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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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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公用品牌是农业品牌的重要类型，以政府行政区域为特定范围，以区域内的文化、民俗、

传承、地理等特色内涵形象为核心，以当地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且背书，并配套发展战略或规划，

授权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优秀经营主体对外营销、传播等使用该公用品牌，从而促进当地农业与农业

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提高品牌溢价，实现富民增收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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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区域农业公用品牌评价的评价模型、评价指标、评价过程等内容的相关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185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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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54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品牌评价 brand evaluation 

对品牌在某一时点的货币化价值的测算。 

[来源：GB/T 39654-2020，3.9] 

3.2  

品牌强度 brand strength 

利益相关方所感知的品牌相对竞争力，可通过某一时间节点对相关维度和指标的非货币测量获得。 

[来源：GB/T 39654-2020，3.2] 

3.3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 regional agricultural brand 

特定行政区域内的内涵特征形象突出的农业公用品牌，授权本行政区域内农业领域的优势产业、特

色产业的优秀经营主体使用。 

4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评价模型（待定） 

5  品牌强度评价指标 

5.1  概述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强度影响因素包括有形、质量、创新、服务和无形要素五个方面，品牌强度评价

指标示例见附录A。 

品牌评价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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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形要素 

有形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发展战略； 

——优势产业； 

——授权企业； 

——产业集聚； 

——协同发展； 

——品牌管理运营机构； 

——区域服务政策； 

——节会活动。 

5.3  质量要素 

质量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质量体系； 

——质量管控； 

——质量水平。 

5.4  创新要素 

创新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管理创新； 

——创新研发； 

——创新转化； 

——市场协同。 

5.5  服务要素 

服务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服务体系； 

——服务能力； 

——授权服务； 

——消费者服务。 

5.6  无形要素 

无形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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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培育； 

——品牌推广； 

——品牌规划； 

——品牌文化； 

——商标专利； 

——社会责任； 

——辐射影响； 

——品牌传播。 

6  评价过程 

6.1  明确评价目的 

根据评价意向用途、结果使用方、被评价区域农业公用品牌特性因素确定评价目的。不同的评价目

的，会影响评价程序和结果报告形式。 

6.2  选择评价指标 

本文件所评价的品牌价值的基本要素为区域农业公用品牌的有形、质量、创新、服务和无形五类，

由于品牌主体的类型及行业的不同，在对品牌要素进行评价时，选择的评价指标将有所不同，每类要素

由具体的评价指标来衡量，从而构成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 

6.3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考虑被评价品牌所属主体及所在行业的特性，根据评价指标对品牌价值影响的重要性，赋予相应的

权重。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宜采用专家分析法、基于统计数据的客观赋值法、优序法等方法中的一种或

几种方法的组合，结合评价目的确定具体的权重。 

6.4  描述参评区域农业公用品牌 

实施评价前要识别、界定和描述接受评价的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包括其区域边界、区域农业公用品

牌受益产业及其包含企业的范围。 

6.5  确定模型参数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当前市场经济情况，确定： 

——评价年和评价周期； 

——超额收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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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周期内的永续增长率、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 

——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6.6  获取评价数据 

遵循真实、准确、客观的原则，采集区域及企业财务与其他信息，作为区域或第三方评价的输入数

据。 

评价数据获取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评价主体公开发布或提供的信息和数据； 

——国际、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 

——可采信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文献等相关资料； 

——社会媒体等公开发布的相关信息。 

6.7  实施评价过程 

评价过程包括： 

——汇总各个要素评价指标并进行打分，计算品牌强度； 

——将相关数据输入评价模型中，计算品牌价值。 

6.8 出具评价结果报告 

根据评价目的选择相应形式报告评价结果，评价报告应明确陈述下列内容： 

a）评价人员的相关信息，如能力、立场和身份； 

b）评价目的； 

c）评价对象； 

d）报告使用者； 

e）评价依据； 

f）评价的具体要素和评价指标； 

g）评价所采用的方法； 

h）评价基准日和评价报告日； 

i）评价数据和信息的来源； 

j）评价结果； 

k）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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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强度评价指标示例 

 

表 A.1给出了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强度评价指标示例 

 

表 A.1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强度评价指标示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有形要素 

发展战略 区域农业优势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扶持政策 

优势产业 区域农业优势产业规模、特色、潜力、行业占有率  

授权企业 授权企业数量、规模、产值、利税、就业 

产业集聚 同类产业集聚规模、效应、行业占有率 

协同发展 产业协同发展关联性、促进行、共赢性 

品牌管理运营机构 品牌管理或运营机构建设、水平、能力、专业人才 

区域服务政策 区域负责政策、财政扶持、税收扶持、绿色通道 

节会活动 节会活动及水平、影响力、效应 

质量要素 

质量体系 优势产业质量体系标准，授权企业质量体系 

质量管控 
质量检测检查标准、抽检水平、质量管理水平、质量

问题处理体系 

质量水平 优势产业质量水平、授权企业质量水平 

创新要素 

管理创新 品牌管理、授权管理、数据体系   

创新研发 研发投入、研发战略、研发人才 

创新转化 研发应用、转化体系、转化效果 

市场协同 区域农业产业协同性、市场协同发展、联合使用效能 

服务要素 

服务体系 市场服务体系、授权企业服务企业、服务区域体系 

服务能力 服务能力 

授权服务 授权企业的服务 

消费者服务 服务消费者权益、体验、售后处理 

无形要素 

品牌培育 品牌培育规划、培育投入、培育执行、效应 

品牌推广 品牌推广投入、推广策略、推广效应 

品牌规划 品牌规划编制 

品牌文化 区域文化内涵、品牌内涵、地理形象特性 

商标专利 注册商标、专利、知识产权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公益扶持 

辐射影响 区域辐射带动、促进 

品牌传播 
媒体宣传、发展理论、专业期刊发表、报告采用或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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