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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2017 年国家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项目计划编号为：20173883-T-469，项目名称

为《企业品牌培育指南》，由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负责

牵头组织起草，由全国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32）负责提出并归口。 

2.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品牌发展比较滞缓，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企业品牌培育能力

不足，品牌培育实践活动因缺乏指导存在诸多问题，例如：

缺乏战略层面的谋划和部署，品牌培育方向、目标和路径不

清晰；品牌培育参与度低，大部分部门的品牌培育职责缺失

或不清晰；缺乏系统性，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品牌培育活动的

重要作用；缺乏持续性和一致性，品牌培育重要活动因制度

缺失过于依赖经验等，从而致使企业品牌培育绩效提升缓慢，

特定顾客群体对其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度、美誉度和忠诚度不

高。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有指导企业开展品牌培育活动

的国家标准。因此，通过制定企业品牌培育指南标准，将为

企业科学、系统地开展品牌培育活动提供指导。通过对该标

准的制定，可以引导更多企业通过建立系统化的品牌培育工



作机制，有效和高效率的培育自主品牌，创造品牌溢价，提

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品牌价值，对推动我国自主品牌建设具

有积极作用。 

3.主要编制过程 

该标准的编制过程与《品牌培育 基础》标准保持了同

步。 

2017年 1月至 4月, 研究品牌管理方面的技术和标准现

状，提出草案稿并提交起草工作组成员讨论。 

2017 年 4 月 20 日，起草工作组参加北京会议，会上明

确了《企业品牌培育指南》国家标准的总体定位、框架、主

要内容和编写要点等内容。 

2017 年 4月至 7月，编制标准草稿。 

2017 年 8 月 15 日，起草工作组参加了北京研讨会，重

点对本标准草稿与《品牌培育 基础》标准草稿进行协调讨

论，争取在技术内容、格式上保持一致。会后起草工作组对

标准草稿进行了修改。 

2017 年 9 月 20 日，起草工作组参加了青岛研讨会，对

北京会议纪要进行了详细解读，对各位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回

顾，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明确了进一步修改思路。 

2017 年 9 月至 11 月，按照青岛研讨会意见，对标准进

行了统一具体修改。 

2017 年 11 月 30日，起草工作组参加了北京研讨会，标



委会秘书处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对标准进行了专家审查。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月，编制单位按专家意见对标

准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2018 年 3月 30日，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 

本标准由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品牌建设促进

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亚振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青岛酷特智能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计量大学、深

圳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周宏宁、孟鹏、卢丽丽、吕安然、康健、吴

芳、田武、江国梁、姚纯、宋银凤、马玉铭、赵文元、乐为、

杨志花、李强。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工作组根据该标准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标准制定的基本

原则： 

（1）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合理性及相关标准的配套性； 

（2）保持标准的继承性与实用性； 

（3）贯彻及引用最新版本的有关基础标准； 

（4）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制定本标准。 



2.主要内容 

本标准包括七章。 

第一章为范围说明，本标准适用的活动。 

第二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引用文件为 GB/T 29185

《品牌价值 术语》、GB/T 29187《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

要求》、GB/T 29188《品牌评价 多周期超额收益法》、GB/T 

XXXXX《品牌培育 基础》。 

第三章为术语和定义说明，GB/T 29185界定的术语适用

于本标准。 

第四章为品牌培育过程。品牌培育过程是企业管理的有

机组成部分，包括品牌定位与设计、品牌价值创造、品牌价

值传递与维护三个部分的活动。其中，品牌定位与设计包括

品牌定位、品牌核心价值提炼、品牌设计等活动；品牌价值

创造包括技术创新、质量、服务、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五

个维度的活动；品牌价值传递与维护包括但不限于品牌传播、

品牌保护、品牌更新和品牌延伸等活动。 

第五章为品牌培育的组织实施。企业品牌培育管理机制

的要素主要包括：品牌战略；适当的制度和程序，使品牌管

理嵌入到企业的所有活动和过程中；品牌培育相关的组织结

构和职责分配；品牌培育资源配置。 

第六章为品牌培育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活动除对关键绩

效指标的测量外，还应至少包括过程成熟度评价和品牌货币



价值评价。 

第七章为改进和创新。 

三、标准中有无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涉及到专利。 

四、预期的社会效益 

《企业品牌培育指南》标准是一项应用类标准，该标准

为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开展品牌培育活动提供指南，能够指

导企业品牌的所有者或管理者，提升品牌培育的科学性和效

率，从而有助于实现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