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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s a condition sine qua non for ensuring food safety, improving com-
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nevertheless, such 
standard system still remains defective to some extent presently. Grounded Theory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dopted as the prominent instrument for the present research. It is concluded 
that Zhongyang Grou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tandar-
dization in leadership motiv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 marketing strategy, brand management 
and quality traceabilit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relevant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with re-
gard to mode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upply-side reform will 
be thereupon proposed, and gives 5 innov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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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标准化是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但当前面临标准体制不健

全的问题。以中洋集团为研究对象，依托扎根理论，探讨了农业标准化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

洋集团在领导力驱动、产品与服务、营销策略、品牌战略以及质量追溯等方面实现的创新对农业标准化

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标准化创新的5条路径，并给出5条创

新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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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利用产业标准化、技术专利化、标准准入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抢占国际市

场，我国出口市场受阻严重。基于此，国家提出全面加强“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我

国迈入标准强国行列。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政府统筹标准管理体制工作，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企业难以

参与标准制定，导致标准体系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标准化实施过程中，企业面临行业标准不统一、

标准制定周期长、监管措施不到位、法律体系不完善、人才队伍跟不上、宣传力度不够足、企业需求难

满足以及标准与国际脱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2017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将“推进农业标准

化生产、加强监测评估工作、推进追溯体系建设”等八大任务作为 2017 年农业工作的重点。 
河豚，与鲥鱼、刀鱼并称“长江三鲜”，被视为鱼中极品，其食俗文化自大禹治水时代延续至今。

针对频频发生的食用河豚中毒身亡事件，国家严令禁止河豚在市场流通销售。受政策限制，河豚产业多

年停滞不前，攻破河豚有毒难关成为获得市场准入的突破口，2016 年，国家有条件放开河豚的加工与经

营，沉寂多年的河豚产业迎来春天。中洋集团于 1993 年开始致力于长江暗纹东方鲀的科研、繁育和养殖，

依托中洋河豚专营公司，实施连锁加盟模式，河豚产业迅速发展壮大。2016 年 11 月，中洋成为全国首

家审核通过的暗纹东方鲀加工企业，中洋河豚鱼上市的所有政策障碍被彻底扫除。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中洋集团先后取得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多项殊荣，是首家获得江苏省质量奖的农业

企业。中洋集团在践行河豚标准化经营过程中遇到诸多难题，如政府明令禁止河豚在市场流通销售，如

何攻破河豚有毒难关、实现健康养殖是中洋遇到的首要难题；河豚产业起步阶段没有明确的标准指导生

产和销售，亟待完善的标准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河豚鱼产业政策管理相对滞后，部分无良企业冒用中洋

河豚鱼品牌扰乱市场秩序；河豚文化存在明显的地域特色，食用河豚的风气尚未在全国流行起来，产品

受众面有限等。 

2. 相关理论回顾 

(一) 农业标准化文献综述 
根据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联合国世界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等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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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以及 EBSCO host 等外文全文数据库的查询，欧美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并没有明确的“农业标准化

(Agriculture standardization)”这种说法，与之相接近的两个领域是“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 [1]”
和“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简称 HACCP)”。美国是第一个应用

HACCP 原理的国家，水产专家 Lee 首次将 HACCP 概念用于新鲜和冻结的水产品，HACCP 体系的成长

完善是有机农业走向大众的必要条件。美国人帕特丽夏·艾伦(Patricia Allen，2002)提出通过建立一整套

从栽培、生产、加工、储藏、运输、认证等环节共同遵守的技术标准和相应法规[2]，促进农业发展。由

于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化以及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得标准的执行并不是其关注的焦点，而关注的重点在

标准如何服务于农业生产和企业加工、如何高效利用政府资源[3]。 
国内对农业标准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定义农业标准化是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

验为基础，按照“简化、统一、协调、优选”的原理，把科研成果、先进技术和成熟的经验转化成标准，

用以指导、规范农业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活动，达到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的过程[4]。农业标准化遵循标准化的普遍原理，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产品质量为中心、科学技术为

发展动力，农产品分等分级为重点，对农业生产、流通、销售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和监测。陈昌洪(2016)
认为农业标准化是按照市场需要，采用设定标准监控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向消费者提

供合乎标准的、高质量的农副产品，实现最佳效益的经济活动[5]；张艳玲等(2016)指出标准化是保障食

品安全的重要措施，其最终目的是获得最佳经济效益[6]。尽管学者研究农业标准化的侧重点不同，但都

把农产品符合特定标准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因此，我们将农业标准化定义为：以市场为导向，采用标准

化管理体制监控农业生产全过程，面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农产品，促进标准化销售，实现农业最佳效益

的经济活动。 
(二)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方法适用于对个别事物进行动态、全面的描述和分析或社会系统不熟悉、研究环境不受控

的情况。扎根理论是在没有研究假设的情况下，从大量详实的资料中通过科学的逻辑，归纳、演绎、对

比、分析，循环地提升概念及其关系，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包括 5 个操作程序：

从资料中产生概念并逐级比对；不断地比较资料和概念，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发

展理论性概念，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理论性抽样，系统地对资料进行译码；建构理论，力求获

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7]。研究流程如图 1 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 Pandit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J].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96, 2(4): 4
编制 

Figure 1.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flow chart 
图 1.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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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扎根理论进行农业标准化创新战略研究，与我国独特的农业国情密不可分。其一，我国农业生

产具有分散性、封闭性和自足性，极具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体系，缺乏可直接借鉴的理论成果，使得学

者对中国的农业标准化进行研究时，很难从国外文献中找到恰当的解释，无法借鉴国外理论提出适合我

国国情的农业标准化理念和体制。其二，我国农业标准化研究起步晚，其理论深度、法律体系、技术规

范、运营机制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与国外相比，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长期轻视对农业标准化的研究，科

研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我国农业标准化体系框架虽已初步形成，但缺乏系统性、协调性，难以满足市场

需要。其三，扎根理论是国外质性研究的一个杰出代表，其优势在于研究开始前不提出理论假设，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因事先资料不足，假设受限进而成为偏见的风险。虽然扎根理论是个案分析，但从研究问

题出发，以客观的现实经验为基础，运用调查、访问、实物等手法，收集到的资料细致详细且与研究主

题紧密相关，克服一般定性研究缺乏规范的方法论支持、研究过程难以追溯和检验、得出的结论说服力

不强等问题，被认为是定性研究中比较科学的方法论[8]。 

3. 运用扎根理论的标准化创新战略研究 

根据扎根理论注重目标企业的信息丰富度而非样本数量大小的原则，选择江苏中洋集团为研究对象，

打破以往实证分析及文献演绎的研究思路，从现有资料中提炼理论与方法，创新农业标准化经营模式。 
(一) 资料收集与整理 
运用扎根理论对农业标准化创新进行研究分析，要求信息丰富且真实可靠。本研究收集的企业资料

主要包括：① 2016 年笔者对中洋集团实地走访调研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记录；② 关于中洋集团的

文献、媒体评价及主流网站(www.google.com 和 www.baidu.com 等)的新闻报道；③ 企业主办、定期发行

的报刊，集团官网及其他内部资料；④ 企业发展状况报告以及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等。 
(二) 开放性译码 
开放性译码指将企业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将既有的大量资料加以逐级缩编，用概念和范

畴正确反映资料内容，并把资料记录以及抽象出来的概念彻底打碎[9]、分类汇总并重新整合和归纳的过

程。首先，整理分析企业的采访资料、内部刊物以及权威机构的公开材料，对这些零散的文字碎片进行

贴标签，标签用(ax)标注，初步概念化用(aax)表示。这一阶段工作繁杂，需要在资料和概念、范畴中进行

多次“往返”，如果目前的资料没法满足提炼概念的要求，则需要进一步收集资料并进行更为严密的整

理分析。中洋资料记录的开放性译码过程，如表 1 所示。 
本案例中，通过对中洋集团资料记录的开放性译码分析，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 60 个概念和 16 个范

畴。由于概念数量众多且存在重叠，且范畴又是对概念的进一步汇总和整理，因而对范畴的提炼和归纳

成为后续工作的重点。挖掘的 16 个范畴(A1~A16)分别是前瞻性、顾客取向、企业家精神、市场环境、研

发创新、规范化、因地制宜、品质、特色农业、精准营销、“互联网+”营销、检测评估、质量追溯、品

牌定位、品牌认证和品牌推广。前瞻性是指领导人敏锐地市场嗅觉和准确果敢的判断力；顾客取向是指

消费者渴望食用健康无毒的河豚产品；企业家精神是指公司保护珍稀鱼类的担当精神；市场环境是指公

司对经济局势的把握；研发创新是公司为适应市场，满足消费需求做出的技术努力；规范化是整合科学

技术与经验智慧，组装成标准，推广应用；因地制宜是指在合适的地方养合适的鱼，实现质优价高；品

质是指公司精益求精，质量至上；特色农业是指公司提升产业价值链，深挖农业特色经营；精准营销是

公司把握市场的基础上制定营销策略；“互联网+”营销是指依托互联网技术，开展线上销售业务，扩大

产品销售圈；监测评估是指公司严格把控产品生产流程，确保食品安全；质量追溯是指公司建立全产业

链追溯系统，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品牌定位植根于中洋理念，并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品牌认证是指在

商标注册与保护的基础上提升产品知名度，扩大企业影响力；品牌推广是指中洋以媒体和特定节日为重

要依托，开展标准化宣传，大力发展河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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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example of open decoding 
表 1. 开放性译码的分析举例 

中洋集团资料 
收集与整理 

开放性译码 

贴标签 a 初步概念化(aa) 概念化 范畴化 

江苏中洋集团为把无毒河豚 
推向全国(a6)，走进寻常 
百姓的餐桌，实现河豚鱼 
有条件市场准入(a7)， 
实施连锁经营经营 
(a8)，建立单一通道保障 
河豚的市场流向，正确 
引导河豚的安全消费(a9)， 
成立长江珍稀鱼类产品 
管理运营商(a10)∙∙∙∙∙∙ 
统一标识、统一营销策略、 
统一价格(11)，采用有效 
监管手段，从养殖到 
终端消费进行全程监控(12)， 
实现安全责任可追溯(a13)。 
品牌连锁经营经营使得 
中洋产品得到市场的广泛 
欢迎(a40)，促使中洋河豚 
成为目前唯一获得地理标志 
保护长江河豚产品(a41)∙∙∙∙∙∙ 
通过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 
模式(a58)，带动农户共同 
发展河豚产业(a59)。 
与之息息相关的产业链 
包括：种苗、养殖、配合 
饲料加工、运输等(a60)。∙∙∙∙∙∙ 
在原有天猫销售平台的 
基础上，继续拓展线上渠道

(a81)，进行个性化配比 
(备注：资料为碎片 
信息参考，仅作为例证) 

a6 扩大国内市场 
a7 打破市场准入 
a10 创新经营模式 
a12 实行有效监管 
a13 信息档案 
∙∙∙∙∙∙ 
a40 品牌知名度 
a41 产品独占性 
∙∙∙∙∙∙ 
a58 带动农业发展 
a59 经济辐射 
a60 产业链延伸 
a81 线上销售 
a82 扩展营销渠道 
a94 人性化配餐 
a95 入驻中央厨房 
(共计 256 个标签). 

aa1 提高市场占有率 
(a6 a7)； 
aa5 品牌连锁经营模式 
(a8 a10 a11)； 
aa10 责任担当 
(a9 a58)； 
∙∙∙∙∙∙ 
aa15 规范生产 
(a11 a25)； 
aa20 责任可追溯 
(a12 a13)； 
aa25 强化质量意识 
(a23 a24 a31 a33) 
aa35 人性化经营 
(a60 a94)； 
aa50 开拓创新 
(a70 a82)； 
aa65 审时度势 
(a95 a101)； 
∙∙∙∙∙∙ 
(共计 90 个初步概念) 

A1 敏锐地市场嗅觉 
(aa1 aa2 aa32)； 
A2 经营理念 
(aa10 aa65 aa71)； 
A20 质量可追溯 
(aa20 aa23 aa72)； 
A21 经营模式多样化 
(aa29 aa38 aa69)； 
A22 营销手段多样化 
(aa28 aa45 aa57 
aa81)； 
∙∙∙∙∙∙ 
A30 工匠精神 
(aa52 aa53 aa78)； 
A55 品牌效益 
(aa5 aa27 aa47 aa74) 
(共计 60 个概念) 

AA1 前瞻性 
(A1 A3 A15)； 
AA3 企业家精神 
(A2 A6 A34)； 
∙∙∙∙∙∙ 
AA5 研发创新 
(A7 A10 A60)； 
AA6 质量追溯 
(A20 A26 A38) 
AA7 品质 
(A30 A32 A51)； 
AA9 精准营销 
(A21 A29 A50)； 
∙∙∙∙∙∙ 
AA10 “互联网+”营销 
(A22 A36 A47) 
AA15 品牌认证 
(A 44 A55 A58) 
(共计 16 个范畴) 

注：资料的开放性译码和主轴译码涉及大量的分析表格，为了说明研究过程和节省空间，文中只截取了部分表格，以此为证。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资料整理而来。 
 

(三) 主轴译码 
典范模型联系各个范畴，用以挖掘范畴的深层次内涵，是扎根理论方法中经常用到的分析工具，利

用产生某个事件(主范畴)的条件、所依赖的脉络(该范畴性质的具体维度指标)以及行动者所采取的策略和

采用的结果，有助于更多、更准确地把握该事件(主范畴) [10]。即：条件、脉络、策略和结果是与主范畴

相关、用于帮助了解主范畴的副范畴。产品和服务的典范模型分析过程图 2 所示。 
图 2 着力分析产品和服务这个主范畴，选择市场环境作为主要因果条件，现象是企业因地制宜生产、

在合适的地方建设河豚渔源基地，行动脉络是基于产品和服务的出发点在于满足消费者需求、获得最佳

经济效益，所以立足市场，关注消费需求变化对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势具有重要意义，在智能化、规范化

和精细化管理这几个条件中选择规范化为中介条件，行动策略为研发创新，最终结果是标准化贯穿生产

与销售全过程，确保产品和服务高品质的同时为企业赢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依托科技创新，研发新产品，

迎合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通过典范模型得到五个主范畴，分别是领导力驱动、产品和服务、营销策略、质量追溯和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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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扎根理论的关联性编码 

Figure 2. Model of main category products and services 
图 2. 主范畴产品和服务的典范模型 
 
领导力驱动这一主范畴是由顾客取向、企业家精神和前瞻性三个范畴以及高瞻远瞩、责任、担当、信念、

历史传统、国际视野、审时度势 7 个概念通过典范模型构成。产品和服务这一主范畴是由市场环境、研

发创新、因地制宜、品质和规范化五个范畴以及科技、创新、质量把控、精细化管理、合作、激励、智

能化、标准化 8 个概念通过典范模型构成。营销策略这一主范畴是由精准营销、“互联网+”营销、特色

农业三个概念以及多元销售圈、团餐、中央厨房、旅游庄园、定制产品、电商化 6 个概念通过典范模型

构成。质量追溯主范畴由检测评估、质量追溯 2 个范畴以及安全意识、管理工业化、二维码追踪、电子

档案、质量可控 5 个概念通过典范模型构成。品牌战略这一主范畴由品牌定位、品牌认证和品牌推广 3
个范畴和知名度、品牌独占性、开放、共享、绿色天然、有机 6 个概念通过典范模型构成 

(四) 选择性译码 
通过对前瞻性、顾客取向、企业家精神、市场环境、研发创新、规范化、因地制宜、品质、特色农

业、精准营销、“互联网+”营销、检测评估、质量追溯、品牌定位、品牌认证和品牌推广这 16 个范畴

的继续考察，以及对主范畴和相应副范畴的深入研究，得出 5 个方面的核心范畴：领导力驱动、产品和

服务、营销策略、质量追溯和品牌战略。中洋集团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概括为：领导力驱动使中洋

集团先人一步瞄准无毒河豚市场，研发控毒技术、规范繁养殖操作流程，参与行业标准制定，逐步成长

为河豚行业的标杆企业；研发创新与规范化运营，是企业持续不断地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

有力保障，依托良好的市场口碑，中洋产品得到消费者认可，海外销售更是一片红火；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的开发，国内市场的巩固与国外市场的拓展，营销策略创新使企业发展更加顺风顺水；产品可追溯是

发展现代化农业和标准化农业的重点与难点，中洋集团在加工过程中自抬标杆、自设标准，用严格的质

量标准保证食品安全，在销售过程中利用二维码和数据平台建立产品的电子档案，提高顾客放心程度；

立足企业理念提出品牌定位，通过商标注册进行品牌认证，借助媒体和特定节日进行品牌推广，品牌战

略创新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中洋集团农业标准化经营创新核心范畴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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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笔者总结归纳得来 

Figure 3. The core category of the standardization innovation path of Zhongyang Group 
图 3. 中洋集团标准化创新路径核心范畴 

4. 农业标准化创新的对策及建议 

根据中洋集团农业标准化研究得到的 5 个核心范畴，基于我国农业标准的特殊性，对农业标准化创

新可分为领导力驱动、产品和服务、营销策略、质量追溯和品牌战略 5 条路径，分别给出 5 条路径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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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建议。 
(一) 领导力驱动路径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领导力是将企业愿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领导力驱动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目标能否实现以

及实现的程度，与企业经营成败密切相关。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领导人驱动创新应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

任、聚焦消费需求变化，协调供需矛盾、制定最佳发展战略，如中洋集团领导人通过前瞻性思维认识到

长江珍稀鱼类濒临灭绝以及民间历来有食用河豚鱼的习俗，由此出发建立全鱼类产业链，保护珍稀鱼类

的同时为企业发展开辟新道路；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领导人驱动创新要能够帮助企业评估决策收益、控

制防范风险，如中洋集团在日本鳗鱼当红的情况下，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对河豚鱼类的开发保护，有效

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领导人驱动创新要立足于协调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平

衡企业与消费者的利益，如中洋集团的标准化生产经营在确保提供优质商品的同时有效缩减成本，惠及

亿万消费者。 
(二) 产品和服务路径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在农业标准化创新中，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决定企业的标准化道路是否成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路径。

产品和服务要能够解决行业现存难题，打破企业发展瓶颈，如中洋集团攻克河豚有毒屏障、打破市场准

入门槛；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产品和服务要能够为企业和用户带来显著效益，把潜在客户变成忠实拥

护者，通过标准化宣传，吸引更多消费者，进而有助于产品的口碑积累和服务的快速推广，如随着中洋

无毒河豚逐渐被消费者接受，更多中洋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消费者食用无毒河豚的愿望被满足，企业

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得以实现；在农业标准化背景下，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要能够实现价值链整体增值、延

伸相关产业、实现资源高效整合，如中洋集团在稳步推进河豚鱼类发展的同时，建设集水产饲养、精深

加工、旅游观光、酒店服务于一体的中洋河豚庄园，极大拓宽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

产品和服务要有针对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层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如中洋集团在逐步开发适应老年人健

康保健、女人美容养颜、儿童休闲可爱、都市白领精致方便的个性化产品。 
(三) 营销策略路径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在农业标准化创新中，营销策略创新是农业标准化创新的助推器，是公司业绩能否呈几何级数增长

的关键因素。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营销模式创新要实现企业经营模式的优化升级，如中洋集团依托连锁

经营加盟模式，成立河豚专营公司，建立单一通道保障河豚的市场流向，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在农

业标准化环境下销售策略要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优势，从简单的“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把移动

终端设备(手机、平板电脑等)作为传播媒介，有效整合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如中洋集团在原有天猫销售平

台的基础上，继续拓展苏宁等线上渠道，引导消费者通过 APP 和微信购买商品，依托零售店，构建“中

洋鱼天下”自有线上平台，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要求销售策略国际化，如中洋集

团严格按照国外先进的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生产高品质产品，短时间内通过出口食品企业认证及

Haccp 认证，产品在国际市场一经推出，好评如潮，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要求销售

策略人性化，如中洋集团根据不同单位就餐人群的需要进行个性化配比，供应精细、卫生、干净的团餐，

进入大型连锁餐饮集团中央厨房，个性化定制产品，并进行加工处理，解放酒店后厨双手，提高酒店经

济效益。 
(四) 质量追溯路径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质量追溯体系建设，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协力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必经之路。

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质量追溯创新要符合“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规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如中洋集团

打造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系统，利用二维码配合平台数据库、云计算形成产品防伪系统，扫描产品二维

码可查询从养殖加工到冷藏销售全过程的相关资料；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质量追溯创新应以内部追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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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聚焦生产加工环节，如中洋集团首倡水产品“零毒素、零污染、零药残”标准，对鱼的投喂坚持定

时、定量、定点的原则，在现代化渔业养殖设施设备齐全的基础上，从选种育苗到出厂销售都严格执行

标准化操作；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质量追溯创新要强化技术培训，依托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优化追溯平台，

如中洋集团与上海海洋大学信息学院等专业机构合作，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品质控制工作，保证鱼类品质

可溯源，追溯体系机制更加灵活。 
(五) 品牌战略路径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在农业标准化创新中，品牌战略创新是加速企业将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的催化剂，是企业占领

行业制高点、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品牌战略创新要求深度和宽度，建

立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和品牌忠诚度，如中洋集团同时推广“中洋”、“中洋河豚”、中洋鱼天下

三大品牌，极力扩大中洋产品的市场覆盖面及占有率；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品牌战略创新应提升品牌推

广与品牌覆盖能力，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如中洋集团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搭建标准化推广公众

服务平台，同时利用特定节日开展标准化宣传；在农业标准化环境下品牌战略创新要强化对知识产权的

研发与保护，如中洋集团与高校合作，多次承担国家、省级科技项目，在科技创新、论文发表方面成果

丰硕。 

5. 结论 

典型个案抽样可以在满足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提高研究结论在案例类型上的普适性[11]。本文运用扎

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农业标准化创新战略研究，严格遵循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和选择性译码的操作

规范，得到了 5 个方面的核心范畴。企业进行标准化创新不仅是组织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推进组

织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中洋集团通过领导力驱动、产品和服务、营销策略、质量追溯、品牌战

略等五条创新路径实施农业标准化创新，以标准化创新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为

其他企业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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