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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推进陕西名牌战略的构想，在论述名牌战略关系与新型工业化的基础上，运用

定性分析与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陕西名牌战略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少，名牌

企业认知度低，名牌维护能力弱等。研究认为：为推动陕西名牌战略，应当通过发挥企业的主体作

用、政府的推动作用以及社会支持作用等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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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区域经济之间

的竞争方式已经由原来的单个品牌竞争转变为区域

间整体名牌的竞争。实施名牌战略，是企业发展的

动力之源，也是当前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优化区

域产业结构、推动区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必然

选择［１］。目前，国内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对

本地区名牌战略理论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如柳思维

等通过对湖南名牌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

析，指出湖南应该通过培育实施名牌战略的新增长

点、积极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加强自主品牌建设等方式实施名牌战略，带动经

济增长［２］；杨国川基于广东名牌战略实施时间较长

的特性，指出广东可以通过建立长期名牌培育扶持

激励机制、名牌保护机制以及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

作用等途径继续实施名牌战略［３］；郭钧岐等指出实

施名牌战略是推动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实

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企业是主体，但政府也不能无

所作为，政府可以着力完善名牌支持体制，扶助优势

企业不断扩张［４］。崔文丹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指出，

黑龙江可以通过企业提高整体产品质量、加强企业

品牌意识和维权意识等实施名牌战略［５］；沈翠珍基

于湖北农业发展滞后的特点，提出农业名牌战略有

助于建立农业强省，解决“三农”问题，进而推动湖

北省产业优化［６］；吕元琮指出实施名牌战略对于带

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意义，并借鉴内蒙古自

治区建立伊利、蒙牛等诸多名牌的相关经验，结合甘

肃地处西北、经济相对落后等省情，指出甘肃省名牌

战略可以通过创几个在国内外有知名度的消费品品

牌，强化名牌产品营销工作等途径实施［７］；指出实施

名牌战略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名牌产品的扶持力度，

围绕产业集群加大名牌培育力度，强化名牌产品管

理［８］；项文彪通过对比各省所拥有的名牌数量，得出

名牌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成正比，并提出江西省实

施名牌策略中企业和政府的不同分工［９］。随着名牌

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提升，名牌战略的

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如何更好地实施名牌战略，

推动区域新型工业化进程，已经成为区域新型工业

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而陕西名

牌战略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也未引起社会

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关注。因此本文新型工业化



进程中的名牌战略很有必要。

一、名牌战略与新型

工业化的关系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

社会历史过程。一般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结

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５个指标衡

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党的十七大提出：“必

须把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

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

每个家庭……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

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

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

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

源利用效率。它要求在实现工业化基本目标的同

时，还应该实现降耗、节能、环保、高技术、高效益等

目标，使工业化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

名牌通常是指某种具有高知名度、高美誉度、高

品质的企业或产品等［２］。名牌战略主要是指企业根

据自身特点及名牌形成的客观规律，综合分析各种

相关影响因素而进行的创造名牌、宣传名牌、维护名

牌、发展名牌的一系列经营规划过程。本文中的名

牌战略包括企业或产品，笔者未加以区分。名牌战

略与新型工业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新型工业化目

标的实现亟待众多领域内名牌的涌现。

（一）名牌战略对新型工业化进程

具有推动作用

名牌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

的一种象征，已经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区

人均ＧＤＰ的重要动力，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重

要标志，如山东青岛海尔的带动效应。据统计，目前

国内国家级名牌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２５．７３％，再加上省级名牌企业，国家级和省级名牌

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超过３０％。在陕西，

名牌企业对陕西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截至２００６年，陕西名牌企业的数量占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量的８．６％，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全省工

业总产值的 ３２．４１％，对工业的贡献率超过

３０％［１０］。工业总产值的快速提高带动工业化指标

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看出，名牌战

略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工业化指标中的人均ＧＤＰ。

同时，实施农业名牌战略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实施农业名牌战略，可以全面提升农村经济水平，促

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１１］，从而降低产业结

构中第一产业比例，推动工业化进程。另外，实施名

牌战略的目标是打造众多名牌，而要取得名牌称号

必须达到较高的知名度、更环保等要求。环保的要

求促使企业朝着环保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新型工

业化中“新型”的要求。通过名牌战略的实施，可以

推进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形成，从而达到规模经济效

益、节约制造成本［８］的目的，这也可以实现新型工业

化中“新型”的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名牌战略的实施不仅

仅有助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且有利于新型工业

化进程中“新型”要求的落实。可以说，实施名牌战

略对新型工业化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二）新型工业化急切要求实施名

牌战略

新型工业化的“新型”要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名牌战略的“名牌”要求，新型工业化道路客观上要

求必须实施名牌战略。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意

味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同时也

伴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而成本的下降就要求企业

达到规模效应，而规模效应的企业很大程度上表现

为品牌企业，而名牌企业主要指的是品牌企业中比

较优势的一部分，所以说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要

求名牌企业的不断涌现。

同时，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现阶段区域科学

发展的客观要求，它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

为经济发展主体———企业，提出了特殊的发展要求。

它要求企业必须实现产品的高科技含量、环保、节能

及降耗等目标。而作为名牌，企业或产品也必须符

合环保、节能及降耗等要求，也就是说新型工业化中

的“新型”要求必须实施名牌战略。没有名牌战略

的实施，企业将很难生产出高科技含量、节能、降耗、

环保的产品，更无法稳步推动工业化进程，实现新型

工业化的目标。

名牌战略与新型工业化是相辅相承的，名牌战

略能够更好地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但它也是新型

工业化稳步推动的必然要求。陕西省正处于工业化

中期的初始阶段，依然面临着工业制造业的素质不

高、生产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矛盾突出等主要问题，实施名牌战略迫在眉睫。

二、陕西名牌战略实施

中存在的问题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陕西省开始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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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名牌战略放在突出位置，在经济发展中培育龙头

企业，让龙头企业争创名牌，并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整

个产业及地区的快速发展。总体而言，虽然通过名

牌战略的实施，陕西省已经打造出一些名牌，但还存

在诸多问题。

（一）国内国际知名品牌数量少

近年来，陕西省涌现出了不少的国内名牌产品

及驰名商标。至２００７年陕西省已经拥有“中国名牌

产品”２７个，位居西部第二、西北第一；驰名商标１０

个，这在总量上还是偏少。陕西“中国名牌产品”数

量只相当于西部第一四川名牌数量的５８．７％，不足

广东、浙江、山东三省的１０％；驰名商标的数量还不

到四川的１／３（如表１所示）；而国际名牌更是没有。

从单个企业规模来看，２００７年陕西入围“中国名牌

产品”的企业平均年产值未超过２０亿元，其中位列

第一的“陕汽”销售额也不足 ９０亿元，还不到“一

汽”的１０％。名牌企业规模偏小，缺少有强势竞争

力的企业，名牌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强，对新型工业化

进程的推动作用难以很好地发挥，已经成为陕西省

名牌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最显著问题。

表１ ２００７年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名牌产品”及驰名商标数量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浙江 山东 江苏 福建 河南 湖北 四川 河北 安徽

名牌产品 ２９８ ２８９ ２７１ １００ ６５ ５１ ４６ ３９ ３７

驰名商标 １０５ １３２ ９５ ７７ ９１ ３６ １８ ３７ ３４ １７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辽宁 湖南 吉林 陕西 重庆 天津 江西 山西 云南

名牌产品 ３６ ３４ ２９ ２７ ２７ ２６ ２４ ２３ １７ １５

驰名商标 １０ ２８ ２９ １４ １０ １９ １７ １８ １６ ６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内蒙古 贵州 甘肃 海南 新疆 西藏 宁夏 青海

名牌产品 １１ １０ ８ ６ ５ ５ ３ ２ １

驰名商标 １３ １６ ５ ２ ９ ４ ３ ２ ６

　　（二）名牌企业认知度低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那种传统的作坊式

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经营理念已经无法适应现

在的信息时代，名牌产品同样需要依靠科学的经营

理念与科学的促销手段扩大知名度，提高社会认知

度。名牌企业认知度低也是陕西名牌战略实施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当外地人被问及“你知道几个陕西

中国名牌”时，能够一口气说出４个以上陕西“中国

名牌产品”的人微乎其微，甚至很多陕西人也是如

此。其主要原因是名牌企业对产品的包装和宣传力

度不够。

（三）名牌维护能力较弱

陕西的名牌发展史可以追溯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那时陕西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品牌，如“海

燕”、“黄河”、“如意”等。据统计，当时三家彩电公

司年销售额曾达到了市场总额的１０％，彩电行业销

售产值占到整个陕西省电子工业产值的７０％。由

于这些老名牌缺乏创新，维护能力较弱，基本都已经

无法再与国内同行业的其他彩电品牌竞争。而与三

大彩电名牌有着同样命运的品牌，还有“双鸥”洗衣

机、“太阳”锅巴以及“山丹丹”洗衣粉等。

（四）缺乏名牌意识

企业的名牌意识淡漠，认为评选名牌是件“麻

烦事”，是陕西实施名牌战略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例

如２００４年，正当跨国企业和中国沿海企业都在为树

立自己拳头产品的“品牌形象”而耗费大量金钱时，

陕西省举办的不收分文的“陕西名牌”认定活动却

遭到众多企业的漠然视之。陕西省很多年产值上亿

元的医药生产企业和一些规模较大的面粉生产企业

未参加申报。

（五）政府效用未能有效发挥

实施名牌战略，仅仅依靠企业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政府的推动作用，名牌的保护与发展更多地是

依靠政府［１２］。虽然陕西省很早就开始了实施名牌

战略，但名牌管理尚未完全规范和统一，主要表现在

针对名牌管理人才缺失，且缺乏统一的名牌推动机

构。如目前“陕西名牌产品”、“陕西产品质量奖”由

陕西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评定，“陕西省著名商

标”由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两个机构之间

没有统筹和协调，评定的标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

异，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这些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政府在实施名牌战略中的效用。针对陕西省

省情的名牌战略理论研究不够活跃，研究队伍偏小，

有影响的重大成果偏少，缺乏专门的学术交流园地

和学术研究团体，也是陕西省实施名牌战略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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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陕西省名牌战略实施构想

　　名牌战略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

区域经济发展，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作为一项战

略活动，陕西省名牌战略的实施应该以企业为主体，

政府推动为基础，社会支持为导向。

（一）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

实施名牌战略的主体是企业，国内外无数企业

的实践证明，名牌战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

础［１３］。名牌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及产品的

知名度、美誉度。第一，强化企业名牌意识。名牌意

识是发展名牌的前提条件。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名

牌的内涵、作用以及必要性，通过建立现代营销观

念，在企业内部树立并强化名牌意识，将打造名牌作

为企业的战略目标来进行。第二，保证产品质量。

名牌的基础是质量，无法保证质量的产品难以在市

场上立足，更难以打造成为名牌。这就要求企业建

立相应的质量管理机制，将企业的所有运营行为都

当作产品来进行，严格控制每一项运营活动的质量，

而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第三，加大名

牌宣传力度。名牌宣传既是对名牌的扶植，也是对

消费者识别名牌能力的培养［１４］。企业应充分利用

新闻报导、营销公关活动、赞助活动、庆典活动、公益

活动等各种促销策略，沟通并建立企业与企业外部

实体的良好关系，并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从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更好地赢得社会

认可度。

（二）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

名牌战略的主体是企业，但也离不开政府的大

力引导、培育与支持。名牌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推

行积极的促进政策并建立高效有力的促进机制。第

一，树立名牌战略意识。名牌战略事关陕西企业及

陕西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命运，是推动陕西新型工业

化进程的永恒主题。政府要把争创和发展名牌产品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作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的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列入经常性的重要议

事日程，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推动措施。第二，提高陕

西经济市场化程度。经济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名牌产

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名牌只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的。陕西省应该建立健全市场竞争的相关法规、

制度，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违法侵权行为，保

护名牌企业或产品的利益，为名牌企业或产品的发

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为推行名牌战略，可以构建

争创名牌氛围。为此，政府可以采用各种税收优惠、

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争创名牌。第三，以资源优势

培育主导产业。陕西省作为农业大省，部分农产品

加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着相对资源优势，容易

培育、发展及壮大成为名牌，因此应该立足于农业优

势，重点发展农林产业，如继续壮大“陕西苹果”品

牌，同时加大力度培育核桃、花椒、猕猴桃等优势农

产品。

（三）展现社会支持作用

名牌战略中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指行业协会、科

研院所及消费者的支持，他们的支持对名牌战略的

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者是名牌的直接感

受者，通过消费者的感知能够更好地评测名牌产品，

并且能够更好地保证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发展名牌产

品。名牌产品的评定不应该以政府为主导，而应该

由权威机构或消费者来完成，这就必须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名牌的权威性、

认知度。同时，还应通过消费者的反馈加强对名牌

产品评价专业委员会的监督，以保证名牌产品评定

的社会性、合理性。另外，科研机构也应与企业合

作，共同探讨企业名牌战略的实施。

四、结　语

　　本文在理清名牌战略与新型工业化关系的基础
上，分析了陕西名牌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陕西名牌战略实施的构想思路，旨在为陕西

省名牌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名牌战略已经成为企业及区域发展的重要途

径，实施名牌战略并非一朝一夕的工作，它需要时

间、环境的积累，虽然本文指出了陕西省名牌战略实

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在进行具体的名牌战略实

施时，还应该依据不同的行业和地区进行名牌战略

实施策略的制定。如何针对不同企业、行业及地区

进行名牌战略的实施，名牌企业的培育路径及名牌

战略实施的效果评估等都是未来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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