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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苏州市品牌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市品牌促进会、江苏省品牌学会、苏州山海荟品牌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米爱邻品牌发展有限公司、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绣娘丝绸有限公司、苏州市

山水丝绸有限公司、苏州市南环桥市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东南建设产业发展（苏州）有限

公司、苏州蜜思肤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盒马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利霞智能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苏州苏蟹园水产有限公司。

2、标准编制过程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渐增强，消费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消费者对产

品和服务的消费提出更高要求，更加注重品质，讲究品牌消费，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高品位、

高档化、体验式消费的鲜明特点。在此背景下， 品牌已成为产品质量、服务水平以及经营理念、

文化的综合体现，品牌开始全方位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现阶段的商业和市场竞争已上升为不同

品牌之间的竞争，随着“三个转变””“三品工程”推进速度加快，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品

牌经济”时代。

一个企业是否成为品牌或其是否拥有知名产品和服务品牌，既表明其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

也反映其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小；一个城市拥有多少知名品牌，既是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

的重要标志，也反映着城市的影响力和潜在实力。

苏州市在全国地级市经济中排名第一，但品牌知名度和苏州知名度不匹配，品牌宣传力

度不够，很多好品牌默默无闻，缺乏行业话语权的问 题依然存在，品牌建设滞后是其重要原因

之一。特别是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驱动力，与一些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苏州需

要挖掘和树立更多知名品牌，扩大知名度，提升影响力，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基于此，本标准将在深入分析企业品牌资产的构成、来源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国

内外优秀企业在品牌评价与运营策略上的经验，结合我市企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采用定性分析



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构建我市知名品牌评价体系与评价模型。

通过编制本标准，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认识品牌的成长规律，在“品牌竞争”时代实现品牌的

科学管理和品牌战略的持续推进，并向广大消费者传达企业品牌的健康状态和发展趋势；另一

方面，有利于更好的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全面升级，实现“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和“中国品牌”的战略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由规

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的转变。

苏州市品牌促进会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首先收集、整理了相

关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参考，并通过企业调研，了解到企业实际

业务情况，经工作组的分析、研讨、论证后编写完成了《苏州知名品牌评价通则》草案， 经研

究讨论， 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写，主要遵循以

下原则：

（1）协调性: 保证标准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2）规范性：严格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3）适用性：结合产品生产企业管理实践和产品的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对企业产品的具

体要求和品牌建设规范。

2、主要内容及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苏州知名品牌评价通则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机制、评价规则、评价程序、评价

的应用与监督。

本标准适用于由苏州市品牌促进会会组织开展的，会员单位及相关企业可自愿参与的苏

州知名品牌评价活动。

本标准主要以《中国全面品牌管理》中提出的“三品四度”品牌建设的体系为基础提出的

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体系由品牌基础评价和综合评价两大部分构成，总评分 1000 分。其中企业

品牌盒产品品牌，品牌经济指标（100 分）、品牌管理（120 分）、品牌文化（100 分）、品牌

忠诚度（60 分）、品牌满意度（90 分）、品牌美誉度（100分）、品牌知名度（140分）、

品牌传播（100分）、社会责任（50分）、品牌售后（40分）、品牌影响力（100分）十一个

方面，分值共计1000 分。

服务类品牌评价部分包括了品牌经济指标（100 分）、品牌管理（120 分）、品牌文化（100 分）、



品牌忠诚度（60 分）、品牌满意度（90 分）、品牌美誉度（90分）、品牌知名度（120分）、

品牌传播（80分）、社会责任（50分）、售后服务（80分）、品牌影响力（110分）十一个方

面，分值共计1000 分。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 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执行该文件。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