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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 28 个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中，像“余姚榨菜”这样能带动一
方经济发展、形成高收益的商标，恰
好能成为那些“睡美人”效仿的对
象。如今的“余姚榨菜”不仅仅是一
个产业、一个农业品牌，更是余姚的
一张名片。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加工
以及品牌化营销是其成功的砝码。

针对过去榨菜加工企业和作坊
“多、小、散”的实际，近年来，
余姚市改良传统腌制生产方法，在
全国榨菜行业中率先引入推广巴氏
杀菌技术，有效解决榨菜防腐保存
与质量安全等难题，基本实现防腐
剂零添加，同时鲜头腌制也全部采
用了食品级薄膜。

过去那种“千家万户种榨菜、腌

榨菜，提着小篮卖榨菜”的场景在余
姚早已不复存在。对榨菜生产基地
实施“公司＋基地”的监管模式，已
在余姚实现全覆盖。余姚市榨菜加
工企业还先后与科研院所开展技术
合作，开发研制出 400余种新产品。
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保证产品质量，
余姚对品牌进行严格管理和规范，
哪家企业在质量把关、标准化生产、
收购价制定等方面违反协会规定，
就不允许使用“余姚榨菜”商标。

“那些‘沉睡’中的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完全可以借鉴我市其他优
秀商标的发展道路。”市市场监管局
商标处相关负责人说，当前，商标权
利人应积极打造以电商、店商、微商
等营销平台，进行线上线下多方位
整合营销策略。同时，打造实体化农
旅融合项目，力推体验式营销。有条
件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还可以
注册国际商标，将产品推向国际市
场。

同时，应加大重点龙头企业的
扶持力度，大力推广“公司＋基
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推
广龙头带基地、公司连农户、产加
销一体化等多种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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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我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
报资源日益枯竭的现象，相关部门
将深入各乡镇进行调研，全面了解
我市农产品和水产品的特色、生产
销售规模及目前发展的现状，确定
合理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培育、注
册梯次结构，并逐步提质增量，提
高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规划的前
瞻性和指导性。

挖掘与创新
唤醒“沉睡”的商标

余姚瀑布仙茗、余姚榨菜、
慈溪杨梅、慈溪蜜梨、奉化水蜜
桃、奉化千层饼、宁海梅林鸡、
望海茶、象山柑橘、象山大白
鹅、鄞州蔺草、鄞州雪菜……这
些宁波人耳熟能详的特色农产
品，都拥有一张金灿灿的名片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一种知
识产权，具有唯一性、独有性，
一经权威部门认定，就会产生巨
大的品牌效应。2002 年，当“余姚
瀑布仙茗”（茶叶）商标成为宁波第
一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品牌形
象得到快速提升，销售范围从本地
扩展到全国及部分国际市场，每公
斤茶叶的售价也从之前的百来元
一下子飙升到一两千元。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 标 来 之 不
易。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必

须收集、整理地理标志所标示的
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等特征，
甚至要提供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
的地域环境和人文因素说明。光
是地理标志的材料收集，就需要
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可惜，一
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辛辛苦苦申
请下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而
处于“沉睡”状态，品牌影响力
无法得到拓展，实在令人感到心
痛。

商标的价值在于使用。要让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发挥应有的作
用，需要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密
切协作，引导农产品生产企业提
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特色、丰
富产品文化、拓展产品市场，莫
让费尽周折申请下来的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就这么“沉睡”下去。

（王芳）

商标的价值在于使用

数量居全省第一，却有三分之一处于“沉睡”状态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名片效应”有待释放

本报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黄迪 张松高

不久前，“奉化千层饼”正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截至目前，我市已拥有28类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总数继续位列浙江省首位。

去年，“余姚瀑布仙茗”价格是注册前的 2.16 倍；“余姚榨菜”产值已达 14.5 亿元，占余姚市农业产值的
22.3%……这充分说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能带来巨大的品牌效应和极高的经济附加值。

但成功却不是普遍现象，还有一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例如“余姚年糕”“宁海梅林鸡”“鄞州雪菜”等，注册成
功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品牌效应，而是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蒋阿姨在奉化溪口武岭门旁摆
了个千层饼摊子，她家的千层饼最
近换了个新包装，上面打着“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的标识。“这两个月来，
千层饼的销量噌噌往上蹿。之前一
般在节假日的时候生意比较好，现
在即使是工作日，也经常会有人专
门开车来买。”蒋阿姨开心地说。

自今年 2月“奉化千层饼”正式
成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当地千
层饼的售价提高了25%，从业人员人
均年收入估计能实现20%的增长。

2007 年就已成为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余姚榨菜”，早就借此占
领大片市场。当年，“余姚榨菜”的销
售量就提高了近20%，两年后，以超
过 54 亿元的“身价”跻身全国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榜单第五

名。在 2017年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百强榜单中，“余姚榨菜”
品牌价值超过71亿元。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发展，还
带动了我市种植养殖户收入的提高
和就业人数的增加。据悉，自“象山

梭子蟹”在 2009年成为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以来，梭子蟹养殖户年收入
平均增长 30%；“奉化水蜜桃”在 9
年时间里直接解决就业近2万人。

与这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热
度相比，另外一些商标却在注册之
后慢慢进入了“沉睡”状态，且已达
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余姚年糕”为
例，自 2010年注册成为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以来，该产品的单价仅从2.5
元提高到 3 元，去年从业人员人均
年收入仅比2010年增长了5.1%。

有的红火有的沉寂
商标境遇“冰火两重天”

记者搜罗了市区部分超市的米
面制品货架，没有找到包装袋上打
着“余姚年糕”这一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产品，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余
姚年糕”，也很难找到标有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的产品。“目前余姚年糕依
然采用小作坊形式生产，还没有在
包装上打上‘余姚年糕’这一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余姚年糕”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权利人、余姚市河姆渡元
国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余元
国说。

“近半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沉睡’，与权利人的品牌管理存在
漏洞、品牌维护不够有很大关联。”

天一商标事务所朱秀平告诉记者，
由于相关协会缺乏专业的管理人员
来负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宣传、
使用和推广，管理规则无法落到实
处，致使部分商标被“束之高阁”，品
牌影响力也就无法得到拓展。

一位制作手工年糕的企业主告
诉记者，他们更重视自己创立的品
牌，也没有意识到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能带来效益。
“不少农户市场意识和品牌意

识较为淡薄，认为农产品能卖出去
就行，有无商标无所谓，更谈不上去
挖掘地理标志资源以及创牌了。”朱
秀平说。

而部分有意通过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来扩大销路、提高效益的企业或
农户，大多“散、杂、小”，难以形成规

模优势。在没有专业管理机构指导的
情况下，他们往往缺乏对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产品进行整体策划的意识，缺
乏以深加工、精包装来“改善”产品档
次和形象的思路，也缺乏通过品牌建
设挖掘产品深度价值的能力。

此外，我市的农业企业或农户
相互之间信息沟通少，生产结构趋
同，产品经营以浅层的买卖关系为
主，无法带来加工、流通环节的产品
增值，难以产生产业集群的规模效
应。同时，面对当前线上线下的立体
营销模式，企业普遍缺乏应对之策，
营销手段传统，导致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影响力拓展受到约束。

品牌缺乏有效维护
部分商标被“束之高阁”

据了解，我市在 2009年曾迎来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的爆发期，
注册数达 9 个，占我市注册总数的
32.1%。但从 2011年起，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注册数每年基本只有 2 至 3
个，2016 年、2017 年分别只有一个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成功。我市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培育已渐入瓶
颈期。

“目前，我市正面临着申报材料
日益枯竭的现象。”市市场监管局商
标处相关负责人说。

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为
了保护某种资源，但这种资源是有

限的，申请注册的时候需要提供能
证明这种资源的环境条件、原材料、
历史渊源等依据，因此拥有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奉化千层饼”申报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之前，相关行业协会用了
两年时间逐个走访溪口镇上 30 余
个作坊，一方面宣传注册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的重要性及意义，一方面
征求商家对商标使用的意见及建
议。2016 年申报之初，国家商标总
局对其主辅料产地提出质疑时，协
会多次前往省、市、区档案局查找种
植养殖历史记录，最终在《奉化农林
志》中找到“奉化地产优质低筋小麦
面粉”的出处，以“奉化东濒象山港”

的地理位置证明海产品苔条的无可
替代，最终得以成功申报。

与“宁波汤圆”和“慈城年
糕”相比，“奉化千层饼”已经是
个“幸运儿”了。“宁波汤圆”10
年前就已启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申请工作，然而由于历史记载的缺
失、申请主体的变迁，让这个在浙
江省乃至全国小有名气的产品迟迟
难以获得注册。“慈城年糕”遭遇
的同样是这种困境。这就导致我市
不少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特色产品
仍处于“一流品质、二流包装、三
流价格”的尴尬境地。

申报材料日益枯竭
商标培育渐入瓶颈期

根据我国 《商标法》 第十六
条的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
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
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
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
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地理标志包含四个方面的构
成要素，即地理名称或其他足以
代表该地域的标志、商品的特定
品质、商品的信誉、独特的自然

因素或者人文因素。四个要素之
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独 特 的 自 然 因 素 或 人 文 因
素，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指向商
品的特定品质起决定性作用，《晏
子春秋》 里“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是最广为人知
的例子。经久不变的特定品质能
为商品赢得信誉。

（孙佳丽 整理）

地理标志：

特定品质为商品赢得信誉

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部分企业的“余姚榨菜”商标
使用情况。 （卢渭炜 孙佳丽 摄）◀宁海县桑洲镇茶农正在制

作望海茶。
（徐展新 胡云杰 摄）

▲去年秋天，象山柑橘获得
大丰收。

（金旭 孙佳丽 摄）

张悦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