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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优质农产品品牌势能

本刊评论员 | 尤隆平

今年，“鲜橙褚—花斑果”在

电商平台上备受欢迎，售价甚至比备

受瞩目的赣南脐橙还要高，销量也超

过了正宗的褚橙。

这款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花斑果竟

然成了爆款，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商

品名中的“鲜橙褚”三个字。花斑

果的卖家通过打“鲜橙褚”，将自

己的产品与广为人知的褚橙联系在 

一起。

不仅如此，电商平台的算法也功

不可没—当用户搜索“褚橙”时，

系统会自动推荐“鲜橙褚—花斑

果”，并将其排在首位，使其曝光度

超过了褚橙。

虽然“鲜橙褚—花斑果”的口

感不错，但它却只能以别人的名义行

销，甚至可能涉嫌模仿褚橙，这给市

场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传统

的农产品销售中，品牌化和供应链管

理相对薄弱，如何提供消费者市场需

要的品质良好、价格适中的产品，

实现高效产销对接，以及如何推进

优质农产品生产，打造优质的农产

品品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及推动

产业提质增效都是一项任重道远的 

工作。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拥有丰富的

优质农产品资源，诸如平谷大桃、周

村烧饼、肥西老母鸡、高邮咸鸭蛋

等，这些名字家喻户晓，但消费者在

购买时常常犯选择困难症。以赣南脐

橙（图 1）为例，授权使用地理标志

商标的商家通常还会推出自有品牌，

如京鲜生、玖原农珍、土八鲜等。

将农产品打造成知名品牌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首先，农产品必须从天

时不定、品质不稳定的状态转变为高

品质、稳定的大规模商品，这需要大

量的时间、资本、技术和广告投入。

即便产品质量再好，也必须具备营销

技能和销售渠道，才能吸引有眼光的

消费者，并获取合适的价格。一个值

得注意的细节是，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褚橙的成品率仍然只有约 54%，

也就是说，约一半的果子最终会被 

淘汰。

这对于大多数主要从事粗放种植

和养殖的农户以及小微企业来说，培

育品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

也解释了即使居民收入提高、种植和

养殖技术进步，农产品依然缺乏“顶

流”品牌的现象。

褚橙是互联网背景下打造的第一

个农产品标志性品牌。当前，移动

互联网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电商

从传统电商、社交电商发展到直播

电商，是否能够培养出下一个“褚 

橙”呢？

机会依然存在。当前市场上不乏

资本，也不缺有影响力的营销渠道。

一些顶尖主播凭借个人力量，将初创

品牌打造成了知名品牌，产品售价甚

至直逼国际大牌。然而，真正的顶流

产品不是由顶流主播“带”出来的，

而是源自土地、制造业的。直播带货

已经从实体经济的营销经费中分得了

相当大的一块份额，它是否有能力、

有责任帮助实体经济完成最需要的转

型升级和品牌塑造呢？目前，以助农

为口号的主播屡见不鲜，但要将直播

间里的“爆款”转化为农产品品牌的

顶流，需要直播带货企业深入产品的

源头产地，从种植、生产、销售到售

后等各个环节对农户提供帮助。将生

产经营者的务实精神与顶尖主播的

巨大影响力结合起来，或许可以让

农产品更有希望走向“顶流”品牌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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