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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研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农产品的品牌形象设计。方法：通过实地调研、文献研究法，

从桥东村产业现状出发，对其特色产品、文化脉络进行分析并进行提炼，将提炼元素转化为设计符号，

使其融入到乡村产品推广的品牌形象中。结果：首先对乡村农产品进行品牌化的处理，使得桥东村的农

产品在市场中产生竞争力，其次是充满趣味性的品牌形象，可以吸引大众的消费目光，最后，品牌形象

的设立，可以引导大众主动探索桥东村的乡土气息，增添大众对乡村农产品行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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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brand design of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ethod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characteristic products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Qiaodong village were analyzed and refined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industry, and the refined elements were converted into design symbols, 
so that they c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brand image of rural product promotion. Results: Firstly, 
the brand treatment of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ke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Qiao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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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competitive in the market; secondly, the interesting brand image can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fi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rand image can guide the public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local atmosphere of Qiaodong Village and increase the public’s action support for rural agri-
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Design, Qiaodong Villag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1 年，全国生产特色农产品 13.85 亿吨，特色产业一产总产值

达到 9.7 万亿元，乡村农产品市场潜力巨大。同时，在人们日益追求更高物质水平生活的今天，乡村农

产品深受人们的青睐，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俨然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虽然，乡村农产

品品牌发展迅速，但品牌却出现同质化严重、自身特色不明显、品牌营销针对性不足等问题，使得消费

者难以对某一农产品品牌建立忠诚度。因此，本文重点放在对品牌形象和营销宣传中，通过实地调研、

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常州市钟楼区桥东村乡村农产品进行整体的品牌设计，挖掘桥东村的区

位优势，对其特色产品、文化脉络进行分析并加以提炼，将提炼元素进行整合，应用在农产品的品牌形

象中，以此提升村内产品的知名度，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为其乡村振兴提供帮助。 

2. 乡村振兴与农产品品牌形象之间的关系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发展产业就需要依靠当地特色资源优势，以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品优势。在产业振兴帮助下提升农村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品优势的重点则需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农产品形象，使农产品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产业链向

上下游延伸，产品形式更加多元，乡村价值也可借助品牌形象进行呈现。 

2.1. 农产品品牌形象设计 

乡村品牌(Rural Brand)是以农业、乡村、村民为焦点，将乡村区域内各种相关资源进行融合的整体[1]。
而农产品品牌形象设计是在乡村品牌的框架内，专门针对乡村地区的特色农产品而进行的设计工作。这

一设计工作的目标是将特定地域的文化、历史传承、自然环境等因素融入农产品品牌，从而创造一个有

独特性和吸引力的品牌形象。这种通过标志化系列化的图形或文化从特性强化消费者的观念会形成一种

下意识的品牌反馈[2]，这种反馈会能够成为消费者购买的线索，使其在深入了解后可建立对农产品的信

任，进而增加对产品的溢价支付。因此，农产品品牌设计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处于重要环节，在增强农产

品品牌价值的同时，也帮助提升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 

2.2. 农产品品牌设计现状及问题 

推进乡村振兴，品牌势必先行[3]。近年来，农产品品牌发展迅速，各地都出现了地域性的乡土品牌，

但发展却呈现小而杂，有而不亮的情况。产品的同质化、地域特色的缺失、营销针对性不足始终围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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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品牌设计当中，归根结底就是在乡村农产品塑造中要有独特性，让消费者对农产品有记忆点，对乡

村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结合实地调研，以常州市钟楼区桥东村为例，该地区农产品品牌形象空洞，品

牌流通闭塞，在市场中缺乏地域性特色等问题，对后续推动乡村形象推广有所阻碍。 

2.3. 农产品品牌设计的必然性 

乡村振兴强调发挥农村的地域特色和优势，而农产品品牌化是促进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深入挖掘乡村的历史文脉和自然资源，推动农产品的差异化发展，还可以提高农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助推乡村经济发展。除此之外，乡村振兴的核心之一就是识别并发挥每个乡村地区的独

特性和优势，农产品品牌化允许这些区域通过其特色产品来表达这些独特性。这一特性对恰好满足当代

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农产品的品牌形象设计也并不仅限于对产品本身的宣传，产品的上下游的服务端

也可以纳入到品牌设计中，以此满足民众对品牌的认可。这对提升乡村地区的整体形象和吸引力，吸引

更多的游客和投资，也提供的一次机遇。从需求端的角度出发，农产品品牌设计是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中

的必经之路，对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 

2.4. 农产品品牌设计的重要性 

农产品本身所拥有的外在形式，如色彩，形状，线条等，在设计元素的选取中占有优势，借助农产

品来提炼元素，可以获取到独具一格的设计符号。而合理的去使用这些元素，可以是在同质化严重的市

场站稳脚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焕然一新的选择。产品的辨识度由此可以得到提升，产品的信息、定位、

产地等也可以从品牌中以比较直观、易懂的形式得到了传递，信息传播效果得到了提升。在信息纷乱的

今天，一个具有良好传播效果，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品牌形象在市场的竞争中，往往会更好把握消费者

的心理需求，能够更好的在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建立桥梁，获取其认同与情感联系。这是市场所需要的，

也是消费者所需求的，单一的农产品或是整体的乡村形象在宣传过程中会存在宣传尺度不足，但设立农

产品品牌形象却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树立良好的农产品品牌形象，能够发挥出乡村产业的综合带动效果，

让乡村农产品的上下游和消费者形成更好的互动，促进乡村农产品和品牌形象共赢。 

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农产品牌形象设计策略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品牌层出不穷，市场纷杂，这时品牌的独特性就显得很重要。大卫·奥

格威说:“品牌指的是个性”[4]。所以在树立农产品品牌形象，需要结合当地乡村的自然资源、特色产品

设计出适宜的元素符号，将符号元素作为一个枢纽，与上下游产业进行联系。在品牌设计中同时要实现

消费者与乡村农产品品牌的交流，实现消费者、乡村、农产品三者的联结，在亲子研学、农耕体验、售

卖体验中产生情感体验，产生对乡村产品的认同。再通过文创产品的延伸，去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使品牌设计最大限度赋能乡村振兴，见图 1。 

3.1. 融合乡村农产品元素 

乡村农产品元素是农产品品牌设计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也是区别其他设计品牌的关键。不同乡村地

区由于地域、气候、人文环境等因素所形成的特色农产也是不同，将乡村特色农产元素进行设计提炼，

消费者一眼就能捕获到本村有哪些特色农产品，不光能吸引特定的消费群体，还可以达到精准营销的目

的，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乡村同质化最好的利器[5]。同时，乡村特色农产品也可以通过元素的设计表达，

吸引消费者对乡村产业活动的联系，以自身互动体验加入其中，感受由品牌赋予的情感体验，这也对带

动乡村其他产业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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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ing design strategy 
图 1. 农产品品牌设计策略① 

3.2. 提取自然资源元素 

乡村农产品品牌形象设计也离不开对在地自然资源的挖掘，每个乡村的自然资源都有属于自身的鲜

明特征和特性，如苏州的水网密布，雨量充沛的环境与哈尔滨的寒冷刺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就是各

地自然资源所赋予特殊性。由自然资源提炼的元素也顺其自然的成为品牌设计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乡

村产品品牌化过程中最有效的差异化手段，是最基础、最核心的竞争力[6]。除此之外，农产品品牌出现

的目的在于借助品牌形象述说产品故事，自然资源对品牌形象的故事讲解、价值挖掘有着补充作用，对

品牌形象的设计定位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这样形成品牌会与消费者的紧密连接，消费者对品牌的粘

度则会增加，对持续激发乡村品牌生命力也会产生帮助。 

4. 乡村农产品品牌形象设计实践—以“桥东村”为例 

本文以“桥东村”为例进行设计实践，验证策略的可行性。桥东村离常州主城区较近，经济较为薄

弱。对桥东村进行乡村农产品品牌形象设计，首先对案例地区进行调研走访，探查村内的自然资源、农

产特色，从文创产品、亲子研学、农耕体验、售卖体验四个角度出发，挖掘村内可运用元素，以向消费

者展现具有桥东韵味的乡村品牌形象。 

4.1. “桥东村”概况 

桥东村位于常州市邹区镇卜弋街的东部，东、北与林场村相接邻，南靠礼河村，西邻卜弋街扁担河，

常金东路贯穿本村，交通十分便捷。但村庄人口较少，总面积为 4.5 平方公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薄弱。

在实地调研中与当地居民进行交谈中得知，桥东村老龄化严重，村内大部分耕田都由外地种植大户承包

种植，农产作物为西兰花、萝卜、鸡蛋等。某些产物如鸡蛋已经形成自身的品牌(见图 2)，但也仅流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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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村镇，关心的核心并非品牌而是产品，市场占有度不高。总体特色农产品呈现一种小，弱，散的情

况，供给端与需求端完全脱离，品牌影响力严重不足。 
 

 
Figure 2. Qiaodong Village egg brand 
图 2. 桥东村鸡蛋品牌② 

4.2. “桥东村”农产品品牌的总体规划 

桥东村人口不足，人口老龄化严重，但由于闲置耕地较多，在品牌设计中不能仅仅考虑对农产品的

售卖，还要对村内的其他产业进行联动。在对品牌的整体规划中，整体上分为自身体验与文创宣传，自

身体验分为农耕体验、亲子研学以及售卖体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推进农产品交易方式的创新,这是引领

乡村经济、发现乡村价值的具体路径[7]。通过将传统农产品品牌售卖的方向进行逆向转化，让消费者自

身去体验售卖，在获取情感上的需求，也对产品的售卖进行帮助，实现消费者—特色农产之间的相互联

结。 

4.3. “桥东村”品牌形象设计定位 

依照上文对桥东村村内现状，资源等方面的分析以及对农产品品牌形象的总体规划，对桥东村农产

品品牌形象定位上考虑以体验式消费为纽带，去关联当地的特色农产，延展出多样化的产业形态，并驱

动产业发展[8]，助力桥东村实现乡村振兴。 
在工业发展的冲击下，传统农业整体带有“土”的刻板印象[9]。同时，由于桥东村历史资源匮乏，

乡村品牌在设计风格中会以青春时尚为主，以年轻化的风格去挖掘桥东村的产业元素，改变传统农产品

“土”的形象，去吸引年轻群体。受到乡村农产品品牌所吸引的年轻群体，可以在体验的过程中，帮助

当地使用闲置耕地。因此在设计中，其设计的方向一定要把握年轻化，品牌的造型和色彩的选用都需要

避开传统乡村的古朴，重点突出“年轻感”。 
桥东村的设计符号也需要具有当地特色农产元素的使用。品牌的元素对品牌的定位起到引导作用，

也是区别于其他品牌的良药。桥东村本身所拥有的特色农产为西兰花、萝卜、鸡蛋等产物，通过提炼所

形成的视觉符号也是具有独特韵味，在突出桥东村农产品牌形象的同时，也能使消费者在心理上获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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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与认同感，也产生了独特的附加值。 

4.4. “桥东村”品牌形象设计实践 

桥东村的品牌形象设计与传统农产品品牌形象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以单一的农产命名，而是以“桥

东市集”来进行表现，这样既涵盖了整个村落，也将品牌定位和总体规划直接呈现出来(见图 3)，以适合

年轻群体，字体现代的方式进行呈现，LOGO 中也将村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桥东桥融入其中，以展

示标志的独特性。当地的农产特色通过扁平化的处理，形成了年轻化、趣味性十足的视觉符号，能够更

好的与当地特色相容，与品牌形象也可以相互呼应。后续的设计也是围绕 LOGO，标准字体以及辅助图

形进行展开。 
 

 
Figure 3. Qiaodong Village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LOGO and auxiliary graphics 
图 3. 桥东村农产品品牌 LOGO 及辅助图形③ 

 
在后续的设计中，为了消费者的沉浸式体验，设计了相关的物料设计(见图 4)，在物料的设计中，则

是将品牌标志、辅助图形以及品牌标准色进行了组合，丰富了乡村农产品的视觉体系，整体色彩也是选

择年轻跳跃的颜色，用扁平，轮廓粗糙的图形进行表现，使其不失设计感又能够迎合年轻群体的审美，

对乡村农产品品牌能够产生丰富的联想。 
 

 
Figure 4. Qiaodong Village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 material design 
图 4. 桥东村农产品品牌物料设计③ 

5. 结语 

现如今，大部分村庄都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但由于农产品种类繁多，其品牌建设者又缺乏品牌建

设意识，对农产品只考虑到售卖环节，忽略了对下游客户的各方面需求，导致很多乡村品牌都出现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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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现象，无法抓住自身优势。以创意拓展、品牌运作、产业延伸等层次优化桥东村农产品品牌[10]，考

虑消费者的各方面需求，提升其消费体验，才能让消费者建立信任度，进而成为品牌的传播者，以此将

品牌效益最大化，实现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注  释 

①图 1 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 2 来源：作者拍摄 
③图 3、图 4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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