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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产品表现出了很强的质量区域性，发展与培育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对中药产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从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内涵入手，阐述了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特征以及构建意义，分析了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存在

的３种类型，并提出构建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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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幅员辽阔，丰富的土质特征、多样的气候等
因素形成了中药产品质量的区域性。发展与培育中

药产业区域品牌可以使区域内的中药企业、种植中

药的农户取得协同效应，降低成本的同时，区域品牌

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更容易获得消费者对区域内中

药产品隐蔽质量的认可与信任，可以将中医药优秀

的文化资源与重要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资

源，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

响，不少具有中国独创优势的中药并未得到有效的

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未能完成区域资源优势向

市场竞争优势的转化，没有完全体现出中药的经济

价值。因此，探索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发展之路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１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
１１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内涵　从现有文献来看，
“区域品牌”这一概念尚未有被学界广泛认可的明

确定义。对于“区域品牌”这概念应该包含哪些内

容，大家有比较多的看法。国外学者更多地会从“原

产地品牌”“国家品牌”“城市品牌”“集群品牌”等几

个角度来研究“区域品牌”［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东部沿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产业集群快

速发展，出现了区域品牌化的经济现象［２］。这些现

象引起一些国内学者的关注，从而开展了对区域品

牌的研究。同样，国内学者对“区域品牌”的内涵都

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一般从产业集群、地方名特产

品、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等角度对“区域品牌”进行

定义［３］。综合文献可以认为中药产业区域品牌是指

某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内，具有丰富的中药资源，发

展形成了市场声誉与市场影响力，其主体不是单个

企业而是区域内的专业化机构集群。

１２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特征　中药产业区域品
牌的形成是某地区中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

果，在区域品牌的内涵中已经提到其主体是区域内

的专业机构集群。由此可见中药产业区域品牌有以

下几点特征：１）区域品牌的主体是集群：中药产业集
群成员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农户、合作社、行业协

会、政府主管部门、专业院校、中药科研机构等机构。

区域品牌的培育与构建需要区域内各主体通力合

作，整合各项资源，合力打造。２）具有地域性：中药
产业区域品牌是中药资源地域性的基础之上发展而

来，代表了该区域内中药产业集群的形象，也必然会

同中药产业集群一样具有地域性。３）具有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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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品牌代表着整个中药产业集群的形象。对于该

区域的中药相关机构来讲，区域品牌是公共产品，具

有非排他性。中药可以通过区域品牌而获得品牌带

来的外部效益，从而受益。当然，也可能会带来如

“搭便车”等问题［４］。

１３　构建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意义　中药产业区
域品牌代表了整个产业集群的形象，其载体是中药

产业集群。在这些集群的中药龙头企业，除了享受

区域品牌带来的效益外，其依靠自身的力量就能够

很好地生存下来。但是对于品牌薄弱的中小企业而

言，良好的区域品牌能够帮助其提升效益与规模［５］。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比这些中小机构品牌更具有影响

力和知名度，因此该区域内的中小中药企业享受到

区域品牌所带来的便利，共享区域品牌的公共效应，

取得更好的竞争地位，同时也能节约这些中药企业

的营销成本，从而带动中小机构快速发展。中药产

业区域品牌比单个中药企业品牌的影响力更大，所

产生的效应也更广泛和持久。单个中药企业的品牌

仅仅是该企业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印象，而区域品牌

是该区域内所有从事中药企业的外部化了的集群形

象。单个中药企业品牌的效应完全取决于该企业的

自身经营，可能会因为瞬息变化的市场而优胜劣汰。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以集群内中药企业的品牌为基础

但又超越了单个中药企业品牌，形成“１＋１＞２”的局
面，集群内的中药企业通过集群内部的优胜劣汰机

制进行重新组合，使得集群更趋于稳定，因此中药产

业区域品牌的生命周期会更长，从而能够更好地促

进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药产业区域品牌会有助

于提高中药行业的整体标准和市场准入门槛，对中

药企业中存在的粗制滥造的现象起到遏制作用，也

使得整个行业的风气得以净化。如果各企业“单打

独斗”，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可能会造成重复建设、

恶性竞争等问题。最终浪费资源，而不能取得良好

局面。只有各中药企业抱成团体，相互协作，有所分

工，相互补充，才能共同受益，实现共赢。同时也有

利于推进中药产业升级，又好又快发展。

２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类型
区域品牌的存在方式主要有市场认可、行业认

可、法律认可这３种类型［６］。市场认可的中药产业

区域品牌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市场对某区域出产

的中药产品形成的高度认可，从而形成的区域知名

效应。行业认可的中药产业区域品牌是国家级政府

部门或行业协会对区域内中药产品的品牌认可。法

律认可的中药产业区域品牌是注册区域品牌商标，

形成该区域内中药企业共同享有的区域品牌。

２１　市场认可的区域品牌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
淮北则为枳。同样，不同地方出产的中药材，其质量

和疗效也存在着差别。道地药材是人们传统公认且

来源于特定产地的名优正品药材［７］。常常以“产地

名＋药材名”的形式来命名，如四大怀药（怀山药、
怀牛膝、怀地黄、怀菊花）、浙贝母、东阿阿胶等。这

是医药专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临床效果的检验

和优选，形成的具有特定产区、疗效好、质量佳的优

质药材。虽然从法律的严格角度来看，道地药材无

商标、无品牌运作实体，不属于品牌范畴。但是，道

地药材在中药市场上具有明显的品牌效应，一些重

视品牌发展的地区已经向行业认可的区域品牌和法

律认可的区域品牌演化。

２２　行业认可的区域品牌　地理标志是我国区域
品牌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８］。目前，我国国家工商

总局依据法律管理地理标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简称质检总局）和农业部依据部门规章和

管理办法对地理标志进行管理认证［９］。１９９９年，国
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

２００１年，国家检验检疫局制定了《原产地标记管理
规定实施办法》。２００１年，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和国家检验检疫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５年，质检总局发布《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规定》并废止了《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

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２年，质检总局批准的与中药有关
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如表１所示。此外，质检总局
还会核准产地范围、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

相关企业以及质量技术要求。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农业部对农产品实施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对于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程序和条件，准予登记，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已经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的中药有都峤山铁皮石斛、宕昌黄芪、六盘

山黄芪、果洛大黄、六盘山黄芪、涉县柴胡、亳菊、临

川金银花、罗田天麻、岷县当归、陇西白条党参、陇西

黄芪等品种。

２３　法律认可的区域品牌　２００１年我国第２次修
改《商标法》，明确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的保护

范围。２００２年国务院颁布的《商标法实施条例》规
定以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方式来保护地理标志。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国已注册和初步审定地
理标志集体商标、证明商标２６９７件，其中，与中药
材相关的地理标志商标１５４件。２０１６年注册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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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理标志商标１３件。在已经注册的地理标志商
标中存在同一品种中药，不同地区同时申请地理标

志商标的情况，如表２、表３所示。同一类中药地理
标志商标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仍需要

我们继续探究。

表１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的与中药相关的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省份 地理标志产品名称

辽宁 清原马鹿茸、抚顺辽五味子、抚顺林下参、连山关刺五

加、桓仁山参、清原龙胆、西丰鹿茸、西丰鹿鞭、岫岩辽五

味子

吉林 长白山红景天、长白山淫羊藿、大川平贝母、长白山五味子

黑龙江 铁力平贝母、铁力北五味子、红星平贝母

江苏 滨海白首乌、邳州银杏

浙江 天目山铁皮石斛、龙泉灵芝、龙泉灵芝孢子粉

安徽 霍山石斛

福建 柘荣太子参、三元草珊瑚

江西 商洲枳壳、金溪黄栀子、樟树吴茱萸

山东 平邑金银花

河南 唐半夏、唐栀子、灵宝杜仲、济源冬凌草、桐桔梗、禹南星

湖北 襄麦冬、板桥党参、咸丰白术、九资河茯苓、巴东独活、蕲

艾、巴东玄参、罗田金银花、罗田苍术（罗苍）、英山桔梗

（英桔）

广东 新会陈皮、化橘红、罗定肉桂

广西 忻城金银花、广西肉桂

四川 江油附子、涪城麦冬、川芎、旺苍杜仲、雅连、中江丹参、

川白芷、都江堰厚朴、金口河乌天麻、金川秦艽、刀党、金

堂明参、松贝（松潘产区）、青川天麻、巴州川明参、九寨

猪苓、南江杜仲、南江厚朴、苍溪川明参、米易何首乌、金

口河川牛膝

贵州 赤水金钗石斛、大方天麻、大方圆珠半夏、德江天麻、顶

坛花椒、连环砂仁、威宁党参

云南 红河灯盏花

陕西 汉中附子、子洲黄芪、略阳杜仲、略阳猪苓、略阳天麻

甘肃 西和半夏、文县纹党、民勤甘草、靖远枸杞

青海 青海冬虫夏草

表２　金银花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省地 商标名称 注册人 注册号

贵州 安龙金银花 安龙县金银花协会 ７５２４３０８
贵州 绥阳金银花 绥阳县特色农业发展协会 ８７５８２７６
河北 巨鹿金银花 巨鹿县林业局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７９５６３２２
湖北 柏树湾金银花随县金银花协会 １１６３１１４５
湖南 隆回金银花 隆回县农业产业化协会 ６５７６０１９
山东 平邑金银花 平邑县金银花标准化种植协会 ７１２８６９２
山东 博山金银花 博山区金银花产业协会 ８２４９５７４
山东 小康金银花 章丘市相公庄镇小康村金银花协会 １３０９８９７８
山东 城前金银花 邹城市城前镇茶叶协会 １１８３１３８２
四川 南江金银花 南江县特产协会 ７４８２０５１
重庆 秀山金银花 秀山县金银花专业经济协会 ７４８２０５１

３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构建基本思路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模式大致可以分成２种，

一种是依赖自然资源，另一种是在自然资源的基础

上形成的产业集群，如图１所示。依赖资源模式是
依靠道地药材或炮制技术发展起来，主要以出产中

药材、中药饮片为主，如中宁枸杞、长白山人参等。

这种区域品牌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历史文

化等密切相关。产业集群模式是在区域自然资源的

基础上，相关企业自发或政府主导推动形成的围绕

某一中药材的产业集聚，如中宁在生产枸杞子饮片

的基础上，开发了许多与枸杞相关的衍生产品。２
种模式比较而言，产业集群模式产品类型更丰富，对

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更高，获得的利润收益更

多。但这２种模式是相关的，具有联系的，也就是说
资源依赖模式会发展演化为产业集群模式，产业集

群往往又需要以地域资源为基础。中药产业区域品

牌的形成、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形成与打造不

是某一家中药企业的事情，而是需要区域政府、行业

协会、企业等主体的共同努力。

表３　人参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省地 商标名称 注册人 注册号

吉林 长白山人参 吉林省参业协会 ７３３１８５７
吉林 抚松人参 抚松县人参协会 ７６９４３６９
吉林 抚松林下山参 抚松县人参协会 ９６８５１０１
吉林 安图人参 安图县人参行业协会 １６８２００２０
辽宁 桓仁山参 桓仁满族自治县农副产品行业市

场协会

１００８５９３１

辽宁 石柱参 宽甸满族自治县柱参协会 １１０４７７６９

图１　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培育思路

３１　政府积极推动区域品牌建设　政府部门作为
中药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药产业区

域品牌培育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从事

中药企业、合作社、农户提供政策性指导与服务。政

府部门应当加强对各中药企业的监督，督促其不断

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及服务水平，加强对中药企业品

牌培育导向工作。政府部门具有很强的公信力，由

政府部门宣传中药产业区域品牌，更易获得公众的

认可和信赖［１０］。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又具有公共物

品的特征，政府的领导与支持是必不可少的。１）政
府制定恰当的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发展战略。发达国

家在实施农产品区域品牌化战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可以为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化提供有益的借

鉴［１１］。同时，政府需要为区域品牌建设与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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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政策支持，将各种可调动起来的资源和力量

整合起来，形成促进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发展的合力。

２）充分挖掘本区域的中医药历史文化。通过对本区
域中医药历史文化的挖掘，一方面可以利用文化营

销突显区域品牌的差异性、提升区域品牌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可以对当地中药产业优势有一个更加清

晰的认识，以名牌中药产品带动中药产业结构调整，

以名牌中药企业群体带动区域品牌建设。３）加强中
药产业区域品牌管理。区域品牌作为一个公共物

品，很容易带来“柠檬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等问

题［１２］。政府需要对区域内的中药企业严格监管，不

允许不合格的企业进入该行业，杜绝区域品牌滥用，

还需要避免盲目扩张、重复建设、产品同质化等问

题。同时，需要教育相关中药企业，使其充分认识到

区域品牌的宝贵性与重要性，增强中药企业维护区

域品牌的责任心。

３２　行业协会为区域品牌出谋划策　行业协会介
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１３］。

行业协会既有市场特色，同时又具备行政特色，兼备

了两者的特点。一般而言，中药产业区域品牌的初

步形成往往源于市场认可，随着中药产业集群的发

展与完善，区域品牌定位、宣传、推广的重要性就突

显出来。行业协会可以积极配合政府，承担中药产

业区域品牌的维权、自律、管理等任务，出台中药种

植规范标准，建立区域内中药企业产品目录，规范区

域品牌使用，组织中药企业参与各类展览会、推介会

等活动。同时，行业协会能够在一定的高度上把握

中药产业发展的趋势与现状，行业协会可以向各中

药企业提供咨询，或者有目的地组织交流活动，推动

中药产业集群内部的沟通，促使各中药企业间的经

验、信息共享。

３３　区域内龙头企业发挥带头作用　中药企业、合
作社、农户提供中药相关产品，是建立中药产业区域

品牌最为直接的主体，同时也是中药产业区域品牌

最大的受益者。没有这些企业，中药产业就无从谈

起，更不用说培育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区域内中药

企业更需要深化合作，建立战略同盟，从而构建出合

理的中药产业结构。以此来推动中药产业集群向着

规模化、协作化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升中药产业集

群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吸引力。中药企业要积极与

政府、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加强合作，共同来推动中

药产业区域品牌建设。中药企业品牌与中药产业区

域品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品牌企

业或企业品牌可以带动区域品牌的形成［１４］。在中

药产业区域品牌还未形成时，扶持和壮大已有的中

药企业品牌是培育区域品牌的一个关键环节。具有

实力并拥有影响力的中药企业发积极发挥带头示范

作用，要把资源向这些企业汇聚，提高其竞争力，鼓

励其制定行业标准，实现以这些企业的品牌带动区

域品牌建设。同时，中药企业要分工协作，形成联合

体，以大企业品牌为依托，不断增强区域品牌的知名

度和竞争力。

４　总结
区域品牌的塑造可以使区域内的中药产业产生

区域品牌效应，带来品牌附加值，对中药产业的发展

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阐述了中药产业区域

品牌存在的类型，重点探讨了中药产业区域品牌发

展思路，陈述了政府、行业协会、中药企业在培育中

药产业区域品牌过程中的作用。当然，区域品牌的

成功培育不仅仅是政府、行业协会、中药企业三者的

合力，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忽略［１５］。这需要在今后的

研究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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