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威海市“十一五”品牌建设规划

的通知
威政发〔2006〕90 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市经贸委、农业局、外经贸局、工商局、质监局拟定的《威

海市“十一五”品牌建设规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望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06 年 12 月 28 日

威海市“十一五”品牌建设规划

为了深入实施品牌战略，推进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城市影响力，根据国家、省相关规划

及工作要求，制定本规划。

一、“十五”期间全市品牌建设进展情况



“十五”以来，我市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建立和完善了扶持

政策和工作机制，品牌建设工作实现了新突破。目前，全市共有

中国名牌产品 16 个，国家免检产品 14 个，山东名牌产品 73 个，

山东服务名牌 6 个，山东省质量管理奖 3 个；中国驰名商标 7 个，

山东省著名商标 73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各

1 个；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 2 个，山东省重点培育

和发展的出口名牌 7 个。品牌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质

量管理和标准化建设，加快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促

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壮大了一批骨干企业，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区

域竞争力。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品牌意识还不

够强。部分企业缺乏战略眼光，培育和争创品牌的积极性不高；

有的企业虽然认识到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但认为这项工作投入

较大，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缺乏主动性；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品

牌建设缺乏统筹安排，忽视日常基础工作，存在着“重评比、轻

培育”的现象，支持创牌、参与创牌的氛围不够浓厚。二是品牌

的带动作用还不够强。品牌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及市场占有

率还不够高，叫得响、打得出的强势知名品牌不多。现有名牌产

品和驰（著）名商标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而农业、服务业品

牌所占比重很小，渔竿渔具、纺织服装、海洋食品及优势农产品

等特色产业品牌培育薄弱，缺乏强势龙头品牌的带动。三是创牌

企业后续资源不足。我市 95%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技术



力量薄弱、生产设备落后、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产业结构调整

和产品升级换代步伐不快，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制约着品

牌经济的发展。四是对品牌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大。在企业改制以

及与外商合资、合作过程中，存在闲置和浪费注册商标的现象，

不重视利用司法手段打击侵权行为。品牌是区域经济实力的重要

象征，推进品牌战略工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措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正视我市品牌建设的

差距和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规划引导、政策扶持，努力开

创品牌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二、“十一五”期间品牌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及发展

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核心，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强化政府引导和扶持，建立健全促进品牌发展的各种机制，加快

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产品，发展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

和带动力的品牌企业，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工作原则。

1.企业主体原则。积极引导企业增强品牌意识，夯实基础工

作，无品牌的创品牌，有品牌的提层次，并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



2.科技创新原则。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积极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增强品牌发展潜力和后劲。

3.政府引导原则。切实加强对品牌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进

一步完善鼓励实施品牌战略的政策措施，改进培育和推进模式，

为自主品牌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三）发展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市形成各行各业品

牌建设共同推进、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品牌领域明显拓展，数

量明显增加，质量明显提高，品牌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到 2010 年，新增中国名牌产品 10 个，累计达到 25 个；新增山

东名牌产品 50 个，累计达到 120 个；新增中国驰名商标 8 个，

累计达到 15 个；新增山东著名商标 50 个，累计达到 120 个；新

增山东省服务名牌 15 个，累计达到 20 个；争创山东名优农（林、

水）产品 10 个。

三、工作重点

（一）围绕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培育一批制造业品牌。按

照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围绕运输设备、机电工具、电子信息、

轻纺服装、食品医药五大产业群，优先培育电子信息、先进装备、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品牌产品，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

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抓好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

家纺服装、海洋食品、轻工等产业的品牌争创工作。



（二）大力培育农产品品牌，发展高效生态品牌农业。建立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提高农

产品质量。重点培育果品、蔬菜、水产品、特种养殖、中药材、

畜禽、优质粮油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建设一批农产品品

牌基地，鼓励各类农产品申请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

农产品认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定和证明商标及地理标志注册

认证，并加强规范使用和管理。

（三）努力打造服务业品牌，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积极推

进服务业连锁化、品牌化经营，采用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服务

技术和服务标准，尽快培育一批服务业品牌企业。重点在金融、

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检验检测、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贸

易、餐饮、社区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水、电、气、交通等公共

服务业，房地产、汽车、娱乐等消费热点领域，争创服务业品牌。

（四）培育和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品牌。鼓励和支持

出口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及专利申请，推动企业采用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实施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和产品质量认证。鼓励有条件的品牌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

化经营，逐步建立国际化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重点

选择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品牌，争取列为“商务部重

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和“山东省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

牌”。



（五）促进产业集聚，创建区域品牌。充分利用产业聚集效

应为品牌建设带来的有利条件，打造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引导

产业集群提升发展。积极推动骨干企业品牌培育工作，形成品牌

集群。鼓励行业协会、商会与龙头企业牵头或与中小企业合作，

共同打造专业品牌基地、集体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创造

区域性的集体品牌。发挥区域品牌在整合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进

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形成在全国甚至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区域品

牌。重点培育威海渔具、文登工艺家纺、荣成海洋食品等一批区

域品牌。

四、保障措施

（一）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建立国家、省两级品牌创建梯

队，分类别、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企业品牌经营和创牌活动。

引导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生产企业继续在标准、质量、

市场、技术、装备、信用、员工素质、企业文化上下功夫，不断

提升品牌价值。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

等多种途径做大做强，实现品牌的低成本扩张，努力形成一批核

心竞争力强、品牌带动作用明显的品牌大企业、大集团，加快培

育一批市场竞争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具有

特色优势的“小型巨人”品牌企业。对已经获得山东省名牌产品、

山东著名商标的企业，要引导其加强质量管理，提升技术水平和

产品档次，努力争创国家级品牌。对广大中小企业，要引导其注



册并规范使用商标，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努力提升产品附加

值和市场竞争力，争创省级名牌和著名商标。

（二）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调动企业争创品牌的积极性。

一是加大对质量工作的投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新产品开

发，提升产品档次，改进产品质量。财税、金融等部门要按照《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质监局关于实施名牌战略的意见的

通知》（鲁政办发〔2004〕62 号）要求及有关规定，在贷款和

税收等方面给予品牌企业大力支持；对品牌企业实施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和科研立项，有关部门和金融单位要予以优先安排。二

是对重点发展的品牌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优先列入省、市技术

创新计划，给予政策扶持。三是健全激励机制。对获得中国名牌

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和山东名牌产品、山东省著名商标的企业，

按照《威海市实施品牌战略奖励办法》（威政办发〔2005〕80

号）进行奖励。对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

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定的企业，按照《威海市农产品认证（认

定）奖励办法》（威农发〔2006〕15 号）进行奖励。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品牌奖励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共

同推进品牌建设工作。

（三）加强对品牌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要进一步完善政府

牵头、部门参与、专家论证、行业指导的品牌建设工作机制，健

全品牌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调度品牌规划落实情



况。经贸、工商、质监、农业、贸易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协

调，搞好服务，对纳入规划的企业，实行分类指导、动态管理，

及时解决品牌创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企业要充分发挥主

体作用，把品牌建设与企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按照职能部

门的要求，切实做好品牌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有关行业协会和

中介组织要积极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认证咨询、品牌推介、人

才培训、商标代理等服务，打造品牌培育公共服务平台。有关部

门要加大品牌保护力度，严厉查处制假售假、商标侵权等不法行

为，维护品牌企业的合法权益，为品牌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空间。

要加大品牌建设宣传力度，扩大品牌知名度，营造全社会争创品

牌、热爱品牌、保护品牌、使用品牌的浓厚氛围。

附件：威海市重点培育的品牌建设企业名单

附件

 威海市重点培育的品牌建设企业名单

一、争创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24 家）：山东双轮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环球渔具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纺织集团进出口有

限责任公司、山东俚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成中磊石材有

限公司、荣成市华鹏玻璃有限公司、文登威力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天润曲轴有限公司、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万得集团

有限公司、森鹿制革有限公司、山东富豪皮革有限公司、华隆（乳

山）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乳山市环宇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工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皓菲

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威海光威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华东数控股份

有限公司、威海银洁绣品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双丰科技发展集团

公司、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夏集团有限公

司、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争创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15 家）：山东环球渔具股份

有限公司、威海海马地毯有限公司、好当家集团、山东华鹏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泰祥水产有限公司、山东省艺达有限公司、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云龙绣品有限公司、威海广泰

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工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光威

渔具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华羽服装有限公司、山东威高集团有限

公司、威海迪沙药业集团公司、威海蓝星玻璃有限公司。

三、争创山东名牌产品的企业（98 家）：威海中威橡胶有限

公司、威海山海皮业有限公司、山东盛泉食品有限公司、荣成可

麦得食品有限公司、荣成波得隆食品有限公司、荣成市高绿水产

集团有限公司、荣成大祝线缆有限公司、荣成荣佳电机有限公司、

荣成奥西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荣成平安轮胎有限公司、荣成中磊

石材有限公司、荣成广信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黄海造船有限公司、



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荣成海森药业有限公司、荣成爱源食品

有限公司、荣成泰正食品有限公司、荣成黄海离合器有限公司、

赤山集团鱼粉厂、荣成市兴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威海市盛源电

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威海金领家纺有限公司、山东康威药业有限

公司、文登奥文电机有限公司、威海市艺源绣业集团有限公司、

森鹿制革有限公司、山东鹏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文登市三峰轮

胎有限公司、文登市明池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山东德正乳业有限

公司、威海市龙鹏乳业有限公司、文登市兴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文登市电缆厂、银丰家纺、文登市华塔建筑机械集团公司、山东

同大有限公司、鸿通管材有限公司、山东省航天发泡剂总厂、山

东文登中达轿车内装饰公司、威海市农药厂、乳山市酿酒机械有

限公司、山东环球塑业有限公司、乳山华美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乳山工艺品有限公司、山东乳山东海活塞环有限公司、乳山

市威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乳山市双丰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乳山

市大洋硅胶厂、山东众合食品有限公司、乳

四、争创山东著名商标的企业（57 家）：山东俚岛水产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高绿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荣成市兴达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威海嘉盛乳业有限公司、山东盛泉集团有限公司、荣成

大祝线缆有限公司、山东峰富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荣成市寻山电

焊机有限公司、山东凯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荣成华鹏酒业有限

公司、文登威力工具有限公司、森鹿制革有限公司、文登市双力



板簧有限公司、威海市盛源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威海金领家纺

有限公司、山东康威药业有限公司、文登市三峰轮胎有限公司、

文登市明池安全玻璃有限公司、威海市龙鹏乳业有限公司、山东

省航天发泡剂总厂、文登市东海化工厂、威海市周龙海珍品有限

公司、乳山市酿酒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昊安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威海市农药厂、乳山海润丝业有限公司、乳山市力久特种电

机有限公司、乳山市曙光啤酒有限公司、乳山市大洋硅胶厂、乳

山市工艺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富豪皮革有限公司、乳山市环宇

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威海东方火化设备有限公司、威海市雪莲山

酿酒有限公司、威海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市怡和专用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威海市海王旋流器有限公司、威海银兴预应力线材

有限公司、威海渔具专用配套总厂、威海宇王水产有限公司、山

东名流实业有限公司、威海伟建实业有限公司、威海金通实业有

限公司、威海瀚玉化纺有限公司、威海化工器械有限公司、威海

鹏得利食品有限公司、威海海滨渔具有限公司、威海明美涤化工

有限公司、威海锅炉制造厂、威海市华通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威

海市克莱特菲尔风机有限公司、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望海集团有限公司、威海红太阳彩印有限公司、威海泓淋电子

有限公司、威海玉泉渔具有限公司、威海富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