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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从属于知识产权范畴，世界贸易组织将其定义为

鉴别产品原产地的标志，我国在修订后的《商标法》中补充了

其规定，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对该产品的质量、信誉

及其他特征应当起决定性因素。早在 2001 年，兰州百合获得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于三年后获得关于原产地的保护认证，

是甘肃较早进行原产地保护的品牌。兰州百合的主要产能区位

于平均海拔为 2000 m 的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是当地农民的主

要收入来源和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由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土层深厚和无污染等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成为孕育兰州

百合的绝佳温床。兰州百合作为上乘极品，具有品质优良、口

味极佳、营养丰富等特点，还有良好的药用效能，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青睐，一直以来有着“兰州百合甲天下”的美誉。

1  兰州百合发展现状

兰州百合产地包括兰州市七里河区、西固区、榆中县、永

登县以及周边临洮县等地，省内外其它地方包括临夏、定西以

及青海、宁夏等地也均有种植。兰州百合的主要种植基地分布

在七里河区的西果园镇、阿干镇、魏岭乡、黄峪镇等 30 多个

行政村，种植户达 1 万多户共 6 万余人，百合种植面积数千公顷，

年产量数万吨，年产值更是多达数亿元。全市百合加工企业数

百家，其中有 45 家企业的年加工产量在 50t 以上，近九成的百

合经过初级加工畅销国内一些发达地区以及远销国外地区。兰

州百合主要以合作社形式进行经营，中小型企业较多，加工产

品种类丰富，全省范围内的十几家大的百合加工和销售企业主

要分布在兰州各地。随着互联网浪潮的兴起，本地市场和外销

渠道变得更加广阔，与同时开设的零售终端共同打造“互联网 +

百合”的新型销售模式。

2  兰州百合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

作为众多地方特色产业之一的兰州百合是推动甘肃省经济

发展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同时能够提升当地文化形象、保护文

化遗产。目前兰州百合产业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的缺陷，兰州百合在注册了地理标志后并没有发挥真正

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地理标志使用管理不规范、不严格

兰州百合原产地集中在七里河区、西固区、榆中县、永登县，

及周边临洮县、永靖县等地区范围内 , 也只有这些地方才能满

足种植兰州百合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而其它各地种植的百合冠

以“ 兰州百合”这一地理标志是不合适的。目前在各大电商平

台有使用“兰州百合”、“甘肃百合”、“兰州鲜百合”等品名，

消费者易于混淆，难以辨别真假；在当地集市也有农户自售的

鲜百合，称之为“兰州的百合”，同样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正是由于地理标志使用管理的不规范和不严谨，使得“兰州百

合”成为“甘肃百合”、“兰州的百合”等。

受价格利润影响，许多农户为增加收益而随意开拓其种植

范围，在不满足百合种植条件的地区种植百合，从而导致这些

地方种植的百合品质不佳。即使是有真空包装的百合也存在质

量问题，使得包装外表看起来整齐洁白的鲜百合，里面却存在

很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兰州百合的声誉。良莠不齐的

兰州百合充斥着整个市场，消费者对百合真假难辨，加大了消

费者识别兰州百合的难度，降低了兰州百合在消费者心目中的

形象和美誉。

2.2  知识产权管理不到位

由于资金投入与人才引进的限制，兰州百合产业缺乏一个

完整的知识产权部门去统筹保护和管理相关工作，并且缺乏专

项运营管理经费，这是造成地理标志使用管理不规范、不严格

的一个主要原因。兰州百合有自己的技术标准，在加工技术方

面可能存在内部人员的泄密、员工跳槽侵权或自立门户等行为，

这些现象根源于内部管理不力。种植百合的农户在地理标志保

护方面意识薄弱，充分体现了百合协会的重要性。协会可以招

聘专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并对入职员工进行产权培训。另

一个方面，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可以积极开展一些知识产权活动，

重视与科研院所及其他企业展开合作研发，涉及到专利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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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及时申请。而目前商标申请太少，还不足以体现产业特色。

兰州百合的销售对象已延伸至国外很多地区，在此基础上向国

外申请专利以保护产权也是很有必要的。

2.3  假冒伪劣产品盛行

地理标志具有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只有当市场监管和管理

体系完善、利益分配平衡时，才能充分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

并主动维护兰州百合的品牌质量和形象。若经营中缺乏标准和规

则，市场将会充斥假冒伪劣产品，而且在市场暴利的诱使下，滥

用和侵权会变得非常普遍。与传统的商标保护不同，地理标志是

一种集体商标权益，这也给监管地理标志侵权行为带来不便。近

年来，出现了一些百合质量不合格、产品包装不规范、质量等级

不明确等问题，市场上出现大量相似商品并被一些商家用来营销

利用，给消费者和市场监管带来了很大困扰，也给兰州百合的品

牌形象带来一定的冲击。此外，由于很难确认权利主体在网络环

境中的确切身份，且互联网络具有复制、删改等操作行为，不利

于确定调查证据，导致维权成本高、举证难。

2.4  行业协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行业协会应当为行会成员服务并为其争取最大市场利益，

积极协调和组织行业中的生产者与销售者的事务。行业协会一

般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设立的 , 所以行业协会自然具备同政府

进行沟通交流的优势。通过与相关部门的紧密沟通与联系，及

时掌握相关的产业政策，帮助企业共同解决遇到的难题，为兰

州百合营造良好的发展和经营环境。但由于现实中行业协会承

担责任的意识薄弱，相关部门与行业协会的交流较少，企业之

间缺乏合作与激励方案，以及企业间的不规范竞争，导致相互

协调与合作的体系迟迟不能确立。

2.5  深加工能力欠缺，衍生品发展受限

目前兰州百合大部分都是初级农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兰

州百合主要的销售量集中在鲜百合和百合干。百合衍生品销售

利润占兰州百合所有的利润不足 20%。目前市场上有许多百合

的衍生产品，由于公众对这些产品缺乏了解，且大部分在当地

特产店销售，销量远低于同类产品，多数企业因其市场需求不

高，并不将百合衍生品作为主打产品进行开发，选择减产或停

产。而且，当地从事百合加工的大多为作坊式的合作组织，生

产工人整体素质不高，产品深加工能力有所欠缺，导致其加工

的产品质量低，销售竞争力不高。

3  针对兰州百合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的建议

应当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作用，走“政府 + 百

合协会 + 生产经营者”的保护途径，政府负责支持引导并严格

监督，百合协会进行内部高效管理和外部协调沟通，生产经营

者自觉遵守规范，共同维护产品的品质，打造优良的农产品地

理标志品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1  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

3.1.1 严格监督产品流入市场。应当禁止擅自扩大地理标志产

品的保护范围。有关部门应在其申报阶段深入实地考察，对申

请登记保护的区域进行严格审查和核查，禁止不符合条件的区

域纳入保护范围，坚守好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另外，积极引导

保护范围的内生产经营主体正确使用地理标志标识也是十分必

要的，牢固树立地理标志保护意识，严禁冒充地理标志产品的

行为。相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开展工作，推出标识管理等一系列

措施，依法处理各类主体对地理标志的非法使用。

3.1.2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实现多元化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

下，结合当地特色文化、风俗习惯将兰州百合地理标志打造成

一个有成熟旅游体系的名片，发展兰州百合旅游业可以更好地

保护兰州百合地理标志。近年来，兰州百合协会非常重视兰州

百合产业的整体发展，以兰州百合种植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

旅游业，在打开知名度的同时，加深人们对兰州百合的认识，

避免不良企业通过商业混淆等行为进行恶意竞争，危害兰州百

合的声誉和破坏兰州百合地理标志的长久发展。但是，兰州百

合的种植产业需要较高的技术和较大的人力投入，一般农户缺

乏资金和技术，很难承受其风险，且百合种植基地的交通不便

利。政府需要切实加强引导产业发展和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颁

布相关优惠政策，调动各类资源，支持兰州百合产业化发展。

持续改善兰州百合种植地区各类基础设施，优化种植条件，为

发展乡村旅游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方便生产销售和打通旅游

通道。培养专业化管理人才，依托兰州百合的特色种植与采摘

方式，开发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线路。让游客通过体验兰

州百合的种植、采摘和加工过程，增进对兰州百合品牌的认识。

引进相关旅游专业人才，对开办特色民宿和农家乐的百合种植

农户进行乡村旅游等方面的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3.2  发挥百合协会的作用

3.2.1 加强协会的全方位管理。充分发挥兰州百合协会的作用，

通过分析和研究百合的产业现状和前景，制定有效的监管方案

和产业经营规划，承担行业秩序维护和协调管理等任务。积极

全过程地参与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和经营 , 履行管理和服务职

能 , 努力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经营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

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协会作为产品经营

者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连接作用，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动沟

通与联系，实时获得相关的产业政策，共同协调应对企业所面

临的各种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

3.2.2 提高产业集群化管理。在做好地理标志保护的申请注册

后 , 还需要做好地理标志的授权使用、产品质量监管等工作 , 管

理和运用好地理标志才能使其内在价值充分显现。可以通过产业

集群一体化发展开拓出一条路径。在特定区域范围内 , 紧密结合

当地所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 , 围绕兰州百合产业的种

植和培育，与相关的企业、协会和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融合发展 , 

共同打造品牌产业的独特竞争力。可以把分散的种植户统一组织

管理并制定一体化标准，通过严格审查和监管兰州百合地理标志

的使用情况，着重解决兰州百合出现的地理标志管理不规范、不

严格等问题。

3.2.3 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全程监测。保证产品的特色和质量

是保护地理标志的关键任务。只有保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独特

品质 , 才能促进相关产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必须加强对百合市

李想儿，等：兰州百合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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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通过发展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构建乡村现代产业体系，从而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自 2018 年成为该省乡村振兴综合

改革试点后，农村美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农民富起来了。

在“示范带动 + 全域联动”的顶层设计下，三水区以“农旅融

合、多位一体、各美其美、相得益彰”为原则因地制宜，阶段

性完成了三水特色的乡村产业融合探索实践。本文在整理乡村

振兴和产业融合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佛山市三水区乡村产业融

合现状，探索其乡村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路径和策略，为我

国各地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三水经验。

佛山市三水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童  智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 摘要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产业兴旺，关键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佛山市三水区的乡村产业融合应着眼城

乡空间融合、要素资源融合、产业生态融合三方面，即：优化城乡空间融合，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促进城乡

市场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要素资源融合，以三产联动带动乡村多元化发展，实现乡村产业、文化融合互补，打造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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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监管力度，对侥幸钻入市场的冒牌货追本溯源、严厉打击。

在地理标志保护中，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是追本溯源和维权的高

效手段。应用区块链技术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将地理标志在

区块链系统中进行管理登记，形成特有的加密商品标识。消费

者通过这个标识可以一直追踪所购商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并且

能够获得商品的原产地信息。当滥用和侵权发生时，地理标志

权利人可以通过追查商品的流通路径，由问题点向前回溯确定

其权利归属，并通知权利人侵权行为的发生，网络证据固定技

术将实时保留证据。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逐步推广，地理标志

的使用和保护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提高安全性和权

力归属，减少登记时间和成本，地理标志产品交易的监管难度

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3.3  发挥生产经营者的作用

生产经营主体应当诚信经营，严格把控生产加工的各个环

节以及“投入品”的使用情况。培养产品品牌保护意识，不盲

目扩大生产经营范围，不擅自变动价格。严格处理不按标准流

程生产和加工的产品经营者，对不讲诚信的兰州百合生产主体

应当进行相关培训和教育，对于为提高产量而私下购买和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投入品”的行为做出严肃惩处。

4  结语

通过逐步的发展和共同的努力，兰州百合已成长为具有地

域特色的地理标志保护品牌，并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

产业。期望未来兰州百合能以更好的姿态走进大众的心里，更

新消费者的美食体验，回报辛勤劳作的农民，让他们也过上幸

福的生活，带动甘肃经济发展。这离不开百合协会、政府和生

产经营主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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