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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

地理标志产品与县域经济发展

孙庆忠

(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地理标志是指产品的“籍贯”或“原籍”，用于指示一项产品的原产地，其特定质量也完全或者主要取决于

该地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本文以福建平和琯溪蜜柚产业的地方实践为个案，意在说明地理标志产品对县域

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度影响，其潜存的价值不仅是在农业之内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对于我们理解农

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机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地理标志的实质就是在现代集

约农业背景下保护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一种以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为精神纽带的地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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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乡土资源的地理标志产品

1992 年 7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保

护地理标志和原产地名称的条例( Council Regula-
tion No2081 /92) 。“受保护原产地名称”( Protected
Designations Origin) 和“受保护地理标志”( Protec-
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都明确规定，适用于一

个地区、一个特殊地点或者一个国家，其名称被用

于为某种原产此处的农产品或食品命名。二者的

不同在于，前者产品的“质量或特性基本上或完全

归因于某种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伴随着固有的

人文与自然因素; 生产、加工和制作在某一有着明

确边界的地理区域内进行”; 后者产品的“特质、声
誉或其它特征能够归因于这种地理来源，生产和 /
或加工以及 /或者制作，在某一有着明确边界的地

理区域内进行。”也就是说，“受保护地理标志”并

不强制规定所有生产作业只能在某个区域内完成，

尤其是原材料可以来自别的地方。事实上，在具体

的保护实践中，二者都可以归入“地理标志”( GI)
这一包罗更广的术语。［1］作为一种对乡土资源的

保护策略，地理标志不仅使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

性的结合成为可能，也为农业政策的制定以及乡村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遗憾的是，与国外

有关地理标志的研究相比，国内的文献更多的止于

法律保护的层面，缺少对与之相关的社会与经济议

题的深入探讨。［2－3］那么，地理标志产品对地方经

济的影响究竟怎样? 它又能否成为农村发展的有

力支撑? 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否能在地理标志产品

中获得对乡土文化的归属与认同? 福建平和琯溪

蜜柚产业的地方实践，为我们在农业之内寻求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平和琯溪蜜柚产自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境内，

因原产地平和县小溪镇琯溪河畔而得名。2000 年

4 月 21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注册

“平和琯溪蜜柚”证明商标，成为我国最早获得注

册的少数几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之一。2006 年到

2008 年，琯溪蜜柚先后被认定为“福建省著名商

标”、“中国驰名商标”、“欧盟 10 个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之一”、“中国名牌农产品”，分别在美、英、法

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商标国际注册。近年来，

平和县琯溪蜜柚的种植已形成了以原产地小溪镇

为中心，向南北、东西扩展的轴向发展格局，全县

17 个乡镇( 场、区) ，其中小溪镇、坂仔镇、霞寨镇、
文峰镇、国强乡已成为琯溪蜜柚种植的主要基地。

73



2010 年全县琯溪蜜柚种植面积已达 65 万亩，产量

83. 6 万吨，经济产值 24. 8 亿元，农民净收入可达

16 亿元。这之中年出口蜜柚 12 万吨，创汇 9000
多万美元。在全国县级柚类的比较中，其种植面

积、年产量、年产值、市场份额、出口量和品牌价值

等六项指标均位居榜首。平和琯溪蜜柚种植已成

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是全县农民生计的

主要经济来源。

二、平和琯溪蜜柚的自然属性与

历史渊源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地处漳州市西南，毗

邻厦门、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与闽粤八县毗邻，素有

“八县通衢”之称。全境面积 2328. 6 平方公里，山

地 260 万亩，耕地 35. 5 万亩，林地面积 268 万亩;

海拔 1544. 8 米的闽南第一高峰大芹山与双尖山纵

贯南北，把全县分割为东南和西北两大半，东南多

丘陵、河谷、平原，西北多峰峦山地。境内山脉纵横

交错，河流众多，是三江( 九龙江、漳江、韩江) 之

源。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如春，年均日照达 1891—
2665 小时，平均气温为 24. 3℃，境内年降水量近

2000 毫米，土壤肥沃，有机物含量高，这些独特的

自然生态因子孕育了琯溪蜜柚的独特品质。
琯溪蜜柚属芸香科亚热带常绿小乔木，树冠圆

头形，树势强，枝条开张下垂，枝叶茂密，叶片大，长

卵圆形，叶经揉后无刺激性味道。琯溪蜜柚的生长

发育需良好的生态条件: 年均温 21. 2℃左右，土壤

PH 在 4. 8—5. 5 之间，忌荫蔽，适于东南方向、地势

平缓的 低 海 拔 丘 陵 山 地 种 植。蜜 柚 果 大，重 约

1500—2000 克左右，长卵形或梨形; 果面淡黄色，

皮薄; 果肉质地柔软，汁多化渣，酸甜适中，种子少

或无。近年来，琯溪蜜柚又开发出新品种———红肉

蜜柚。它由福建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从平和琯溪

蜜柚园中的芽变株系选育而成，其特点比普通琯溪

蜜柚早半个月成熟，果肉为淡紫红色，丰产且优质。
2007 年 3 月 1 日农业部授予品种权保护。

平和琯溪蜜柚不仅是美食果品，而且营养价值

很高。每 100 克柚子含有 0. 7 克蛋白质，0. 6 克脂

肪、57kcarl 热量。每 100 毫克的果汁含糖 9. 17—
9. 86g，可滴定酸 0. 73—1. 011g，维生素 C 48. 93—
51. 98 毫 克 ( 最 高 61. 78 毫 克)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10. 7—11. 6g。可食部分占 68% 左右。据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化验，平和琯溪蜜柚富含人体所需

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果肉含有 10 多种元素，尤其

是镁、钙、铜优于其它水果含量，自然钙含量高达

2060 单位，比其它柚类高出近 4 倍。此外，柚子还

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其味甘酸、性

寒，具有帮助消化、理气散结、理气化痰、调节人体

新陈代谢之功效，能治疗食少、口淡、消化不良等症

状。每年从中秋到春节，蜜柚占领了秋冬季节的大

部分水果市场，因具有储存时间长的特点而素有

“绿色罐头”的美誉。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地政府注重发挥山地资

源丰富的优势，把开发荒山、种果绿化作为脱贫致

富的突破口，把抢救发展琯溪蜜柚作为主攻项目。
1983—1985 年，蜜柚种植面积由最初的 16 亩扩大

到 1300 亩，产量由 1982 年的 6. 15 吨上升到 20
吨。然而，此时的平和人却并不知晓这使他们脱掉

贫困帽子的蜜柚从何时开始栽培，又有着怎样的历

史际遇? 更无法想象这“摇钱树”在 400 多年前就

已经为当代平和经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80 年代末期，在小溪镇出土了明清时称为侯

山社( 今西林村) 的望族李姓八世祖李如化的墓志

碑。据《侯山李氏家谱》载: 西圃( 如化) 公，字可

平，生于嘉靖七年( 公元 1528 年) ，卒于万历十五

年( 公元 1587 年) 。在这块由明贡生张凤苞撰写

的《西圃李公墓铭》中有这样的记载:“……公事农

桑，平生喜园艺，尤善种抛( 柚子) ，枝软垂地，果大

如斗，甜蜜可口，闻名遐迩。”墓志铭文的发现，提

供了琯溪蜜柚的原产地就在闽南金三角平和县的

琯溪河畔的证据，西圃公也因此成为有记载的历史

上最早种植蜜柚的人，被尊奉为平和琯溪蜜柚的鼻

祖，与侯山宫殿内的财神爷玄坛元帅( 赵公明) 一

起被供奉，受当地百姓祭祀敬仰。
至清代，琯溪蜜柚成为了进贡朝廷的贡品。据

当地传说，乾隆年间的一个秋天，漳浦蔡太师( 蔡

新) 告假还乡，途经侯山社并品尝了蜜柚，因味道

尚佳，遂将柚子带回面圣，乾隆非常喜爱，将其定为

贡品，此后历年进贡。同治年间，皇帝为嘉奖琯溪

蜜柚的不凡品质，又赐“西圃信印”印章一枚及青

龙旗一面，作为蜜柚进贡朝廷的印信和标识，故民

间又称之为“皇帝柚”。据西林村的村民描述，在

“文革”前还有人见过皇帝御赐的印章。清人施鸿

葆的《闽杂记》中，专门有对“平和抛”的记载，将其

誉为“果中侠客”，名列闽中三大名果之一。由此

可见，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展现了琯

溪蜜柚与平和人生活的关系，都可视为改革开放后

83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2 卷



当地政府积极倡导种植蜜柚的文化前缘。
从 1986 年开始，当地政府提出“县办示范场，

乡办千亩果场、村办百亩果园、户种百株果树”的

目标，并对达标乡镇、村和农户，优先提供苗木和扶

植资金。至 1992 年，全县蜜柚的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4. 22 万亩，产量 7607 吨。承此东风，县委、县政府

制定“关于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干部职工

开发山地，造林、种果、栽竹的规定”，鼓励县、乡镇

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和工商个体户上山下乡，采取

合股联办、承包和租赁荒山等形式开发平和琯溪蜜

柚。这一时期，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干部

职工利用休息时间开发荒山、种植琯溪蜜柚的同

时，也掀起了农户在自家水田中种植蜜柚的热潮。
截至 1995 年末，全县的种植面积已达 11. 2 万亩，

产量 3. 3 万吨。
1996 年至 2000 年，平和县依托“福建省平和

县琯溪蜜柚发展中心”开展科研工作，提升蜜柚品

质，扶植起一批蜜柚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实现了

琯溪蜜柚的产业化发展。2000 年，全县的种植面

积达到 32 万亩，总产量 22. 86 万吨，成为全国最大

的柚类生产基地。此后，蜜柚产业进入了可持续发

展阶段，逐步形成了良种选育、丰产示范，科研推广

和生产出口基地相配套，产供销、农工贸一条龙的

产业体系。至 2007 年，全县蜜柚种植面积已达 60
万亩，产量 7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

产值超过 14 亿元。其中出口蜜柚 8 万多吨，创汇

5000 多万美元。平和县也因此获得了“世界柚乡、
中国柚都”的美誉。

平和 30 年来蜜柚产业的迅猛发展，记录了县域

经济和家庭经济变迁的历程。从近三年的蜜柚产值

来看，2008 年为 140369. 6 万元，2009 年为 171179. 9 万

元，2010 年为 248357. 34 万元，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逐年递增，分别为 27. 66%、31. 53%和 38. 71%。从农

户来看，2010 年蜜柚年收入超过百万的有 20 户，超过

50 万元的有上百户，涉及果农 20 万人以上。可以说，

这被称作“太阳果、幸福果、致富果”的蜜柚已成为平

和 80%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这一脱贫致富的进

程中，除了政府的大力推进，普通民众在琯溪蜜柚的

种植和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展现出了他们非凡的创造

生活的能力。

三、地理标志产品的产业链及其

功能定位

平和琯溪蜜柚拥有今天的生产规模和销量，与

其自身的品质和所占的市场份额息息相关，从蜜柚

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全过程，构成了一个各环

节连接紧密的产业链。其价值在于，不仅为县域经

济带来了财富，还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平和山老边区的区位劣势，使其缺乏工业经济的支

撑。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地农民不再种植

甘蔗，其结果三个糖厂因缺乏原料供应而全部倒

闭，上千工人失业。在全县不下万人的下岗队伍

中，有 98%的下岗工人依靠种植蜜柚，经营蜜柚果

园而重新上岗，从而形成了平和独有的农民种地，

“工人”耕山的景观。蜜柚在地方经济中所发挥的

特殊功能尤是可观。
作为平和县的支柱性产业，琯溪蜜柚的推广种

植也带动了农用机械制造、果品储藏、运输、营销等

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截至到 2010 年底，蜜柚清

洗机和中耕机等蜜柚机械工厂已落户平和; 与蜜柚

相关的农贸市场已建成 30 多个、水果加工厂 300
多家、保鲜小仓库 800 多个; 设立收购网点 1250
个，拥有营运汽车 2 万多辆，营销专业户有数万个。
这种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接，已形成了水果种植—生

产—加工—储存—营销—农残检测—交易平台—
信息网络等顺畅服务的链条。据统计，全县除了种

植业外，有 10 多万人从事与蜜柚相关的产业。新

近建成的“中国琯溪蜜柚交易中心”占地面积 80
亩，总建筑面积 53288 平方米，总投资 1. 3 亿元。
它具有蜜柚交易、加工、物流仓储、恒温气调保鲜、
农残检测等多种服务功能，对蜜柚产业的发展将会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生产种植:“基地﹢农户﹢标准化”模式

2003 年，琯溪蜜柚首次攻破“绿色壁垒”进入

欧盟市场，成为平和县以建设出口基地为核心的标

准化蜜柚种植基地的契机。2011 年全县已拥有蜜

柚出口基地 85 个，总面积 19 万亩( 含 7 万亩的“中

心示范片”) ，其中针对欧盟质量标准建设的蜜柚

基地 13 万亩，每个种植基地 1000—3000 亩不等。
为了保证出口蜜柚质量，全县对基地柚农实施统一

培训、统一用肥用药监控，实行标准化栽培、无公害

生产和规范化管理。具体措施为: 推广使用低残农

药、水果套袋、生物防虫、健身栽培、测土配方、平衡

施肥等标准化栽培技术和无公害生产技术; 为了拓

展国外市场，建立信用等级，引进英国“英国诺安

农残检验检疫中心”落户平和，使检疫性病虫害、
农药残留等质量安全水平全部达到进口国标准。

除了建立出口基地之外，全县已建设标准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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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6 万亩、无公害示范基地 10 万亩、沃尔玛公司直

接采购基地 3200 亩，标准化示范基地已占全县蜜

柚种植面积的 50% 以上。在生产种植的环节，有

260 个蜜柚专业合作社连接着农户和企业，保护着

柚农的利益和企业的质量信誉。以南胜镇的糠厝

村是沃尔玛超市的农超对接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

为例，这是“平和原水水果专业合作社”与“漳州平

和东湖农产品有限公司”合作的结果。合作社最

初由几家示范户带头，他们首先尝试新技术、新品

种，在确保产品质量和收益后向其他农户推广种

植。在示范户的带动下，新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技术

得到实行，糠厝琯溪蜜柚的生产实现了全过程无公

害管理，果实品质和产量都得到充分的保障。经过

沃尔玛超市派来的农产品专家的严格检测，糠厝村

生产基地通过了各种检测，最终被确定为沃尔玛超

市琯溪蜜柚生产基地。每年 6、7 月份，柚子成熟前

东湖公司就与合作社订好合同，柚子成熟时，以合

同规定的价格收购采摘下来的琯溪蜜柚。这就意

味着，担任超市供应商的柚农每年的经济收益都可

以得到保障并持续上升。
2. 销售市场: 内贸与外贸并举

目前，平和已在全国各地设立 200 多个蜜柚直

销点，与 10 多家国内外大型水果营销公司建立了

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内贸方面，2009 年国内市场

销售总量 63. 5 万吨。在外贸方面，2009 年通过厦

门港出口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

堡、俄罗斯，以及中亚和东南亚等 43 个国家和地

区，年出口量达到 12 吨以上，占全年蜜柚产量的

15%。
平和蜜柚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样得益于党政机

关极具特色的普及推广与营销策略。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期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干部职工

利用休息时间开发荒山、种植琯溪蜜柚，到近年来

打造蜜柚品牌、多角度多层次宣传推广琯溪蜜柚，

无不显示出当地政府在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上的

开拓意识。他们除了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全

国各大媒体进行广泛宣传，设立 6 个专业性的网站

全方位地提供种植、生产、加工、储藏、销售、市场等

信息之外，最具地方特色的是，每年蜜柚成熟的时

节就会开展“琯溪蜜柚神州行”活动，这是地方政

府和行政监管部门积极倡导使用符合质量标准的

“平和琯溪蜜柚”证明商标的宣传活动，也是党政

机关宣传地理标志产品的营销智慧。活动期间，所

有与蜜柚产业相关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要根

据市场需求制定营销计划，各单位、部门形成一个

营销团队，到全国各地推销琯溪蜜柚。各单位的一

把手就是琯溪蜜柚的“一号推销员”，他们要到北

京、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扩大品牌营销，提高品牌

知名度。具体到联系各地大型连锁超市，召开新闻

发布会、展销会和品尝会，努力使参会者全方位了

解琯溪蜜柚的品质和特点。
3. 深加工技艺: 综合开发与产业链的延展

蜜柚与时令水果相比具有储存时间长、保鲜效

果好等特征。蜜柚从表皮到内果皮，从果肉到果渣

均有综合开发的价值。就目前状况而言，琯溪蜜柚

的总产量中，仅有约 5% 作为深加工的原料，开发

利用的空间广阔。柚子中的裂果、次果、幼果等约

占总产量的 7%，蜜柚果皮约占蜜柚总量的 20%，

果皮中果胶提取率约占 17%，柚皮还可以提取香

精，果肉可以制造出功能化产品，皮渣和果渣也可

以综合利用。如果产品的深加工得以落实，蜜柚的

附加值与初级产品的原值之比在 6 ∶ 1 左右，也就

是说，经过深加工，蜜柚附加值将提升 5 倍。因此，

发展蜜柚的深加工产业，不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也是整个产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近年来，平和县活跃着一批产供销、贸工农一

体化的蜜柚生产加工企业，南海、东湖、国农、中顺、
友阳、中润等龙头企业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重

视深加工产品的研发，攻克了果实裂瓣粒化等难

题，掌握了柚皮香精油提取工艺、果皮海绵层果胶

提取工艺、果肉气调保鲜工艺、果肉鲜榨柚汁脱苦

除涩技术，以及皮渣、果渣综合利用技术。这些宝

贵的经验已经转化成为拓展蜜柚产业的动能。目

前，蜜柚深加工产品已有七大类，40 多个品种，销

售网络已覆盖欧盟、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蜜柚果脯、蜜柚软糖、蜜柚果茶、果酱、果冻、蜜
柚饮料、果胶、香精、蜜柚酒、蜜柚醋、柚皮蜜饯、柚
香奇兰茶等系列产品的成功研发，不仅使次果和果

皮变废为宝，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还从根本上

解决了柚子消费后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使蜜柚生

产走上了循环经济之路。

四、琯溪蜜柚节:

从农业产业向文化产业的拓展

琯溪蜜柚产业的发展历程，让我们目睹了传统

农业的现代转型，看到了农业产业化给乡土社会带

来的深刻变革。平和的经验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

04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2 卷



农业文化在当下的特殊价值。为了展现中国柚都

的魅力，从 2005 年到 2010 年，平和县已经成功举

办了六届“福建平和琯溪蜜柚节”，搭建了一个融

商贸洽谈和技术合作为一体的文化交流的平台。
蜜柚节期间，以“生态平和、柚香四海”为主题的蜜

柚艺术造型展、“柚王赛”、“蜜柚农家乐”、“龙艺踩

街”等系列民俗文化活动，使以地理标志产品为载

体的平和地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演，让蜜柚之乡

所深蕴的文化内涵与果香一道香飘四溢。
1. 两岸柚业与闽台文化优势互补的现实基础

台湾麻豆文旦柚与平和琯溪蜜柚有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据文献记载，清雍正初年，台南郑杨庄民

黄权从漳州府引进“平和抛”，俗称“文旦柚”。数

十年后，闽广总督曾以麻豆生产的文旦献贡于皇

帝，遂成为“御用文旦”。曾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

在《台湾杂咏·麻豆文旦柚》中说:“西风已起洞庭

波，麻豆庄上柚子多，往岁文宗若东渡，内园应不数

平和。”此类文献不仅确证了“平和抛”曾为咸丰皇

帝贡品的证据，也揭示了两岸蜜柚根系一条的事

实。
福建所处的地形、土壤、水文、气候等自然条件

均与台湾相近，因此，这里是台湾农业向外拓展的

首选之地。与大陆相比，台湾的柚业属于精致农

业，集约化水平较高，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地价

昂贵，劳动力短缺，生产成本高，这恰恰给两岸的农

业合作互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平和引进台

资企业 54 家，涉及包括种植业、食品加工业在内的

10 多个行业，总投资 5256. 75 万美元。2008 年其

工业产值达 2. 1 亿元，已成为平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与两岸蜜柚产业得以合作的自然资源、技术资

源、商贸资源并行的，还有台湾与闽南共享的文化

资源。平和是著名的侨乡和许多台胞的祖籍地，两

岸民众拥有共同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心理。这里是

台湾“阿里山忠王”吴凤和“平和过台湾三代公卿”
林文察、林朝栋、林祖密———“台湾雾峰林氏”的祖

居地; 始建于明代的侯山宫是台湾二十多座庙宇的

祖庭，台中玉阙的朝仁宫、斗六市的南仁寺、彰化的

通天宫都是从这里分香立庙的; 国强乡一年一度的

侯卿庵走水尪民俗活动、南胜镇的义路保宁庵，均

与台湾有着密切的亲缘、神缘关系，民间互有往来。
此外，两岸都流传吃“柚子宴”的习俗。每逢秋冬

时节，游子回归故里寻根谒祖、旅游观光之时，柚乡

的亲友会便会以“柚子宴”( 谐音“游子宴”) 庆贺

游子归来，传递团圆的心意。这种地缘近、血缘亲

的特点，也注定了两地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
2. 现代农业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的发展空间

原产于琯溪河畔西圃洲地的平和蜜柚，是特殊

土壤、特定海拔、特别机缘与种植技术融合的产物，

也因此形成了这里底蕴深厚的柚乡文化。每逢阳

春三月，闽西南的这座边陲小城就会被柚香花海所

淹没; 待至秋实时节，硕大的蜜柚就会一次次地撩

拨起人们对幸福的追逐与畅想。然而，蜜柚带给人

们的远非如此，它还让三江之源的平和名声鹊起，

让许多尘封的历史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记

忆。展卷细数，早在王阳明置县之前，闽南佛教圣

地、千年古刹三平寺就见证了这里的沧桑岁月; 坐

镇九峰的城隍，记录了闽南文化与潮汕文化、客家

文化的融合; 秀峰乡的“太极村”依稀可见的是明

清时期的画卷; 散建于乡间的一座座土楼承载了民

众的过往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资

源，平和将发展琯溪蜜柚产业与打造自然观光、宗
教朝圣、人文体验、历史文化、生态观光等五大特色

的系列旅游产品融为了一体。
在发展蜜柚种植的 5 个重点乡镇中，小溪镇位

于平和县东北部，九龙江西溪上游的花山溪、锦溪

河畔，这里是琯溪蜜柚的发源地，现有种植面积

7. 2 万亩，是蜜柚出口的示范基地。正在西浦洲地

规划建设中的蜜柚园林广场、蜜柚博物馆，将是蜜

柚旅游的特色景点。位于县城中部的坂仔镇，花山

溪贯穿全境。这里农业经济高度发达，蜜柚种植面

积 5. 5 万亩，是出口欧盟的主要基地。此外，该镇

种植香蕉 3. 5 万亩，年产量 10 万吨，占全县总产量

的 70%，被誉为“中国香蕉之乡”。在这个国家级

环境优美乡镇，除了拥有七星土楼群、原生态榕树

群、日出千吨的天然温泉等自然景观，这里还是世

界文学大师林语堂的故里。他曾在《林语堂自传》
中写道: “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

想，那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

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朴素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

人生。”在《四十自叙》中，他又用这样的诗句———
“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

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表达了对故土梦牵魂

绕的乡愁。素有“韩江之首、龙江之源”美誉的霞

寨镇，蜜柚种植面积 7. 5 万亩，是发展蜜柚观光休

闲产业的风水宝地。国强乡位于闽南第一高峰大

芹山山麓的东北，种植蜜柚 4 万亩，这里是平和重

要的生态旅游度假区。文峰镇地处平和县城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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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其水果人均产值居漳州各乡镇之首，蜜柚种

植面积 5 万亩。这里的国家 4A 级风景区，以三平

寺为主体，方圆 20 平方公里，是蜚声海内外的宗教

朝圣和旅游休闲胜地。三平寺是唐代高僧义中禅

师于会昌五年( 845 年) 创建，也是他的圆寂地。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三平祖师信仰的传播，慕

名而至的游客、香客日益增多，每年接待总量有 50
多万人次。每逢春节和“三个六”( 农历正月初六

义中诞辰日、六月初六义中出家日、十一月初六义

中圆寂日) ，三平寺就会不断重现佛灯长明、人声

鼎沸、炉火熊熊、爆竹连天的盛况。从 1980 年至

2007 年的 28 年间，三平寺接受海内外单位和个人

捐赠金额达 6200 多万元。景区旅游总收入也逐年

上升，2006 年已突破 2000 万元。可以说，这些宝

贵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是平和县打造蜜柚产业名镇、
名村的先决条件，也是其以生态农业为主线拓展文

化产业的现实基础。

五、结语: 地理标志产品与农业现代化

琯溪蜜柚在平和的种植与推广，为现代化农业

的发展前景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范本。地方政

府在充分发挥柚业原料供给、解决就业等传统功能

的基础上，拓展了生态保护、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

多种新型功能，延伸了蜜柚产业链，为产业增效和

柚农增收开辟了道路。目前，在围绕发展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柚业的总体要求下，平和已将

蜜柚种植生态化、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价值高

端化、经营品牌化、贸易国际化作为产业发展战略

目标。这是现代农业产业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

与创新，也是对多功能农业发展的最佳阐释。
回首蜜柚产业的历程，我们看到地理标志产品

的认定和保护在原产地产品的成功推广上，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为巩固本地特定的生态资源

和文化资源，为传统的农业系统与农村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地理标志产品所潜

存的更大价值在于，它在客观上支持了农村的动态

发展和当地人对家乡文化的强烈认同，让那些徘徊

在现代化边缘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农业文化遗产

获得了新生。就此而言，保护地理标志的实质就是

在现代集约农业背景下保护区域生态系统，保护一

种以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为精神纽带的地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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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Logo Products and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UN Qing-zho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e term“geographic logo”indicates the birth place of a product，whose specific quality completely or
mainly depends on the local natur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Guanxi's pomelo industry in
Pinghe，Fujian province，the thesis intends to elaborate the deep impacts on the county economy made by geograph-
ic logo products． The potential values of the product lie not only in helping to achieve the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industry，but also in promo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sense，protecting geographic logo is essentially equal to the conserv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local resources bonded by historic tradition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Key words: Geographic Indication; Guanxi's Pomelo;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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