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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宁夏优势特色产业与地理标志保护

高质量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兼具文

化传承价值与品质信誉优势，是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乡村振兴

的战略抓手。宁夏依托独特资源禀赋形成的优势特色产业，亟

需构建以地理标志保护为核心的特色产业发展体系，全面增强

产业核心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系统开展推动宁夏优势特色产

业与地理标志保护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策略研究，既为构建宁夏

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和指导，更是破解产业

同质化竞争、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宁夏优势特色产业与地理标志保护高质量融合发展

现状

（一）宁夏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国内国际市场

潜力逐步激发。一是特色产业规模逐步扩大，发展速度明显提

升。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积极推进实施特色农业提质计

划，以特色发展为目标，大力发展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

滩羊、冷凉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2024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

开发面积达60.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近40％，现有酒庄（企

业实体） 228家，生产葡萄酒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酿造总量的

近 50％。全区枸杞种植面积达 32.5万亩，鲜果年产量 3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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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果年产量 6万吨。有国家枸杞类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1家，

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枸杞） 示范社 8家，自治区优质基地

（示范苗圃） 10个。全区奶牛存栏87.4万头，生鲜乳年产量450

万吨，同比增长 4.5%。全区肉牛饲养量 248.9万头，牛肉年产

量 14.7万吨，同比增长 8.6%和 9.3%。全区滩羊饲养量达 1570

万只，羊肉年产量 1.8万吨，同比增长 5.9%。全区冷凉蔬菜的

种植面积 305.5万亩，年产量达 796.5万吨。目前已建成集中连

片蔬菜基地1137个，蔬菜产业现代集配中心4个，蔬菜新品种、

新技术集成示范基地35个，良种繁育基地10个。二是国内市场

需求持续增长，国际市场规模逐步拓展。2024年，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销售额达 9.1亿元，同比增长 4.8%，出口企业达 30家，

经银川海关出口量达124.8千升，出口额达1375.6万元，同比增

长 37.8%和 42.1%。宁夏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290亿元，有55

家企业经银川海关出口枸杞3965吨，出口额2.17亿元，同比增

长16.1%和13.9%，产品远销美国、德国和中国台湾等38个国家

和地区。有7家企业成功在巴西、阿联酋、马德里等国家和地区

注册境外商标。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宁夏奶产品积极

开拓中亚、东南亚等周边市场。部分企业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

粉已通过国际权威认证，具备进入欧美高端市场的潜力。目前，

宁夏滩羊肉已出口至中东、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宁夏菜心、鲜食番茄、西兰花、芥蓝等冷凉蔬菜已出口至马来

西亚、阿联酋等地，出口额达3.8亿元，同比增长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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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标志保护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特色产业地理标志

发展成果显著。截至2024年底，宁夏共有地理标志产品105件，

其中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3件，以集体、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

志 32件，农产品地理标志 60件，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达

48.24亿元。目前有“盐池滩羊”和“贺兰山东麓葡萄酒”2个

正在建设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宁夏大米、宁夏枸杞、中宁枸杞 4件地理标志产品入选《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互认互

保名录，“盐池滩羊”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品牌推广行动

产品清单，“彭阳红梅杏”被列入首批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名单。

目前应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理标志企业86家，应用“盐

池滩羊”地理标志企业 69家，应用“宁夏枸杞”“中宁枸杞”

和“惠农枸杞”地理标志企业 173家。“盐池滩羊”“固原胡麻

油”“彭阳红梅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中宁枸杞”和“固原

黄牛”6件地理标志列入国家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

名录。

二、宁夏优势特色产业与地理标志保护高质量融合发展面

临的突出问题

（一）特色品牌建设与保护积极性不够高。一是品牌建设与

保护意识不够高。部分企业和农户对地理标志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缺乏品牌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仅将地理标志视为一种

荣誉，而未充分认识到其在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 3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少从业者对地理标志的概念及重要性

理解模糊，混淆其与普通商标的区别，对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

够，维权意识薄弱。二是品牌建设投入积极性不够高。自治区

政府虽已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宁夏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建设的

意见》等相关政策，推动特色产业品牌建设，但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仍显薄弱。并且企业过于关注短期生产与销售利益，忽视

品牌长期培育，仅满足于贴牌生产或本地市场销售，不愿在品

牌策划、宣传推广、质量提升等方面加大投入。此外，政策悬

空导致品牌建设成效打折，政策扶持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效益，

导致政策无法精准发力，严重影响品牌建设整体成效。三是技

术创新转化积极性不够高。特色产业品牌建设中科技支撑不足

问题突出，缺乏先进技术助力产品创新，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

滞后，品牌在市场上难以脱颖而出。专业人才与资源的短缺成

为宁夏特色产业品牌建设的关键阻碍，限制特色品牌迈向高端、

走向国际，无法充分释放产业潜力。

（二）品牌效应与附加价值挖掘不够充分。一是产品推广策

略滞后，品牌影响力受限。宁夏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相对单一，

线上新兴渠道利用不足，且电商销售人才短缺，导致线上销售

能力受限。此外，品牌推广过程中，未能充分挖掘产区独特的

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元素，缺乏与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未能

充分讲好品牌故事。二是附加价值挖掘不足，品牌溢价能力有

限。宁夏地理标志产品在文化内涵挖掘方面还存在不足，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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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将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融入品牌建设中，品

牌的文化底蕴不够深厚，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产品文化价值的需

求，很难通过其独特的价值主张，获得品牌溢价。三是产业链

协同能力不强，延链补链任务艰巨。宁夏特色产业上下游联动

不畅，协同效应发挥受阻。特色产业各环节各自为战，无法有

效衔接，市场信息无法及时反馈，导致产品结构调整滞后，难

以形成全链条合力，并且产业融合度低，延链空间受限。多数

特色产业仅为初加工产品，与文旅、康养等产业融合进展缓慢，

无法借助产业融合实现品牌价值延伸与产业链拓展。

（三）质量保证体系不够完善。一是标准体系不够完善。宁

夏特色产业关键环节标准缺乏精细化规范，高端品牌缺乏精细

化标准指引。特色产业与文旅、康养等产业融合过程缺乏配套

标准，导致产业融合项目质量难以保证，制约产业向多元化、

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二是质量监管追溯体系不够完善。追溯信

息不完善，产品流向不易追踪。宁夏特色产业虽已初步建立质

量追溯体系，但全链条信息录入不完整、更新不及时问题突出。

消费者难以全面了解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过程，无法

建立对产品质量的信任。三是认证体系不够完善。宁夏特色产

业认证体系缺乏精细化规范，专业认证机构不足，企业认证难

度增加，阻碍产业整体发展。并且认证监管不力严重损害认证

市场公信力，削弱认证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四是检测体系

不够完善。宁夏特色产业检测机构分布失衡，特色产业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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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边远县（区），而大量专业检测机构扎堆于中心城市，导致

检测成本提升，影响检测效率与产品上市周期。其次，特色产

业检测领域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尤其是具备多学科知识、掌握

先进检测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四）特色产业融资渠道不够通畅。一是金融机构风险识别

与价值评估能力不足。地理标志产业具有独特的生产周期、市

场波动性和资产无形性，金融机构缺乏统一的价值评估标准和

风险量化分析工具，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困难，进而导致金融机

构对地理标志融资望而却步。二是融资担保机制与市场化程度

不健全。宁夏地理标志融资的风险担保机制主要依赖政府财政

支持，政府在推动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不

够，未能有效激励保险、担保等机构参与地理标志融资。保险、

担保等市场化机构对地理标志产业的认知度较低，参与意愿不

强，不能提供专业化的担保服务。三是企业主体融资能力与意

识不高。宁夏地理标志企业和农户的融资能力与意识较弱，难

以有效对接金融机构，导致地理标志融资的覆盖面和使用效率

受限。中小企业普遍缺乏专业的财务和融资团队，难以高效对

接金融机构，从而错失融资机会。

三、宁夏优势特色产业与地理标志保护高质量融合发展的

对策建议

（一）大力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与保护积极性。一是多策

并举，提升品牌建设保护意识。强化地理标志认知教育，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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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提升思想意识。整合部门力量，深入开展地理标志知识专

题宣贯活动，以案说法阐释地理标志对提升产品市场价值、拓

展销售渠道的关键作用。建立激励惩罚机制，激发品牌保护活

力。设立地理标志品牌保护专项奖励基金，对积极维护地理标

志品牌形象的企业和农户给予资金奖励。针对滥用地理标志、

破坏品牌形象的行为，加强监管执法力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从严惩处，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引导从业者规范经

营。二是科学施策，加大品牌建设投入力度。优化财政资金支

持，深入评估宁夏产业发展需求，科学提升地理标志品牌建设

专项资金规模，拓宽资金使用范围，依据项目预期效益等因素

精准分配资金，确保有限资源向优质项目倾斜。出台税收优惠

政策，激发企业投入热情，鼓励企业提升品牌建设资金占比。

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协调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品牌建设专项贷

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品牌建设、宣传推

广及产品质量提升工作。加强政策执行监督，确保政策精准落

地，建立政策执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调整完善政策内容。三

是合理分配，提升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强化科研支撑，提升品

牌创新水平。设立特色产业技术创新引导基金，重点支持特色

产业精深加工技术研发，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

研合作，突破产品关键技术制约难题。建设特色产业科技创新

转化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服务，提升产业整

体科技水平。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与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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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设品牌建设相关专业课程，定向培养品牌策划、市场营

销、产品研发等专业人才，提升品牌创新力量。优化资源配置，

建立特色产业资源统筹调配机制，依据产业发展需求和潜力，

合理分配资源，保障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所需，提升品牌创新效率。

（二）深入挖掘地理标志品牌效应与附加价值。一是拓展产

品推介路径，提升品牌综合影响力。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构建

多元化的销售渠道。加大对电商平台的投入，培养专业化电商

人才，提升线上销售能力。开展跨界营销活动，推动特色产业

与文化、艺术、体育等领域合作，策划主题推广活动，提升品

牌曝光度与市场关注度。通过情感化、故事化的宣传方式，增

强品牌与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提升品牌辨识度与市场竞争力。

构建区域公共品牌体系，统一品牌形象与质量标准，形成品牌

集群效应，扩大市场影响力。二是文化赋能深挖附加价值，提

升品牌溢价能力。明确品牌定位，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制定

清晰的品牌定位策略，突出其独特价值主张。深化文化赋能，

将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入产品设计、品牌建设和

推广过程中，开发限量版文化主题产品，满足消费者对文化价

值需求，提升产品溢价空间。三是强化产业链协同能力，推进

延链补链任务。构建全链条信息共享机制，建立覆盖种植、加

工、销售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数据驱动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与产品结构的动态调整。大力促进产

业融合，拓展延链空间。鼓励特色产业与文旅、康养等产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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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开发主题旅游、文化体验等项目，打造集生产、体验、

消费于一体的产业链模式和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融合示范区，

实现品牌价值延伸与产业链拓展。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

业参与品牌建设与产业链延伸的积极性。

（三）积极推进地理标志品牌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一是健全

标准体系，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完善关键环节标准，提升产

品品质。加快制定高端产品检测标准，为企业研发与质量控制

提供科学依据。加快标准更新，建立标准动态更新机制，及时

响应市场变化与技术发展需求。填补产业融合标准空白，规范

产业融合项目质量与服务水平，充分挖掘特色产业附加值。二

是完善质量监管追溯体系，提升产品信任度。加强宣传引导，

提升企业质量意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提

升产业整体质量水平。优化追溯信息管理，实现全流程透明化，

通过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增强追溯信息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提

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任。三是健全认证体系，提升产业规

范化水平。制定特色产业高端产品统一认证标准，规范产业发

展。支持建设权威认证机构，提升认证能力与效率，满足特色

产业快速发展认证需求。建立健全认证监管机制，严厉打击虚

假认证行为，维护认证市场的公信力，充分发挥认证对品牌建

设与市场拓展的推动作用。四是优化检测体系，提升品质管控

能力。合理布局检测机构，优化检测资源配置，降低企业检测

成本，提升检测效率。加大检测领域人才培养力度，引进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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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复合型人才，开展系统性专业培训，提升检测人员的专业素

质与技术能力。

（四）积极推进地理标志融资渠道畅通。一是强化金融机构

风险识别与价值评估能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应用，通过“大

模型+专家”模式制定精细化价值评估标准，规范价值评估流

程。建立地理标志产业数据库，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风控模型，

量化自然和市场风险，提高金融机构风险识别与价值评估能力。

二是完善地理标志融资担保机制。加强政策引导，吸引金融、

保险、担保等市场化机构参与地理标志融资，形成多元化的风

险分担格局。建立政府、担保机构、金融机构三方风险分担机

制，共同出资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降低担保机构的风险敞口。

推动担保信息共享，建立地理标志融资担保信息平台，整合企

业、担保机构、金融机构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担保机构

提供风险预警。三是提升地理标志企业主体融资能力与意识。

加大政策宣传，增强企业和农户对融资优势的认知。建立金融

机构与地理标志主体的常态化对接机制，增强信任度，提高融

资参与意愿。鼓励金融机构简化融资流程，提供“一站式”融

资服务，降低企业融资难度。支持中小企业成立行业协会或联

盟，通过联合担保、供应链融资等方式降低融资门槛。

本文系第七批宁夏新型智库课题“推动宁夏优势特色产业

与地理标志保护高质量融合发展策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执笔人：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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