜往往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

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不仅是产地识别标志
,

更是产品质优证明
,

具有

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

河北省拥有一大批种植

历史悠久
、

产品特色突出
、

品质优良
、

知名度较高的传

统特色蔬菜品种
,

如玉 田包尖白菜
、

昌黎马芳营早黄

瓜
、

隆尧大葱
、

永年大蒜
、

望都辣椒
、

鸡泽辣椒等
。

各地

要在广泛开展地理标志调查的基础上
,

摸清当地的传

统优势特色蔬菜生产情况
,

积极为地域性优势蔬菜创

立品牌
,

并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

使之形成地区蔬

菜品牌
,

从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促进特色产业

的发展壮大
。

开展名牌认定工作
,

提升品牌价值

开展农产品名牌认定工作是培育蔬菜品牌的重

要手段
,

是支持做大做强品牌蔬菜的重要措施
。

当前
,

要把开展无公害农产品
、

绿色食品
、

有机农产品认证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

通过
“

三品
”

认证来提升全省

蔬菜品牌的内在质量
。

同时
,

要认真筛选一批影响力

大
、

知名度较高的蔬菜品牌
,

积极开展名牌产品认定
,

推荐申报中国名牌农产品
、

河北省著名商标
、

河北省

名牌等
,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

美誉度和公信力
。

加强品牌宣传力度
,

提商品牌的知名度

蔬菜品牌建设涉及多个方面
,

生产是基础
、

加工

是关键
,

宣传是手段
。

企业有了良好的商标载体
,

有了

优良的内在质量
,

有了各级认证的品牌荣誉
,

而要想

让这一品牌产品进人千家万户
,

还必须要依靠宣传力

量
。

要把开展蔬菜品牌宣传活动作为推动全省蔬菜产

业增效益
、

上台阶的重要措施
,

加大广告宣传投人
,

充

分利用各种博览会
、

展销会等平台
,

积极组织有实力
、

有潜力的品牌参与展示
、

展销
,

通过电视
、

广播
、

报纸
、

杂志和网络等各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

运用多种渠道

来展示自身形象
,

不断确立在消费者心 目中的企业品

牌形象
,

扩大社会影响
,

提高品牌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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