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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地理标志保护上，国内外建立了不同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国内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PGI)、农产品地理标志(AGI)三个保护体系，欧盟也有三个地理标志(GI)类别：受保护的原产地

名称(PDO)、受保护的地理标志(PGI)、葡萄酒的地理标志保护。在地理标志申报热潮的影响下，国内外

学者对地理标志及相关的法律保护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国外集中研究受保护的原

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质量、影响、产权问题，国内聚焦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法律、品牌建设、

产权问题的研究。本文基于国内外对地理标志的研究，梳理与总结出地理标志的研究框架和关键科学问

题，提出研究展望，为后续地理标志研究提供研究基础，拓展学者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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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syste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domestic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certification trademark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ed Geogra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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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Indication (PGI)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GI). The EU also has thre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 categories: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 (PDO), Protected Geograph-
ical Indication (PGI),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of wi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p-
surge in the declar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nd related legal protection. Through bibliometric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foreign countries focus on the quality, influence and property rights of protected de-
signation of origin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while domestic focuses 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law, brand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combed and sum-
mariz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key scientific issue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search, put 
forward research prospects, provided a research basis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in-
dication, and expanded the research ideas of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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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标志是指来源于某地区的商品，其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

人文因素所决定的地方标志[1]。保护葡萄酒和烈酒是地理标志设置的初始目的，后来为了保护消费者和

生产者的利益，使其利益免受侵犯，逐渐扩大到家禽、奶酪等农产品方面。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

扩散至国家甚至全球。随着商业活动的活跃，各国纷纷制定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律，地理标志得到了更

严格的法律保护[2]。地理标志受国家法律保护，能有效遏制假冒仿冒行为，保护生产者利益[3]；地理标

志商标注册地的居民可以共享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价值，有利于当地居民增收，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发展，

增强区域产品市场竞争力，推动地方产业提质升级[4]；同时，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更具有深度和广度，

是消费者选择商品时考虑的重要因素，鲜明的地域特征，更严格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保障，符合消费者

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因此，关于地理标志的研究众多，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对地理标

志的发展极具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内外有关地理标志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计量分析方法，总结了国

内外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框架以及关键科学问题，为后续地理标志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和思路参考。 

2. 地理标志研究脉络分析 

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厘清地理标志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和关键科学问题，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地

理标志的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外文文献数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文献检索数据库，语种限定为“所有语言”，检索时间范围为“所有年份”

(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Geographical Indication”为主题检索词对外文文献进行检索，共获得

外文文献 2084 篇(图 1)。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选择“主题”检索项，期刊来

源类型限定为 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 和 AMI，检索词为“地理标志”，剔除无关文献后共

检索到中文文献 910 篇，以“地理标志”为检索词，共获取到“硕博论文”1046 篇，共采集国内地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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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研究相关文献 1956 篇(图 1)。 

2.2. 文献可视化分析 

2.2.1. 发文时段统计 
根据年度载文量分布可知(图 1)，国内外地理标志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初期发文数增幅

变大。国外总体处于递增状态，2021 年达到最高 152 篇；国内增幅有一定波动，2010~2014 年期刊论文

发文量较多，占总发文量的 32%。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图 1. 国内外地理标志研究年度载文量 

2.2.2. 载文期刊统计 
在国内外来源期刊分布上(表 1)，归纳得到国外刊发量居首位的期刊是 British Food Journal (32 篇)，

其次是 Sustainability (31 篇)和 Food Chemistry (24 篇)；国内刊发量最多的期刊为《安徽农业科学》(29 篇)，
其次是《世界农业》(25 篇)和《知识产权》(23 篇)。总结发现，国内外来源期刊主要是农业、法律、食

品类期刊，说明国内外学者更注重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的法律问题等的研究。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top ten source journal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表 1. 国内外地理标志前十来源期刊统计 

国外期刊名称 载文量 国内期刊名称 载文量 

British Food Journal 32 安徽农业科学 29 

Sustainability 31 世界农业 25 

Food Chemistry 24 知识产权 23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9 湖北社会科学 23 

Foods 17 酿酒科技 22 

IIC-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16 农业经济 19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14 中国蔬菜 17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11 电子知识产权 16 

Food Control 11 北方园艺 13 

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 食品科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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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献计量分析 

论文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体现，选取 2084篇外文文献与 1956篇中文文献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其进行高频词统计分析，得出国内外排前 30 位的高频词(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word frequency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表 2. 国内外地理标志高频关键词及词频统计 

序号 外文高频词 词频 中文高频词 词频 

1 Quality 110 知识产权 306 

2 Origin 64 农产品 148 

3 Food 49 法律保护 118 

4 Terroir 46 保护 93 

5 Product 39 商标 74 

6 Rural development 34 品牌建设 68 

7 Protection 29 品牌 59 

8 Geographical origin 27 对策 57 

9 Classification 24 区域品牌 51 

10 Olive oil 21 传统知识 49 
 

论文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可较好地反映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与焦点。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论文关键词

共现分析，得出国内外地理标志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2)。通过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结合高频词统

计(表 2)，发现国外文献高频关键词“Quality”、“Origin”、“Food”、“Terroir”、“Rural development”、

“Protection”等居于网络中心，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图 2 左)；中文高频关键词“知识产权”、“农

产品”、“法律保护”、“商标”、“居民”、“品牌建设”等居于网络中心，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图 2 右)。借助于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对比国内外地理研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发现，国内外研究均

集中在地理标志的发展现状、产权问题等方面，但也有不同，国外研究也关注地理标志原产地、地理标

志的影响研究，国内则注重地理标志的品牌建设、商标的研究。 
 

 
Figure 2.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t home (right) and abroad 
(left) 
图 2. 国内(右)、国外(左)地理标志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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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国外主要研究内容 
1) 地理标志的质量研究 
地理标志(GI)具有凭证属性，用于区分特定地区的产品质量。起源于法国的欧洲葡萄酒法律，旨在

保护优良葡萄酒的品质和产地。为研究地理标志申请成功是否能提高生产质量，Lopez-Bayon 等做了调查，

结果表明，GI 类别(即受保护的地理标志)葡萄酒厂与葡萄酒质量呈倒 U 形关系。 
2) 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研究 
三个 GI 类别：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PDO)、受保护的地理标志(PGI)、葡萄酒的地理标志保护构成了

欧盟(EU)优质食品的核心。欧盟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源于 20 世纪的法国，起初主要是在葡萄酒和烈酒领域

实行保护[5]。消费者往往高度重视食品的质量、真实性、道德标准、原产国和可持续生产，因此，关于

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PDO)和受保护的地理标志(PGI)产品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橄榄油

和品种”、“奶酪和化学含量”、葡萄酒和类型区分上。 
3) 地理标志的影响研究 
地理标志能使具有地域属性的产品和服务增值，影响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突出表现在对农村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能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为生产者带来好处，增加农户的福祉。地理标志对维持农业发展也

会产生积极影响，地理标志产品价格上涨，促进农民继续耕种，从而维持农村社区的农户数量和耕地面积。 
4) 地理标志的产权问题研究 
地理标志是世界贸易组织在 TRIPs 协议中提出的，要求各缔约国给予的一种独立的知识产权，是知

识产权中最具争议的范畴之一[6]，地理标志也是公共权利[7]。由于理论基础尚不完善，与 GI 保护相关

的理论问题备受争议。同时，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8]。地理标志的产权问题伴

随着地理标志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全过程，因而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2.3.2. 国内主要研究内容 
1) 农产品地理标志研究 
从国内地理标志申请与授予情况看，地理标志的保护范围主要涉及农产品及其制成品，农产品地理

标志是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商标保护、保护模式[9] [10]、
价格以及影响[11] [12]进行探索。 

2) 地理标志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地理标志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TRIPs 协定所确定的七大类知识产权之一。国内

对地理标志产权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各国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如广东茶叶[13]、
咸宁特产[14]、中国脐橙[15]、湖北省道地药材[16]等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受到重点关注；部分

学者则通过调研地理标志产品，分析其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和困境[17]。 
3) 地理标志法律问题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建立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地理标志的法律体系，但我国地理标志的

法律保护还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和难题。比如地理标志法律概念及保护条件不一致，地理标志授权确权制

度不完善，地理标志侵权救济制度也还不完善等[18]。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各种地理标

志的法律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点关注[1]。 
4) 地理标志品牌建设研究 
地理标志作为区域品牌，本身具有很强的组织功能，能实现地区生产经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近些

年，国内学者围绕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评价、品牌营销策略、各地品牌建设路径等做了大量研究，地理标

志品牌竞争力、品牌管理、品牌影响力也受到学者关注。各地应建立本地特色地理标志品牌，增加当地

地理标志附加值，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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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框架 

地理标志研究框架如下图 3 所示。 
 

 
Figure 3. Research framework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图 3. 地理标志研究框架 

3.1. 地理标志保护研究 

我国地理标志保护有三个体系：地理标志商标、地理标志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法》《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分别对三个体系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国内的研究

主要围绕这三大体系和对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展开，主要研究内容为三大体系概念的解释、对应法律保护

的特点、各地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对策，以及国际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保护模式

与国内的异同，进而提出地理标志保护需完善之处。 

3.2. 地理标志品牌建设研究 

地理标志作为区域品牌，蕴含着地方特色文化，通过挖掘地理标志品牌内涵、宣传品牌文化提高地

理标志品牌影响力，推动地方地理标志品牌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量化评价模型，计算品牌价值以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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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收益和品牌强度对地理标志品牌进行量化评价。基于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评价，建立地理标志品牌竞争

力评价模型，对地方品牌竞争力进行量化评估，在此基础上，分析地方地理标志品牌建设的现状、存在

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提高地方地理标志品牌的知名度。 

3.3. 地理标志影响研究 

地理标志这一标签能给地方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显著影响地方产业

发展，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明显的是推动农村发展，进而助

推乡村振兴进程。在社会影响方面，地理标志对产品的品质和质量有较高要求，要求产业生产标准化，

高质量的产品符合现代消费者对绿色、健康食品的需求，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在文化

影响方面，地理标志蕴含丰富的地方特色文化，在宣传和营销过程中可继承、发扬、传播地方传统工艺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3.4. 地理标志发展研究 

围绕地理标志的发展，国内学者主要以开发地理标志资源和创新发展为主，地理标志资源开发首先

要明确地理标志资源的丰富性、独特性等，其次对其开发潜力进行评价，在评价的基础上制定地理标志

开发战略。在创新地理标志发展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对地理标志与食品、旅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进

行了研究。 

4. 关键科学问题 

4.1. 地理标志申报和保护过程中政府作用的研究 

近年来，地理标志保护开发引起了学界研究热潮，但我国现有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讨论研究多集中在

法律保护、品牌建设等方面，对地理标志保护申报和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研究则较少涉及，微观

层面如镇村级别的讨论更加匮乏。事实上，地方政府在地理标志申请过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质检总局《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规定，地理标志申请主体，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制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机构或人民政府认定的协会和企业，因此地方政府行为直接影响地方

地理标志申报的数量，同时也对后续地理标志的保护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4.2. 地理标志可持续发展研究 

成功的地理标志可以保护传统食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从而能够防止生产外迁，创造就业机会，

促进当地发展，还有助于建立安全、多样化、健康的饮食体系。目前，我国的地理标志注册工作取得了

很大成绩，但在使用中也存在重注册轻管理、部分产品市场混乱、消费者认知不足等问题，不利于促进

地理标志的可持续发展。OriGIn 是一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来自 40 个国家的约 500 个生

产者协会和其他与地理标志相关的机构。如今，OriGIn 正与粮农组织合作，根据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

系统可持续性评估框架(SAFA)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具体的支持和工具，帮助地理标志生产者解决可

持续性问题。OriGIn 董事总经理 Massimo Vittori 也提到地理标志在应对当今的可持续性挑战方面具有战

略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地理标志就其定义而言是可持续的，而是生产者在其地域内相互协调来保护和推

广其产品及当地资源的方式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地理标志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的是提高生产者的

意识和能力，以确定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并制定持续改进的战略。因此，如何加强地理标志使用管理，

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国内外系统探讨地理标志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匮乏，

是未来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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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理标志顾客感知价值研究 

顾客感知价值是顾客在感知到产品或服务的利益之后，减去其在获取产品或服务时所付出的成本，

从而得出的对产品或服务效用的主观评价。体现顾客对产品或服务所具有的价值的特定认知，从而区别

于一般意义上的产品或服务的客观价值。近年来，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证明顾客感知价值已逐

渐被认为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和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的引擎，但在地理标志的顾客感知价值

研究上还较匮乏，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显示，在对顾客感知价值进行研究的时候很少基于农产品角度展开

研究，尤其是对于地理标志农产品，现有的研究都是针对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因此，

地理标志的顾客感知价值是未来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方面，因顾客感知价值影响消费者的重购意愿，地

理标志的感知价值与重购意愿研究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4.4. 地理标志旅游价值及旅游开发研究 

地理标志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但国内学者集中探究地理标志的经济和社

会价值，地理标志旅游价值少见；国外部分学者将地理标志产品作为美食旅游资源进行研究，但地理标

志产品的种类除了农产品，还有手工艺品等，可作为旅游资源进行旅游商品开发。因此，在未来研究中

应加强地理标志旅游价值研究，拓宽地理标志产品旅游资源开发种类研究，为地方旅游开发提供借鉴价

值，既促进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又可助推地方经济的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国外学者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研究集中在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现状、影响、产权问题等方面，同时地

理标志产品的原产地、管理、质量等问题也受到关注。我国学者主要从研究国外地理标志保护制度[19]、
剖析我国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20]、实证分析提出制度完善意见[21]等角度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地理标志

保护机制。但地理标志申报和保护过程中政府作用等微观层面研究、地理标志可持续发展研究、地理标

志顾客感知价值研究、地理标志旅游价值及旅游开发研究未受到学者重点关注。 

5.2. 展望 

地理标志产品拥有高附加值、生产区域性、产品独特性、文脉悠久性等特点，具有文化、经济、社

会和生态价值，发展潜力巨大。基于地理标志产品的价值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是应有之义，各地有必要以

保护为首要原则和根本前提，挖掘地理标志产品潜在的旅游价值并进行旅游开发，通过一系列科学方法

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与利用。结合地理标志的重要意义及地理标志研究的不足，对此本

文提出国内外学者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和深化地理标志的研究： 
1) 加强微观层面地理标志申报和保护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政府对当地地理标志申报和保护发挥的作

用巨大，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培育地理标志产品，结合地理标志发展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亟待研究。 
2) 注重顾客对地理标志的感知价值研究。地理标志产品的宣传更具有深度和广度，是消费者选择商

品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较普通产品而言，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有更严格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保障。一般

来说，由政府牵头、多方参与共同推进品牌化建设，使地理标志产品更加具备“公信力”，符合消费者

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市场竞争优势显著。剖析顾客对地理标志的感知价值，可为挖掘

地理标志的旅游价值、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3) 探寻地理标志可持续发展路径。地理标志的可持续发展旨在保护地方特色，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探寻地理标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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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视地理标志旅游价值及旅游开发研究。地理标志可以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形象，通过地理

标志的保护和宣传，可以将该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等特色展示给游客，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

发展。所以探究地理标志的旅游价值，提高相关产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为当地旅游业提供更为丰富的

旅游资源和体验，将有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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