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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观察

近日，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资
产评估协会发布“2022中国品牌价值榜”。其
中，重庆的“江津花椒”“奉节脐橙”等上榜。

从这些年重庆的上榜品牌分析，上榜者以特
色农产品居多，如“江津花椒”“奉节脐橙”“忠县
柑橘”等均为榜上常客。由此可见，重庆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抓特色、促
高效，让传统农产品走上品牌化、现代化之路，从
而转化出更高的含金量。

这几个品牌为什么上榜？对当地产业发展
意味着什么？重庆的品牌建设有何不足？可以
在哪些领域重点发力？就此，两江观察展开一系
列采访调研。

抓住特色才能抓出品牌

无特色，不品牌。
作为品牌建设领域的专家，西南大学经管学

院副教授刘建新认为，重庆这几个品牌能够上
榜，关键在于找准了方向、突出了特色，从而提升
了产品价值和品牌价值。

他分析，重庆今年上榜的“江津花椒”“奉节
脐橙”为地理标志品牌，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特色
化。

据相关机构估算，“奉节脐橙”的品牌价值高
达182亿元。实际上，全国有脐橙的地方很多，

“奉节脐橙”何以上榜？关键在于抓出了特色——
首先，立足三峡地区特有的气候、土壤等自

然资源禀赋，在新品种培育、科技创新等方面进
行优化提升，把脐橙这个大众水果做成了口感、
营养等颇具当地特色的“独家”。

其次，通过走精准发展、精心管护、精深加
工、精品营销的“四精”之路，延伸产业链、拓展价
值链，把这种“大路货”水果做成了精品、做成了
品牌，大大提升了其品牌价值。

刘建新认为，让大众化产品走上品牌化之
路，这就是特色，也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

与之相似，“江津花椒”曾多次登上“中国品
牌价值榜”，其品牌价值高达62.69亿元。全国产
花椒的地方不少，江津能成为“全国花椒之乡”，
不仅是靠“大”（以53万亩的种植面积名列全国
第一），更重要的是靠特色——

例如，江津花椒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出油率
高；再如，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其中花椒精、微囊

花椒粉等6个项目获国家专利，填补了国内同类
产品空白；还有，保鲜花椒、花椒精油等新产品获
市级高新技术产品、重点新产品和名牌产品……

正因为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低含金量，把花
椒做成了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品，“江津花椒”方
能从众多花椒产地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字号”的
花椒品牌。

品牌价值可极大拉动产值

不管是产品还是企业，一旦品牌化，含金量
和带动性将显著增强。

重庆市地理标志发展促进会相关负责人接
受两江观察采访时说，“江津花椒”“奉节脐橙”都
是“中国品牌价值榜”上的常客。品牌价值可以
极大拉动产值，去年其产值分别达到37亿元和
38亿元。

该负责人介绍，地理标志商标一旦确立，对
产品价值的提升是肯定的。奉节年收入10万元
以上的脐橙种植农户已超过2200余户，创造了

“一棵树致富30万人”的奇迹；江津花椒带动62
万椒农人年均增收5000余元。

除产品本身外，品牌价值还有很强的延展
性。目前，江津拥有骨干花椒加工企业31家，共
开发4个系列7个大类46个品种。同时，产业链
条已延伸到医药、化工、保健、美容等高附加值产
品上，产业链总产值达30多亿元。

同样，2021年奉节已建起37万亩脐橙种植
地，产量达40.8万吨、综合产值38亿元。脐橙产
业链还拓展到果酒、脐橙酿等精深加工业，推出

“醉白帝”特色品牌，提升价值3倍以上，年产值
达5亿元；“三峡之巅·诗橙奉节”这个文旅融合
项目，也是“奉节脐橙”品牌价值的有效延展。

由此，江津、奉节的地理标志商标产品产值
居于全市前列。

该负责人认为，地理标志的建立，往往意味
着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是高质量的集群化发展和
产业链、价值链的延伸和融合，保鲜、冷藏、服务、
金融、文旅等相关产业也随之发展。

“重庆制造”的品牌尚需发力

当然，与东部沿海及周边部分省市相比，重
庆的品牌建设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地理标志商标为例，重庆市地理标志发展
促进会相关负责人认为，重庆品牌建设还存在三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数量虽然不少，但规模不够大、产值不

够高。截至今年6月，重庆共拥有地理标志商标
293件，位列全国第七，在西部次于四川和云南，
居第三。

但两江观察发现，体量上，重庆地理标志商
标产品总产值仅500亿元，与四川地理标志商标
产品总产值5000亿元相比，量级差了10倍。四
川五粮液的年产值已突破600亿元，超过重庆所
有地理标志商标产品产值的总和。

二是重注册，轻应用，缺乏系统化建设、推
广，品牌引领作用较弱。

三是初级产品居多，深加工产业链还不够
长，附加值上不去，产业很多被转移，对品牌建设
很不利。例如重庆很多柑橘都送到了四川眉山
加工，对本地品牌培育影响很大。

除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刘建新提出，重庆
制造业的品牌建设任务更为繁重，需求更为迫切。

以“中国品牌价值榜”为例，“重庆制造”上榜
企业寥寥，这与重庆作为制造大市的地位是不匹
配的，对重庆迈向制造强市、打造全国重要先进
制造业中心是不利的。

为此，重庆提出，要把重庆制造业的品牌化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进一步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
的意见》《重庆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
划（2021-2025年）》《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等文件，均提到要打造
一批“重庆造”知名品牌。

刘建新建议，重庆制造业的品牌建设不能
“撒胡椒面”，要聚焦重点，如汽车、医药等重点产
业、优势产业。在新能源智能汽车新赛道，要深
度挖掘长安、赛力斯等品牌的潜力，做大做强；在
生物医药领域，智飞生物等企业具有很强的引领
性，以技术上的先进来提升品牌价值。

同时，要构建品牌雁阵结构。品牌建设是分
层级的，“低端要市场、中端要利润、高端要形
象”，有市场、有利润才能支撑品牌建设。例如长
安，面包车就是要市场，逸动、CS系列是利润主
力，UNI系列是形象。如今，新能源汽车阵列又
形成了中端为“深蓝”，高端为“阿维塔”的格局，
逐渐从传统产业品牌转向现代产业品牌。

总而言之，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政府、企业各方联动、形成合力。同时，品牌建设
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在思想意识、资金投入、市
场培育等各方面作久久为功的准备。

这几个重庆品牌为啥能上榜“国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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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观察

“重庆已成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典范
城市。”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产业合作
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如是评价。

9月16日至19日，第19届中国—东盟国家
博览会（简称东博会）在广西南宁举办。重庆首
次以中国“魅力之城”（主宾省）身份参展，参展
规模为历届之最。这是继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任主宾省（市）之后，重庆再次在国际盛会
上任主宾。

重庆为何屡次成为国际盛会的主宾？其魅
力何在？

东博会是一个高层次、大规模、综合性的国
际展会，旨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投
资、旅游等领域密切合作。每年，由中国及东盟
10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魅力之城”参
展。重庆的城市魅力，在这个国际贸易舞台上
大放光彩。

从名气看，立体魔幻的城市景观、穿楼穿山
的轨道交通、有“空中巴士”之称的长江索道、麻
辣鲜香的重庆火锅……“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重庆，在国际上名声响亮。

从交情看，重庆是东博会在中国西南地区
的首个特别合作伙伴，2004年起已连续19年组
团参会。事实上，东博会已成为不断促进重庆
与东盟国家深层次交流合作的平台。

从阵容看，重庆今年组织了市商务委、市中
新项目管理局、口岸物流办、地方金融监管局、
市贸促会等有关部门，万州、涪陵等11个区县和

开放平台，近50家企业共同参展参会，参展企业
数量为历届之最。

从实力看，重庆借东博会“地利”之便，设置
了270平方米的“魅力之城”城市形象综合展厅，

“魅力重庆”“开放重庆”“创新重庆”“风采重庆”
四个主题展区，装备制造、特色食品、医疗产品、
非遗文创等实物展品，展示了重庆在开放通道、
智能制造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等领域取得
的新成就，向世界展现了山城魅力。

从朋友圈看，在东博会“魅力之城”重庆经贸
合作交流对接会上，来自东盟10国和广西、云南、
贵州、浙江、广东等省的90余家国内外企业参加，
重庆东博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其中，43家企业、
机构现场签署了22项合作协议，投资及贸易总额
约53亿元，收获累累合作硕果。作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的重庆，受邀担任
本届东博会中国“魅力之城”，可谓实至名归。

城市城市魅力魅力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受邀担任

“魅力之城”可谓实至名归

东博会上当主宾 重庆秀出三魅力

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
作用——这是重庆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承担的
一项重任。

近年来，重庆加速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更好地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尤其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广西的合作堪
称典范。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
营组织中心”，广西作为“陆海交汇的重要门
户”，两市区着力提升开放能级，合作交流愈发
密切，开放魅力日益凸显。两地在东博会上的
合作，正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的有效延
展。

——开放通道日趋完善。向东，渝甬班列
与长江航运强化长江黄金水道；向西，中欧班列
（渝新欧）辐射27个国家72个节点城市；向南，
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网络已拓展至107个国家
和地区的319个港口；向北，重庆经满洲里出境
到俄罗斯的“渝满俄”班列联通中蒙俄经济走
廊。此外，重庆还先后获批陆港型、港口型、空

港型三类国家物流枢纽，基本形成了互联互通
的综合立体开放大通道。

——开放平台不断优化。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自贸试验区和两江新区、
重庆高新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能级持续提升；
截至2022年6月底，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项目累计落地政府和商业合作项目211个，总
金额252.5亿美元；智博会、西洽会、中新金融峰
会、重庆英才大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会对外影响
力持续增强。

——开放型经济蹄疾步稳。去年重庆外贸
进出口首次突破8000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多
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在渝世界500
强企业达到312家，国际友好城市增至50多个，
持续做好“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
业”的大文章。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运班列开行突破2万列，在重庆开放历程中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正是重庆释放开放新魅
力、增强发展新动能的缩影。

开放开放魅力魅力
重庆的开放通道日趋完善，开放平台不断优化，开放型经济蹄疾步稳

重庆的发展魅力有多大？可以从产业和机
遇两个维度直观感知。

一方面，重庆产业扎实。重庆正在建设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由赛力斯推出的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问界M7，是本次东博会上颇受瞩目
的产品，拥有出众的多设备互联能力和交互体
验，系重庆智造的典型代表。同时，帝勒金驰的
通机和农机、祥飞实业的丝绸等出口东盟市场的
热销工业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以及重庆非遗产品
荣昌陶、夏布制品、折扇，石柱莼菜、酉阳茶油、江
津花椒油、重庆火锅底料等纷纷亮相，成为各方
关注的明星产品。

另一方面，重庆机遇多。近年来，多重国家
战略利好叠加，重庆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
东盟已连续3年成为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今
年1至6月，重庆与东盟进出口总额662.9亿元，
同比增长5.2%。特别是今年以来，在RCEP带
来的红利下，重庆与东盟多个国家的交流合作更
加频繁：7月5日，“RCEP新机遇：中国（重庆）—
老挝经贸合作交流会”在重庆举行，陆海新通道
运营有限公司将加快建设陆海新通道中国（重
庆）—老挝进出口商品集散分拨中心。8月4日，
重庆编制出台“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行动计划”，提出八大行动、

25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26年，重庆对RCEP成
员国进出口额将突破3000亿元。8月 12日，

“云”上“中国（重庆）—马来西亚投资论坛”在重
庆和吉隆坡两地举办，围绕RCEP生效实施和西
部陆海新通道叠加效应，探讨双方加强经贸及投
资合作的方式。

……
事实上，积极参加东博会，就是重庆抢抓

RCEP机遇的有效举措之一。许宁宁建议，未
来重庆应该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向国家
层面争取，让更多RCEP成员国和中国的合作
共识在重庆落地生根。同时，重庆也要用好中
国—东盟合作机制，争取将中国—东盟有关行
业合作机制落户在重庆，打造中国—东盟产业
行业制高点和聚集地。在“双向奔赴”中，重庆
的魅力与东盟的魅力相互成就。可以预见，区
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的重庆，发展魅力将
不可限量。

发展魅力发展魅力
重庆产业扎实，正在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还有多重国

家战略利好叠加

东博会见证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重庆在本届东博会上以中国“魅力之城”(主宾省)身份参展，参展规模为历届之最。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东博会上的中国“魅力之城”重庆展区。 （南宁日报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