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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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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2)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海南勤富集团有限公司、珠海罗西尼表业

有限公司、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青岛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中国计量大学、河南省质量协会、江西华鑫环宇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成都市香城创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宏宁、卢丽丽、孟鹏、吕安然、吴芳、周勤富、熊春林、徐迪、范传忠、李铁男、
江国梁、高伟、宋银凤、马玉铭、赵文元、乐为、张利军、张峻玮、任冕、商广娟、曹金龙、康键、田武、杨志花、
王冉、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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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品牌用于区分不同产品和(或)服务、产品线和(或)组合,以及企业、城市、区域、产业等实体,体现其

独特属性和价值。实施品牌管理,持续提升品牌竞争力和品牌价值,是组织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组织

持续成功的必然需要。
  注:本文件所称组织指拥有品牌的组织和(或)被授权管理品牌的组织。

本文件是品牌管理的通用要求。组织根据本文件实施品牌管理的潜在益处是:
———理解品牌管理的原则和要求,提高品牌管理绩效;
———增强为组织、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能力;
———促成增强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满意;
———应对与组织环境和目标相关的风险和机遇,促进持续改进。
品牌管理是组织整体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组织通过为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而提升自

身品牌价值。组织所创造的价值蕴含于有形要素、质量要素、创新要素、服务要素和无形要素之中,实施

品牌管理有助于更高效率地识别、创造、提升、传递和保护这些要素中的价值。
本文件所规定品牌管理要求是通用的,适用于不同类别的组织。不同类别的组织,如企业、政府部

门、非营利组织等,它们的利益相关方的对象、关系以及需求和期望等可能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

妨碍组织按照本文件规定的原则和要求实施品牌管理活动。
由于阐述内容的需要,本文件中使用了少量带有企业特征的词语或表述,如产品、生产经营等。非

企业性质的其他类别组织可根据自身特点参照实施。
实施本文件并非需要:
———统一不同组织的品牌管理架构;
———在组织内部使用本文件的特定术语。
本文件采用过程方法,该方法结合了“策划—实施—检查—处置”(PDCA)循环。
过程方法使组织能够策划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PDCA循环使组织能够确保其过程得到充分的资源和管理,确定改进机会并采取行动。
基于过程方法和PDCA循环的品牌管理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品牌管理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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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所示的品牌管理框架图,反映了本文件第5章到第8章之间的关系:

a) 组织和资源是策划和实施各项品牌管理活动的基础;

b) 品牌战略、品牌管理策划和实施、品牌管理评价、品牌管理改进共同组成PDCA循环,并体现

持续改进的理念;

c) 制定品牌战略应基于组织的内外部环境及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d) 品牌管理结果可反映在品牌强度、品牌绩效、财务表现和品牌核心价值等方面,进而体现为品

牌价值及利益相关方满意;

e) 品牌管理全过程围绕有形要素、质量要素、创新要素、服务要素和无形要素展开。

  注:有形要素、质量要素、创新要素、服务要素和无形要素合称品牌价值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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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 管 理 要 求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品牌管理的原则,并规定了品牌管理的组织和资源、品牌战略、品牌管理策划和实施、
品牌管理评价和改进的通用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通过开展品牌管理活动提升品牌价值的各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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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9185—2012 品牌价值 术语

GB/T39654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GB/T39654—2020,ISO20671:2019,IDT)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品牌 brand
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用语、符号、形象、标识、设计或其组合,用于区分产品、服务和(或)

实体,或兼而有之,能够在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经济利益(价值)。
[来源:GB/T39654—2020,3.1]

3.2
品牌管理 brandmanagement
关于品牌(3.1)的管理。

  注:品牌管理可包括制定品牌战略(3.3),以及通过策划、实施、评价和改进,实现品牌目标的过程。

3.3
品牌战略 brandstrategy
组织制定并发布的品牌宗旨、方向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注:品牌战略通常包括品牌愿景(3.4)、品牌目标(3.5)、品牌架构(3.6)、品牌定位(3.7)、品牌核心价值(3.8)、战略任

务和策略等内容。

3.4
品牌愿景 brandvision
组织为品牌确定的终极目标。

3.5
品牌目标 brandobjective
组织确定的品牌要实现的结果。

  注1:目标可以是战略的、战术的或操作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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