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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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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

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安化县茶旅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安吉

县农业农村局、安溪县茶业发展中心、苍梧县六堡茶产业发展中心、浮梁县茶叶协会、鹤峰县茶产

业发展促进中心、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泸州市纳溪区农业农村局、勐海县茶叶与绿色食品

产业发展中心、松阳县农业农村局茶叶产业发展中心、旺苍县农业农村局、武夷山市茶产业发展中

心、武义县农业农村局、西乡县茶产业发展中心、新昌县农业农村局、修水县茶叶科学研究所、岳

西县农业农村局、重庆市南川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紫阳县农业农村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桂才、魏有、赵俊杰、铁丁、鲁成银、孙丹威、康键、焦宏、高颖、麦

雄俊、陈九江、范文豹、胡升旭、黄佳雄、李军、李伟、李延顺、林松、刘芳梅、刘清华、聂旺、

区灿松、徐卫兵、徐颖、许杨、薛珂阳、叶火香、叶林、尹钟、俞浩芳、周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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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的原则，规定了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强度影响因

素和测算方法、品牌价值评价模型和评价过程。

本文件适用于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开展的品牌价值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185 品牌 术语

GB/T 29186（所有部分） 品牌价值要素评价

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5、GB/T 29186（所有部分）和 GB/T 2918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regional public brand of tea ; RPBT

在一个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明确生产区域内，由相关组织所有，由若干生

产经营主体共同使用的茶叶产品品牌。

3.2

一般产品 generic product ; GP

与被评价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生产环境相似的非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

3.3

毛利率 gross profit rate ; GPR

产品销售收入和成本之间的差额与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值。

3.4



T/CAI XXX-2024

2

超额毛利率 excess gross profit rate ; EGPR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毛利率与一般产品毛利率之差。

3.5

单位超额收益 excess profit ; EP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超额毛利率与其平均销售单价之积。

4 评价原则

4.1 突显产业特色

品牌价值评价应充分体现茶叶独特的产品特点、茶叶产区独特的生态禀赋、卓越的品质水平以

及显著的品牌成效。

4.2 引导创新发展

品牌价值评价旨在推动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组织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持续改进，不断推动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更好满足用户及相关方需求，以品牌引领带动所在区域和相关产业高质量发

展。

4.3 促进公平公正

品牌价值评价应采取科学的方法、规范的评价过程开展，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可信，公平公正

的反映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状况。

5 品牌强度

5.1 概述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强度评价指标包括有形要素（K 1）、质量要素（K 2）、创新要素（K 3）、

服务要素（K 4）和无形要素（K 5）。各级评价指标示例及说明见附录 Ａ。

5.2 有形要素

评价指标包括：

——资源禀赋：包括对生态条件、品种资源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市场表现：包括对市场规模、销售范围和渠道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品牌投入：包括对政策资金支持1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产业基础：包括对产业规模、种植管理、生产主体3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5.3 质量要素

评价指标包括：

——质量管理：包括对质量管理制度、质量管理认证情况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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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包括对标准实施情况、有机和绿色产品认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质量安全事

件4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5.4 创新要素

评价指标包括：

——创新能力：包括对品牌创新投入、技术创新平台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创新成果：包括对新工艺应用、智慧管理水平、专利获得、标准制定4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5.5 服务要素

评价指标包括：

——对消费者服务：包括对服务规范化、服务渠道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对生产主体服务：包括对服务部门、服务内容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5.6 无形要素

评价指标包括：

——品牌历史：包括对品牌形成年代、品牌使用历史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政策支持：包括对政策支持情况1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品牌影响：包括对品牌知名度、品牌宣传活动、品牌国际化情况3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品牌管理：包括对品牌管理制度、品牌管理机构、授权使用情况3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品牌保护：包括对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品牌危机管理2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社会责任：包括对带动就业和增收、传统工艺保护、社会公益工作3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荣誉称号：包括对地理标志、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奖项、其他4个三级指标的评价。

5.7 品牌强度的计算

品牌强度 K可根据有形要素（K 1）、质量要素（K 2）、创新要素（K 3）、服务要素（K 4）和

无形要素（K 5）五个一级指标，按式（1）计算：

� =
�=1

5

�� ×��� ······························（1）

式中：

K ——品牌强度；

K i——第 i个一级指标评价值；

Wi——第 i个一级指标对品牌强度 K的影响权重。

有形要素（K 1）、质量要素（K 2）、创新要素（K 3）、服务要素（K 4）和无形要素（K 5）由

二级指标构成时，按式（2）计算：

� =
�=1

ｎ

��� ×���（�＝１,２, ···,ｎ）� ······························（2）

式中：

K i ——第 i个一级指标评价值；

K ij——i指标下属第 j个指标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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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i指标下属第 j个指标对 K i 的影响权重。

6 评价模型

6.1 超额收益模型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按式（3）计算：

VB= E×Q×k ······························（3）
式中：

VB——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E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单位超额收益；

Q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年销售量；

k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强度系数。

6.2 单位超额收益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单位超额收益按式（4）计算：

E =（GPR（RPBT）-GPR（GP））×P ······························（4）
式中：

E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单位超额收益；

GPR（RPBT）——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毛利率；

GPR（GP） ——一般产品毛利率；

P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平均销售单价。

6.3 毛利率

毛利率按式（5）计算：

GPR（RPBT/GP）=（P（RPBT/GP）-C（RPBT/GP））/P（RPBT/GP） ······························（5）
式中：

GPR（RPBT/GP）——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一般产品毛利率；

P（RPBT/GP）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一般产品平均销售单价；

C（RPBT/GP）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一般产品平均单位成本（或平均收购单价）。

6.4 品牌强度系数

品牌强度系数按式（6）计算：

250k =（K/10）2 , K∈［0,500］ ······························（6）

(k-10)2= K/5-100 , K∈（500,1000］

式中：

K——品牌强度；

k ——品牌强度系数（在0-20之间）。

7 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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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确定评价目的

根据评价用途、结果使用方的要求和被评价品牌特性等因素确定评价目的。不同的评价目的将

影响评价程序、评价精度和结果报告的形式。

7.2 确定评价区域品牌

评价前应识别、界定和描述所评价的区域公用品牌，包括区域范围、产品范围、产业范围及品

牌价值评价的范围等。

7.3 确定模型参数

根据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政策以及市场经济情况，确定以下参数：

a）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平均年销售量；

b）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和成本；

c） 一般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和成本；

d） 各级评价指标得分。

7.4 采集评价数据

遵循真实、准确、客观的原则，采集评价所需的各类数据。

评价数据获取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被评价品牌公开发布或提供的信息和数据；

——国际、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

——评价主体采用调查等方式获取的与评价相关的信息和数据；

——可采信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文献等相关资料；

——社会媒体等公开发布的相关信息。

7.5 执行测算过程

品牌价值测算过程包括：

——采集评价对象的相关财务信息，按照6.2-6.3计算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单位超额收益；

——采取适当方法，对5.2-5.6给出的品牌强度评价指标进行评价，根据5.7和6.4计算品牌强

度系数 k；
——按照6.1给出的评价模型，将上述信息输入到评价模型中，计算得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

7.6 报告评价结果

根据评价目的，采取适当形式报告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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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

品牌强度指标及说明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强度指标示例及说明见表A.1。

表 A.1 品牌强度指标及说明

一级指标及分值 二级指标及分值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价内容

有形要素

（180分）

资源禀赋

（40分）

生态条件

（20分）

包括当地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水环境

质量以及生态保护投入等情况

品种资源

（20分）

包括茶叶良种覆盖率、特有品种保护、品

种培育等情况

市场表现

（70分）

市场规模

（40分）
品牌茶叶产品销售量、销售额

销售范围和渠道

（30分）

品牌茶叶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销售地

区、出口情况

品牌投入

（40分）

政策资金支持

（40分）

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品牌管理机构对品

牌打造提供的资金

产业基础

（30分）

产业规模

（10分）

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产值、茶产业综合

产值

种植管理

（10分）
包括茶园管理水平、生态茶园建设等情况

生产主体

（10分）

包括授权使用品牌企业中龙头企业数量、

规模等情况

质量要素

（180分）

质量管理

（60分）

质量管理制度

（30分）

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建设、监督执行、检验

检测等情况

质量管理认证情

况（30分）

授权使用品牌企业获得质量管理相关认证

等级、范围、方向和证书数量等情况

产品质量

（120分）

标准实施情况

（30分）

区域公用品牌茶叶相关标准完善度、宣贯

执行情况

有机和绿色产品

认证（30）

有机茶园占比，有机茶叶产量和占比，绿

色茶叶产量和占比

质量监督抽查情

况（30分）
国家级、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

质量安全事件

（30分）
近3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创新要素

（140分）

创新能力

（60分）

品牌创新投入

（30分）
包括品牌研究等方面投入

技术创新平台

（30分）

包括拥有的研发机构、质检机构，与高校

或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的技术平台数量和级

别等情况

创新成果

（80分）

新工艺和新设备

应用（20分）
包括新工艺和新设备的应用、推广等情况

智慧管理水平

（20分）

包括品牌、产业智慧管理体系建设、运行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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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品牌强度指标及说明（续）

创新要素

（140分）

创新成果

（80分）

专利获得

（20分）

获得的与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产品相关的

专利情况

标准制定

（20分）

包括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地

方、团体标准制定的情况

服务要素

（120分）

对消费者服务

（60分）

服务规范化

（30分）

包括生产主体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规范

化程度、监督执行情况

服务渠道

（30分）

包括生产主体建立服务渠道的多样性、便

捷程度情况，以及是否建立生产主体上一

级服务渠道等情况

对生产主体服务

（60分）

服务部门

（30分）

当地建立的面向生产主体提供产业发展和

品牌打造服务部门的情况

服务内容

（30分）

当地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内容丰富度、品

牌打造方面服务情况

无形要素

（380分）

品牌历史

（40分）

品牌形成历史

（20分）
品牌形成历史情况

品牌有效使用时

间（20分）
品牌注册使用情况

政策支持

（50分）

政策支持情况

（50分）

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对品牌发展提供的政

策支持情况

品牌影响

（90分）

品牌知名度

（40分）
品牌知名度

品牌宣传活动

（30分）

开展品牌宣传推广活动的场次、规格等情

况

品牌国际化情况

（20分）

包含在国（境）外推广品牌、建设品牌茶

叶产品销售渠道和平台、举办或参与国际

活动等情况

品牌管理

（70分）

品牌管理制度

（20分）
品牌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

品牌管理机构

（20分）
品牌管理机构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授权使用情况

（30分）
品牌授权使用制度制定和运行情况

品牌保护

（30分）

法律法规、政策

和制度（20分）

包括保护性法律法规、保护性政策、保护

制度的制定及相关措施等情况

品牌危机管理

（10分）
品牌危机管理机制建设情况

社会责任

（50分）

带动就业和增收

（20分）
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和茶农增收情况

传统工艺保护

（20分）
传统生产工艺保护等情况

社会公益工作

（10分）
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等工作情况

荣誉称号

（50分）

地理标志

（20分）
地理标志认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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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品牌强度指标及说明（续）

无形要素

（380分）

荣誉称号

（50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

（10分）
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时间等情况

获得奖项

（10分）
获得国际、国家、省部级奖项情况

其他荣誉

（10分）
其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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