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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管理经验汇编》

内容概要

《地理标志管理经验汇编(1)》的内容是选择收录了近两年来在《中国特产报——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商
标专刊》上登载的部分政府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协会撰写的经验材料，旨在
共同分享、相互借鉴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并从中得到启发，以推动地理标志产业发展，造福广大农
民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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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管理经验汇编》

书籍目录

结合资源产业特色加快地理标志培育 运用地理标志商标发展双阳鹿业特色经济 打造“抚松人参”品
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发挥四大优势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铁岭榛子”迎来发展机遇期 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和管理情况 “径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兴农富民的金字招牌 实施五项战略创建三大名牌 
小杨梅拉动了大产业 政府工商企业联动持续推进地理标志工作 培育地理标志商标发展县域特色经济 
运用地理标志商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做大做强地方特色品牌 用好一个商标
振兴一个产业 富裕一方百姓 运用地理标志 打造优势品牌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 关于赴章丘、高青
、胶州学习品牌运作及市场开发工作的考察报告 运用地理标志商标发展苍山大蒜产业 促进“胶州大
白菜”产业发展 “平阴玫瑰”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 威海：“小杂果”拓宽广大农民致富路 发挥品牌
效应 推动产业升级 立足特色重品牌服务“三农”促发展 肇庆运用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商标成效显著 百
色实施商标战略助推经济健康发展 让“紫云猕猴桃”富裕一方百姓 实施品牌战略弘扬“川菜之魂” 
打好地理标志牌拓宽农村发展路 大力发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宣威火腿
”地理标志商标运用成效显著 西藏自治区地理标志工作再前进 地理标志商标促推“紫阳富硒茶”产
业发展 青海省推进地理标志工作的汇报 立足职能优势培育“循化线辣椒”品牌 培育综合优势发展“
乐都紫皮大蒜” 川鲁地理标志工作考察的主要收获与思考 一枚小商标激活大经济 运用商标做强品牌
力促“中宁枸杞”持续健康发展 大力实施商标战略努力做好地理标志的注册、运用和保护工作 立足
地理标志保护努力提升“库尔勒香梨”市场竞争力

Page 3



《地理标志管理经验汇编》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六，为地理标志产品服务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一是缺少为名特优地理标
志产品提供咨询、策划、代理的服务机构，尤其是能够为地理标志产品拟定技术标准、生产工艺和操
作流程的人才和机构；二是缺乏为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服务的专业代理机构或中介组织，使产
品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三是地理标志产品行业管理组织和行业技术协会机构
不健全，导致农村很多低水平的集群产业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松散，信息交流少，生产结构趋同
。 （二）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 第一，制定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在充分
考虑各地自然条件、人文因素以及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模。一是对那些发展前
景较好、有一定规模、产业化发展初具雏形的地理标志产品，重点发展，构筑实施地理标志的特色主
导产业；二是对那些有优势、有特色、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地理标志产品，要多方支持，逐步壮大规模
，尽快促进产业升级；三是对目前发展规模较小、不易扩张的地理标志产品，要加强保护，确保产品
现有的品质特色和规模。 第二，为提升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一是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对
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产业加大知识、技术等投入，促使农业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发展；二是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支持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的持续竞争
力；三是要大力提高地理标志农产品品质，积极推进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逐
步实现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等环节的标准化和优质化；四是增强地理标志品牌的个性特
征和文化内涵，做好品牌延伸工作， 提高地域产品的整体形象，发挥地理标志品牌的综合经济效益。
第三，应重点培育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产
业集群的实力和竞争力。一是应加大对实施地理标志的农业企业的扶持，强化管理，促使其不断扩大
规模，提升产品档次；二是鼓励现有龙头企业打破所有制、行业、地区界限，通过资产重组、资源整
合等措施，使其向龙头企业集中，增加市场竞争力；三是引导龙头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加大科
技创新与产品开发力度，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发挥和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
合、依附龙头企业的市场和经营的完善体系，共同构建产业集群效应；四是实施“地理标志+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模式，将自然资源（地理标志）、企业资源（市场）和农户资源优化组合起
来，引导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产销和服务关系，实现零散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第四
，建立健全地理标志产品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建立中介服务平台。加大对社会化中介服务机构的扶
持力度，培育中介服务体系，尤其是发挥基层农技中心和其他服务机构的作用，为地理标志产品及生
产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人员培训和信息服务。二是建立人才培训l平台。科技、农业等部门要通过培训
班、研讨会或专题论坛等多种形式，培养一批地理标志的工作骨干。三是建立宣传信息平台。充分利
用各种博览会、展销会及网络平台，为普及推广地理标志产品、推介地理标志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开
展地理标志产品生产技术咨询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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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标志管理经验汇编(1)》讲述了近年来，地理标志在提高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推动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引起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群众的重视与关注。
但地理标志涉及法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和部门，如何运用和保护好地理标志是社会各界
当前普遍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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