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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品的品牌, 越来越受到湖南省农产品企业的重视。面对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 农产品企业需要主动迎接更大范围的挑战。
论述了知名品牌的意义 , 分析了湖南农产品品牌现状及存在问题, 提出了打造农产品企业品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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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名品牌的意义

品牌是一个综合、复杂的概念 , 是商标、名称、包装、价

格、历史、声誉、符号、广告风格的无形总和。知名品牌对企

业发展的意义: ①实现生产与流通的规模经济。从供应方面

来看, 知名品牌能产生大量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应, 降低成

本, 提高生产效率。②降低营销成本。实施知名品牌战略 ,

可以在包装、广告宣传、促销以及其他营销沟通方面实施统

一的活动 , 其经营成本降低的潜力会更大。实施知名品牌战

略是分散营销成本最有效的手段。③大范围的感染力。知

名品牌能够向消费者证明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是信得过的, 品

牌产品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有忠诚的顾客群。④品牌形

象的一贯性。各种不同媒体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同一品牌

的宣传, 能反映该品牌相同的价值和形象, 保持品牌的一

贯性。

2  湖南省农产品品牌现状及存在问题

2 .1  湖南农产品品牌现状 从湖南省农产品企业的生产现

状来看, 国内许多同行企业能生产类似或相同的产品, 当产

品供大于求时, 同类产品的竞争加剧, 这种激烈的竞争在一

定意义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 但其结果真正盈利的企业

不多。

2 .2 湖南农产品品牌存在的问题

2 .2 .1 把创牌简单地与广告等同起来。在愈演愈烈的广告

大战中, 一些企业为了造成轰动效应, 盲目追求新奇特, 设计

庸俗可笑的广告, 其结果是以广告代创牌, 只注重品牌知名

度, 而忽视了品牌的美誉度。

2 .2 .2 在理念上没有形成真正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现代农

产品企业意识。理念是品牌的灵魂, 企业生产的不仅仅是产

品, 更重要的是质量和信誉。现在 , 很多农产品企业以企业

自我为核心, 企业员工普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同消费者

的关系, 时常因为对待消费者的态度不佳, 或者服务不好而

被新闻曝光。

2 .2 .3 在营销战略上, 大部分农产品企业还没有做到从消

费者需求出发, 进行积极的市场细分, 从而对最终消费者进

行积极控制, 导致同类产品的竞争对手随时可以利用大面积

市场细分的机会, 打进省内或国内市场, 使省内企业最终走

上破产或被兼并的道路。

2 .2 .4 企业经营者短期行为严重, 缺失企业发展的战略决

策。湖南省大部分农产品企业缺乏对影响市场的重大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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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目标, 没有形成控制与运行公司所

需要的战略管理体制。在重大发展方向的确定上往往处于

两种模式: 一是公司重大战略往往由个别领导人凭借个人的

智慧和经验而决策; 二是企业根本不考虑长期发展战略, 采

用随波逐流的发展模式, 致使已经建立起的品牌企业处于战

略缺失或是战略真空危机的状况。

2 .2 .5  尚未形成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品牌本身代表

着一种知识产权的物化形式, 是知识的载体, 文化的体现; 开

发和培育品牌的人———科技人员、管理者和劳动者, 是知识

经济的主体。因此 ,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名牌产品, 更要重视

对人的知识资源、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

2 .2 .6  缺乏制度创新。机制不活、结构不合理 , 债务和社会

负担重, 技术装备落后, 管理不善, 经济效益低等严重制约着

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品牌的产生和发展, 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存

在, 很多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难以解决的, 因此, 必须把制

度创新与品牌发展联系在一起。

3  打造湖南农产品企业知名品牌的策略

3 .1 营销策略  湖南农产品企业树立知名品牌, 是在非常

激烈的竞争形势下展开的, 有些好品牌已经活跃多年, 消费

者对此也产生了很深的印象。这些产品能否打入发达省份

或外国的市场, 创出自己独特的品牌,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

题, 因此, 在营销方面要实行创新。首先在产品方面, 要对准

备进入的省份或国家的同类产品以及消费者需求进行充分

调研。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发展, 他们想购买的是质

量最好的产品。为此, 企业品牌首先要反映在产品的特色

上, 以产品的差异化来赢得消费者的爱好。在渠道方面 , 可

以积极建立本土化的渠道, 使渠道成为我国消费者的“自家

人”。为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及时调整营销策略、进行营销创

新, 推进湖南农产品知名品牌的进程。

3 .2 文化融合  品牌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 这种文化特征

怎样才能完整地传达给国内外的消费者, 并让消费者接受 ,

且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 ? 这就需要企业花大力气理解不同

省市或地区的不同文化 , 研究不同社会习俗以及营销方式 ,

需要对消费者的不同反应做出及时调整。

3 .3  品牌联盟 长期以来, 由于“宁为鸡头, 不为凤尾”意识

作怪, 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忽视或有意错过了“竞合”的机遇 ,

丧失了很多做大做强的机会。所以对于企业家而言, 如何谋

求“共赢”, 已成为一种高超的经营艺术。应利用入世的有利

机会, 加强与国内、国外优秀农产品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 引

进其技术、资金、品牌和管理, 迅速提升湖南省农产品企业及

其产品的发展水平。同行不只是冤家, 也可以是“亲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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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合作, 实现双赢 , 这样的关系符合未来经济全球化发

展的趋势 , 而“竞合”的目的 , 正是为了获得市场竞争所最需

要的速度。

3 .4  本土化策略  企业要想在国内外发展壮大, 必须充分

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 , 即用当地的人做当地的事。只有通

过人员的本土化实现本土化经营企业的就地融智功能, 才

能真正办成本土化农产品企业。因此必须熟悉和领会当地

的风土人情, 甚至不同国家法律的内涵, 充分利用当地法律

保护自己的权利。

3 .5  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绿色营销能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 消费

者觉醒的绿色意识 , 以及政府、社会团体有效适度的调节反

作用于企业 , 迫使企业从人类生存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利益

出发 , 把开发和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有效结合起来, 把有限

的资源和生存环境运用于提高消费者及人类社会的福利改

善和提高的经济活动中。其次是绿色营销有利于企业占领

市场和扩大市场销路。随着消费者绿色意识的增强, 购买

绿色产品成为时尚和必然的选择。企业通过绿色营销, 可

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再次 , 可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和优化企

业行为, 构建企业新形象。绿色营销促使企业采取以控制

为主的清洁生产方式, 有利于企业职工身心健康, 培育企业

绿色文化; 通过绿色营销把企业自身利益目标融入消费者

和社会的利益中 , 促进企业整体形象的提升。绿色营销包

括: 收集绿色信息 , 定位于绿色市场 ; 开发绿色产品 , 实行清

洁生产 ; 实行绿色营销组合 ; 完善环境标志制度 , 取得绿色

认证等措施。面对急剧扩大的绿色市场和绿色需求, 农产

品企业必须迅速调整经营方向 , 树立绿色营销理念, 引导并

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 , 实施有效的绿色营销策略, 培育完

善的绿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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