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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烟台苹果”获中国驰名商标
由“乳名”时代到驰名商标，烟台苹果终有“护身符”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张坚栋

经近两年时间的申报准备，2011年

11月29日，“烟台苹果及图”被国家工商

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从

一盘散沙尴尬的“乳名”时代，到2008年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到最终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经过一百多年的

历练，烟台苹果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

的路。

“过去农产品品牌未经商标注
册和地理标志认证，其权益不可能
得到法律保护，因此缺乏内在的发
展动力，长期以来处在一种自生自
灭的状态。”赵培策介绍，现在“烟台
苹果”成功注册中国驰名商标，是知
名度和美誉度的高度统一，不仅仅
是地域标志，而且是质量标志、信誉
标志，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无
尽的财富价值。更具有法律的承认
保护，防止外来苹果混淆“烟台苹
果”市场。

“烟台苹果”作为一种区域品牌
产品，比企业产品具有更高的品牌
效益。企业品牌是由企业出资打造，
也由企业独享其权，而区域品牌的
资源本身是造物的恩赐，是地方历
史文化的积淀，理应由相关主体共
享。“这就需要我们利用好‘母子品
牌’的运作机制。”赵培策介绍，所谓

“母品牌”指的是区域品牌，“子品
牌”指的是企业品牌。“子品牌”通过
汲取“母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打开市场、提高身价；“母品牌”则通

过“子品牌”落地，解决相应法律责
任问题。

“烟台苹果”申请中国驰名商
标成功，但商标如何实施仍是现在
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会根据企
业的储量、规模来进行评选，选出
优秀的‘子品牌’”赵培策介绍，这
需要会员们一起讨论协商，届时会
制定一套详细的商标使用标准及
方法。

“烟台苹果驰名商标申报的成
功，将会给我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好
处。”烟台联蕾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朋山称，作为中国驰名商标，烟台
苹果的市场前景将更广阔，也会享
受到更多的声誉与优惠，比如，更有
利于农超对接。“很多超市对驰名商
标产品有一定优惠措施，不仅进场
容易，有的还不收入场费。”这些都
有利于烟台苹果在国内的推广，凸
显烟台苹果的品质地位，这对烟台
苹果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尽管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相信日后人
们会感谢这一申报举动。”

作为区域名牌更富价值

商标如何使用仍在探究
尽管拥有良好口碑，

但由于未形成统一品牌，
一些外地苹果为了好卖，
也打着烟台苹果的幌子，

导致国内市场上的烟台苹果鱼龙混杂。

烟台苹果特有的品质，最终造就了
他百年的品牌。‘烟台苹果’冠以中国驰
名商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现在“烟台苹果”成功注册中国驰名
商标，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高度统一，不
仅仅是地域标志，而且是质量标志、信誉
标志，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无尽的
财富价值。

——— 烟台市苹果协会会长赵培策

烟台苹果驰名商标申报的成功，将
会给我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尽管当
时很多人不理解，但相信日后人们会
感谢这一申报举动。
——— 烟台联蕾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朋山

招商
公告

连锁便利
店诚招供货商，
供货项目食品、
酒类、饮料、日
用品等，供货区
域烟台六区，有
意 者 请 联 系 ：
0 5 3 5 - 6 9 0 5 5 8 0
1 3 6 8 5 3 5 2 0 4 9

王先生

格相关链接

烟台苹果年产量400万吨

每斤价格高于外地2—3毛钱

2008年有了“身份”

但却不招人待见
12月7日，烟台市苹果协会会长赵培策及各大果

农、经销企业代表会聚一堂，探讨烟台苹果商标保护
问题，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掩饰不了的喜悦。

2011年11月29日，“烟台苹果及图”被国家工
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这是我们
广大果农、经销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好
事。”赵培策在会上激动地说。

谈到烟台苹果申请商标之旅，赵培策及广大
在会果农、经销企业代表有太多的感慨，经过一百
多年的历练，烟台苹果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据了解，过去，在国内市场上，面对“陕西苹
果”以及其他产区苹果的竞争，烟台苹果不输在
品质上，但吃亏在品牌保护上。“尽管拥有良好口
碑，但由于未形成统一品牌，一些外地苹果为了
好卖，也打着烟台苹果的幌子，导致国内市场上
的烟台苹果鱼龙混杂。”赵培策说。

为了更好的保护烟台苹果的百年品牌，烟台
市苹果协会从2002年成立以来，就把保品牌、树
旗帜作为第一要义，主动担当烟台苹果百年品牌
的认证注册。为此，赵培策告别晚年安逸的生活，
主动查阅资料，搜索素材，在各部门的帮助下，于
2005年开始申报“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经过三年的申报，2008年，烟台终获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并建立了“烟台苹果”质量安全
查询追溯系统，每一个烟台苹果都可以在网上查
询到其产地来源。烟台苹果从此有了进军市场的
统一的“大名”，并享受法律保护。然而，让人始料
未及的是，这得来不易的区域品牌商标推广居然
遇冷，众多果企对“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使用管理办法“不待见”。商标一直不被使用，形
成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为化解尴尬局面

开始申报中国驰名商标
“烟台苹果”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对于烟台苹果百年品质的保护本是件好事，但
让赵培策感到头疼的是，尽管有了身份证明，但
果农、经营企业对此反映冷淡。“商标一直不被
使用，形成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面对尴尬的局面，实施的困难，烟台市苹果协
会并没放弃，反而更加奋进，对苹果市场进行全面
考察。经过分析研究，赵培策认为品牌不被关注的
主要原因是烟台苹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属于区域
公用品牌，缺少实质性的经济效益。如果能上升为
中国驰名商标，想必果农、企业准能欢迎。

“现状堪忧，不得不干；不等不靠，知难而
干。”靠着简单的几句话，烟台市苹果协会会员
们集体筹集，开始大胆申报“烟台苹果”中国驰
名商标。然而作为一种农产品，申请中国驰名商
标的路途并不容易。

“申报需要层层审核，花费大量的人力财
力。”烟台联蕾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朋山感慨
地说，作为筹集会员，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很多
人不理解，如果申报失败，将会失去大量资金。

“最辛苦的应属赵培策会长，60多岁的年纪，还为
此事四处奔波，还自掏不少腰包。”

据了解，中国驰名商标是指经过有权机关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或最高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商
标。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知名度高，影响范围
广，享有较高的声誉，具有相关的商业价值。

“申报材料准备了三大包。”赵培策感慨地
介绍，经过近两年的等待终于申报成功。“烟台
苹果特有的品质，最终造就了他百年的品牌。”

赵培策介绍，先有品后有牌，从某种意义上
说，“烟台苹果”冠以中国驰名商标是水到渠成，
瓜熟蒂落。因为烟台位于黄渤海之滨，受海洋调
节，形成春迟、夏凉、秋爽、冬不寒的物候期，正是
这种小气候、小环境养育了烟台苹果特有的品质；
烟台果农的辛勤耕耘，不同科技团队从果树的栽
培、修剪到病虫害防治的心血，及各级政府的重
视及努力共同造就了“烟台苹果”的百年经典。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历史文
化，而在赵培策的眼中，烟台的文化
主要在于苹果文化。据了解，烟台苹
果的栽培史要追溯到1871年，那时
苹果由美国引入烟台，烟台因此成
为我国苹果栽培的发祥地。因为特
殊的沿海地理位置和气候，再加上
一百多年的改良，尤其是上世纪日
本红富士苹果的引入，苹果种植逐
步形成一项当地农村经济的主导产
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外贸出
口的主打产品。

据赵培策介绍，烟台苹果经过
140年的历练，到目前已发展250万
亩，年产量400万吨，年出口量上百
万吨。“目前全国苹果的年产量在
3000万吨，山东750万吨，而烟台为
400万吨。”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烟
台苹果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烟台苹果作为烟台外贸出口的
主打产品，主要销往欧洲、东南亚等
国家。在出口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
势，首先烟台苹果历史悠久，品质
好，另外，烟台有港口码头，便于苹
果的对外贸易及运输。同时，相对于
外地苹果，烟台苹果具存在价格优
势，“由于口感色泽好，烟台苹果普
遍要比外地苹果贵2—3毛钱，有时
甚至达5毛钱。”

驰名商标申报成功，对与果农
们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目前，市场

经济下，农产品经常苦于大起大落
的价格困扰，“烟台苹果”驰名商标
申报成功，知名度增高，社会影响力
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苹果价格
稳定发展。

▲▲冷冷藏藏厂厂的的工工人人正正在在把把即即将将入入库库的的苹苹
果果分分类类处处理理。。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看看着着果果树树上上的的苹苹果果，，果果农农很很是是欣欣
慰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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