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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当前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和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也是现阶段我国实施农业
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支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加大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力度。
”　　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是由经国家权威机构认可的认证机构对企业或组织生产的农产品的安全性
进行的产品认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企业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申请不同种类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认证。
目前主要有三类：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简称“三品”认证。
农业部在积极推进“三品”认证的基础上，于2008年启动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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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认证　　第一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述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事关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
依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具体体现，也是现阶段我国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必须着
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内涵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概念　　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农产品是指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
广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还包括农产品满足贮运、加工、消费、出口等方面的需求。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指农产品符合规定的标准或要求的程度。
当前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就是要提高防范农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危害的
能力。
一般来说，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特点　　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是指农产品符合规定的标准或要求的
程度，这种程度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负的农产品质量水平，即农产品不安全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危害的直接性。
农产品的质量不安全主要是指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而言。
大多数农产品一般都直接消费或加工后被消费。
受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污染的农产品均可能直接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产生危害。
　　危害的隐蔽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水平或程度仅凭感观往往难以辨别，需要通过仪器设备进行检验检测，有些甚至还
需要进行人体或动物试验后才能确定。
由于受科技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制约，部分参数或指标的检测难度大、检测时问长。
因此，质量安全状况难以及时准确判断，危害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危害的累积性。
不安全农产品对人体危害的表现，往往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发现。
如部分农药、兽药残留在人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并恶化。
　　危害产生的多环节性。
农产品生产的产地环境、投入品、生产过程、加工、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均有可能对农产品产生污
染，引发质量安全问题。
　　管理的复杂性。
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产业链条复杂、区域跨度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环节
、多部门，控制技术相对复杂；加之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者经营素质不高，致使农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难度大。
　　（三）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三类来源　　物理性污染。
指由物理性因素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的危害。
如因人工或机械等因素在农产品中混入杂质或农产品因辐照导致放射性污染等。
　　化学性污染。
指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化学合成物质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的危害。
如使用农药、兽药、添加剂等造成的残留。
　　生物性污染。
指自然界中各类生物性污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的危害。
如致病性细菌、病毒以及某些毒素等。
生物性污染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控制难度大。
　　（四）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的一般规律　　1.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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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数量安全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数量安全得到保障后
，追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就成为必然。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给予更多的关注，提供更有力的支
撑。
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往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
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体经历了追求数量增长、强调数量与质量并重和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突出质
量和效益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是密切相关的。
　　2.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需要多个学科、专业的技术和知识。
随着现代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化肥、农药、兽药等农业投入品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造成农产品污
染。
在解决工业“三废”污染、净化农业隼产环境和降低农业投入品污染过程中，科学技术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运用，农产品检验检测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大幅度提高了检测精度和准确
度，对农产品中的物理性危害、化学性危害已经基本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并进行有效监控。
近年来，二英、疯牛病、SARS、禽流感、苏丹红等事件连接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新问题不断出现，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与消费者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要求相适应。
经济规律表明，有效供给必需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随着收入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健康意识和安全要求不断增强。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越是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安全意识和生态
意识就越强烈，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
一般来说，当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农产品的数量安全；当恩格尔系数在40％
～50％之问，人们逐步注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当恩格尔系数降至40％以下，人们对农产品的营养、
安全卫生水平要求更高。
　　4.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状况受制于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程度。
经济学原理表明，追求利润是经营者的第一目标，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也不例外。
由于农药、化肥、抗生素等化学或生物产品的投入，能大幅度提高产品产量和外观品质。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手段不健全、市场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不规范投入品使用能够给生产经营者带
来超额利润。
如果这种行为未受到市场的惩罚，只要经济上合算，生产经营者自然乐于使用甚至超量使用这些化学
品。
然而，分散与小规模的生产和销售行为，给标准化生产与市场监管带来相当的难度，极易引发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问题。
研究表明，农产品生产与经营的集约程度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集约化程度越
高，其质量安全状况相对来说也就越好。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概况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20世纪90年代农业发展进入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并重的新阶段，为进一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我国
明确提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目标。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总体是安全、放心的。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2001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组织各级农业部
门以蔬菜中高毒农药残留和畜产品中“瘦肉精”污染控制为重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高毒
农药、兽药违规使用和残留超标问题；以农业投入品、农产品生产、市场准人三个环节管理为关键点
，推动从农田到市场的全程监管；以开展例行监测为抓手，推动各地增强质量安全意识，落实管理责
任；以推进标准化为载体，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和管理水平。
目前蔬菜中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达到93％以上；畜产品中“瘦肉精”合格率达到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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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监管能力逐步增强，农业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法律法规不断完
善，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的服务、管理、监督、处罚、应急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逐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已于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附录1-1）。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　　1.蔬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持续上升。
根据2003u-2007年37个城市蔬菜中甲胺磷、乐果等农药残留监测结果，我国蔬菜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
持续上升。
2007年1月、4月两次监测，蔬菜中农药残留平均合格率为93.6％。
其中，蔬菜生产基地合格率为96.7％，批发市场、超市和农贸市场的合格率分别为93.7％、91.7％
和92.5％。
蔬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逐年提高。
　　2.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保持较高水平。
根据2003——2007年22个城市畜产品中“瘦肉精”以及磺胺类药物等兽药残留监测结果，近年来畜产
品质量安全合格率总体呈上升态势。
2007年1月、4月两次畜产品中“瘦肉精”污染和磺胺类药物残留监测平均合格率分别为98.8％和99.0％
。
从监测结果看，屠宰场、超市、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瘦肉精”监测合格率分别为99.1％、99.5％
、100％和96.5％；超市、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磺胺类药物监测合格率分别为98.7％、99.0％和99.2％。
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总体保持较高水平。
　　3.水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合格率呈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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