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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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北京中民贸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和内蒙古中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归口，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和内蒙古民族贸易促进会联合发布。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内蒙古民族贸易促进会、北京中民贸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清川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广西民族贸易促进会、内蒙古品牌促进

会、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粮食行业协会、内蒙古新经济发展促进会、内蒙

古新时代经济发展研究院、河南中民思恩科技有限公司、一乡一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内蒙古一乡一品

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标管准家（北京）标准化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彪、董春松、白海林、乔占文、云璐、周勇、刘彦辰、贾文良、厉建宇、樊

明寿、杜雅楠、蔡建军、刘俊、云文清、牛俊文、姚西、甘荃文、黄际安、杨建国、李志义、青格勒、

李刚、骆红柳、杨岩中、特古斯、曹文杰、吕陈君。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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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对提升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

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让特色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目的就是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特色名片，是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举措。2021年，全国共认定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174个，亿元村 249个。其

中，山东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50个，亿元村 12个。同时，根据原国家质检总局支持，由中国民族贸

易促进会牵头推动的“中国一乡一品产业促进计划”，有来自全国近 20个省份的近百款特色产品通过了

“一乡一品”评价，十余地域在推动“一乡一品”示范区建设。

发展和做强乡村特色产业，需依靠地方特色产业与资源禀赋。统筹开发和挖掘乡村山水自然资源，

充分利用历史古迹与民风民俗人文资源，建立区域资源和特色初级产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关系，盘活乡

村闲置资源，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特色品牌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目前国内尚未制定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的技术指导文件。制定本文件，可以为乡村特色产业之乡

评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指导文件，国

家鼓励社会组织制定团体标准，为社会组织内部使用并为社会自愿采用。团体标准承载着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使命，必将成为新型标准体系的主干，团体标准不仅对本行业内协调产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做强做优团体标准是标准化事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也是国家标准制定的重要来源。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5

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特色产业之乡的基本要求、评定程序、标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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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T/OTOP 1001 中国一乡一品产品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色产业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一个地区（如乡（镇）、县（区、旗）或地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积淀、成型的特有的资源、

文化、技术、管理、环境、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的具有核心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或特色产业

集群。

3.2

中国特色产业之乡 hometown of Chines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以特色产业为基础、授予经过评定的乡（镇）级、县（区、旗）级、市级地方政府的荣誉称号。

3.3

评定 evaluate

为获得证据，对中国特色产业之乡申请进行客观的评价，以确定满足评定准则的程度所进行的系统

的独立的并形成文件的过程。

4 基本要求

4.1特色产业在申报主体区域内有一定规模，应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较大比重或影响，具有一定

示范作用。

4.2 该产业具有地域性、独特性，具有地方特色，并受到大众广泛认可。

4.3该产业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内涵、生态环境影响、特殊工艺和配方等因素，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

美誉度。

4.4 该产业在生产、加工等过程中应坚持绿色健康的理念和工艺流程。

4.5 近三年内，无生态、环保、诚信、产品质量、社会责任等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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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定程序

5.1申请

5.1.1申请主体：乡镇、区县或地市级政府机关部门或其授权的代表该特色产业的集体性机构。

5.1.2申请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a)中国特色产业之乡申报表，见附录 A；

b)特色产业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规划等基本情况说明；

c)代表性企业基本情况及资质证明；

d)产品典型特色描述和相应产品品质检测报告；

e)产地人文历史、生态环境、工艺传承、科技创新等说明(证明)；

f)地方政府及特色产业相关机构发布特色产业指导性文件及实施记录（如建设保障、质量安全和诚

信、生产技术规范制度、生态原产地追溯等相关）；

g)产业规模和销售状况、消费者认可度、企业诚信和社会责任等相关资料；

h)其他必要的证明性材料。

5.2申请文件提交及受理

申请主体按照 5.1.2准备好申请文件后，全年随时可向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和内蒙古民族贸易促进

会联合组建的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管理机构或授权第三方认证机构等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文件，受理机

构应向申请主体出具受理意见。

5.3评审

5.3.1通过受理的申请，由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管理机构委派专项工作组或第三方认证机构组织专项

工作组进行评审。工作组采用组长负责制，采用文件和会议评审等形式实施评审，形成工作组评定结论，

连同申报文件报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管理机构。

5.3.2 本评定工作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赋予指标具体分值，合计得分由各指标的得分累加而得。

中国特色产业之乡总分100分，得分在80分以上为通过评定，评定表见附录B。

5.4公示

通过评定的申请，由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秘书处进行最终合格性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中国民族

贸易促进会复核，通过复核的申请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对社会公示。

5.5登记

对公示无异议的申请，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做出登记，并颁发相应证书及牌匾。

5.6复评和监督

登记注册有效期三年，每三年进行一次复评。不参加复评的视为自动放弃，将公告取消其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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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全体公民对获得中国特色产业之乡的荣誉进行监督，如发生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或有重大质

量投诉，经核实后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据实向社会发布监督情况公告。

6.标识使用

6.1中国特色产业之乡命名，最终授予申请主体的名称应为“中国 XXX之乡”（如：中国南果梨之乡、

中国小香米之乡、中国黄花之乡），命名规则为：中国+特色产业+之乡。

6.2中国特色产业之乡公共标识图案，见图 1。

图 1 中国特色产业之乡公共标识

6.3获得中国特色产业之乡的申请主体承担对辖区内相关机构使用中国特色产业之乡公共标识的管理和

监督职责，确保标识的正确和合规使用。

6.4鼓励全体公民对标识的使用进行监督，对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或伪造本标识的，或者使用与本标识

相近、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本标识

的行为，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和内蒙古民族贸易促进会将依据法律法规追究申请主体的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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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中国特色产业之乡申报表

申报主体信息

申报主体

名称

地址

申报主体

性质

□地市（盟） □县（区、旗） □乡（镇）政府相关部门

□其它，说明： （在对应□处填“√”）

人口数量 属地面积

生产总值 所获荣誉

申报类别 产业名称

申报负责人及

职务
联系电话

特色产业信息

近 3年

年产量

近 3年

年销售量

近 3年

年产值
所获荣誉

特色产业简介

代表性企业简

介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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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中国特色产业之乡评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评定内容） 满分分值

申请主体要求

申请主体及特色产业相关机构，应重视特色产业发展，具有完整的产业扶持和人才培

养制度，当地有一定比例的人口从事该产业。
3

对特色产业有发展规划、宣传计划及行动，给予政策扶持，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4

重视特色产业特殊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工作。 3

3年内，无生态、环保、诚信、产品质量、社会责任等重大不良记录。 一票否决项

文化传承要求

特色产业之乡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历史渊源或地方特色的文化典故。 6

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或者传统行业信息的传递中，承认当地具有某一方面或者某几

方面的特色。
7

当地的产业特色鲜明，生产制作技艺影响着该地域的民间传统文化。 7

产业发展要求

具备产业集群和产业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规模，成为当地重要的特色产业之一，并

对本地区其他产业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8

有产品特色标准化生产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的集中加工场所。 8

该地产业应具有一定的产值，对当地居民增收有拉动作用，并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 7

特色产业代表性企业应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化生

产实施方案。
7

品牌和知名度

要求

有不少于 2家特色产业之乡代表性企业，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品牌拥有注册商标，品

牌的认知度、忠诚度和知名度。
8

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产品获得过市级以上的奖励和荣誉。 6

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有较高的消费者满意度。 6

质量发展要求

特色产业所涉及的产品、服务获得各类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服务认证、体系认证，

如绿色食品认证、有机认证、T/OTOP1001一乡一品产品认证、GB/T 19001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等。

5

特色产业所涉及的产品提供具备 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 5

特色产业参与制定该产业的 1项以上的标准，包括团体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
5

特色产业代表性企业应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化生

产实施方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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