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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我 国生态农产品 管理和 法律 保护 的现状进 行 了分析 ，介绍 了国外 建设 生态农产 品的经验 ，提 出了大力 

加 强生态农产品法制 建设 应注意的几 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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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农产品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1、从发展高产 、优质 、高效农业和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来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 

展 。城乡人 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结 

构 已发 生根 本性 变化 ，粮 食 直接 消 费量减 

少 ，加工转化物消费大大增加 ，人们的饮食 

需求开始讲究质量 、注意营养 ，对食品的多 

样化选择越来越细。但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 

是 ，由于工 业快速 发展 ，“三废 ”和农用 化学 

物质 对生态环境 的污染和 破坏 日趋严重 ，大 

量有毒、有害物质通过生物链残留于农畜产 

品中。加之食品加工过程的有关化学处理不 

规范、不科学 ，使得这种污染程度更为加重。 

这与国务院《关于发展高产、优质 、高效农业 

的决定>要求的“增加优质农产品的生产，以 

适应人们消费结构改善的要求 ，提高人民群 

众的健康水平”是相违背的。对我国加入 

W'I'O后农产品的出口创汇也是不利的 

(21从改变我国农产品受污染严重的现 

实来看。虽然我国近几年来在治理工业 、农 

业环境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企业环保 

意识薄弱，污染排放一直得不到遏制：我国 

农业生产中不合理施用农药 、化肥 。农用塑 

料地膜处理不科学 、不规范 ，产生了大量的 

化学残 留物 ，造 成农业 生态环境 的污 染和破 

坏。据调查，全国遭受工业“三废”污染危害 

的农 田已超过 600多万 hm2，受农 药污染 的 

农 田已达 2 000万 hm ，约有 1／4的农 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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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程度的危害。在我国大米生产中，镉 

含量在 lmg／!g以上 的有 l1个省市 、25个地 

区，耕地面积 1万 hmz左 右。而 国际上认 为 ， 

含 镉 lmg．／!g以上 的大 米 为 不 能 食 用 的镉 

米 ；我国含汞超标 的大米 生产有 21个 地方 ， 

涉及 l3个 省 、市 ：被铝污 染的大米生产有 20 

多个地方，分布在 l2个省、市；我国蛋品 、家 

禽污染超标率达 50％，水产品污染超标率达 

40％ 。 

(31从借鉴国外有关生态农产品开发管 

理的经验来看。据了解．联邦德国曾于 1979 

年开始推行一个叫“蓝天使”的计划。该计划 

规定 。由消费者、环保专家 、企业家和政府有 

关部门共同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 ，实施对农 

产品的检测分析 ，检测合格的产品 ，由委员 

会批准 ，允许其销售时使用“蓝天使”无公害 

标志。目前大约有 3万余种“蓝天使”产品畅 

销德国国内及出口美、日等国。此外 ，英国在 

每年 200亿英磅的食品销售额中。具有“生 

态标志”的食品销售额约占5 00o万英磅 。 

意大利政府积极支持生产 “生态食品”。仅 

1991年全意大利就得到了来 自英 、法、德、瑞 

士等 国对 “生态食品”的订单逾 3 000亿里 

拉 。在亚洲 ，韩 国 、日本 的“生态农产 品”也畅 

销 不衰。为促进 “生态农产 品”的发展 ．世界 

上许多国家都先后制定了相应 的管理法规 

和严格 的检 测标准 ，严格规 定 限制 化学 品在 

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中的使用范围及数量．以 

控制有毒 、有害物质含量不超过安全标准。 

有的国家还专门责成农业部门、卫生部门负 

责管理相关事宜。例如美国农业部下面就设 

有许多从事监督的检查员。为了让我国的农 

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 

国际的交换和贸易互补 ，应尽快制订适合我 

国国情 ，按 珊 有关规则和国际惯例要求 

的生态农 产品管理法规 。 

(41从完善我国农业法制体系建设的需 

要来看。我国农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 

农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 。这跟农 

业生产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有密切关系。中 

共中央 1992年 1号文件 <关于加强农业和 

农村工作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加快农业立 

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这表明了党对农业工 

作的重视和农业立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现 

在 ，“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 

对农村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起到 了推动作 

用。但关于农业发展的交叉性法规尚未被提 

到立法 日程 ，这要引起重视 。 

2 我国已基本具备开发生态农产品 

的条件 

(1)我国农产品市场已开始发育，相对丰 

富的农产品将为开发生态农产品奠定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水产 、水果 、 

蔬菜、畜禽 、蛋奶等农副产品产量成倍增长 ． 

粮食产量也逐年稳步增加。农产品供应的日 

篱 ： 



益丰富．使得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 

决．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与此同 

时．作为工业生产所需的棉、麻 、油等作物原 

料也 仓贮充盈 。由于价格 的调整和市 场的开 

放 ，农产品的交易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况下 ， 

提高农产品质量、档次既是社会的需求，也 

是v~1'o有关规则的要求。这种需求和要求 ． 

将 为大力开发“生态农产 品”奠定基础 。 

f21我 国现行 的农业 环境 法规 和 各种 有 

关农业环境质量保护标准，为生态农产品发 

展提供了科学依据。我国已先后颁布《农田 

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城镇垃圾家用物 

质控制标准》、<粉煤灰污染物控制标准》、 

<农作物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农 田 

灌溉水质标准》、《绿色食品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农业环境标准。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和各 

种标准．将为控制农业生态环境提供科学尺 

度 ．为生态农产品的开发起引导作用，并为 

今后的立法提供科学的依据。 

(31我国已积累了不少生态农产品开发 

的成功经验 。我国开发生 态农 产品始于上世 

纪80年代初，最先从城市菜篮子工程起步。 

例如 ：山东 寿光县生 产的无公 害蔬菜 已飘 洋 

过海远销国外 ，成为一大创汇产业。上世纪 

亚运会期 间在北京亚 运村首 次举办 了“绿色 

食 品”展销 ，受到中央领导 同志的肯定。 目 

前 ，生态 农产 品的国 内销 售渠道 已打开 。并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些产品 

按WTO的有关规则正 向国外市场拓展 。 

(41我 国 已基 本建 立 生态 农产 品 生产 的 

监督体系。<国务院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 

农业的通知》指出：“建立健全农业标准体系 

和监测体系，这项工作要列入各级人民政府 

和有关部 门 的议 事 日程 ，对 ‘绿色食 品’等 经 

国家有关部门正式确定 的质量标准要严格 

管理，依法使用和保护。”根据这一精神，目 

前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建立了农业环境监 

测体系，已经形成 了“生态农产品”产地环境 

质量监测 、生产过程污染控制 、产品质量监 

测等各种 网络 。 

3有关生态农产品法制建设和管理中 

的几个问题 

(1)应着手建立适应生态农产品发展的 

产 、供 、销营销管理网。首先 ．应确定生态农 

产品的生产基地 ，并对企业的生产、加工 、销 

售过程严把质量关。 其次 ，应作出并执行生 

态农 产品生产加 工过程 无害化管 理 的规定 。 

如农药应采用生物农药等生防、信防措施； 

肥料 应采 用配 方施 肥 、测 土施 肥 ．增 施有 机 

肥；对加工过程应作出不得采用有害人体化 

学品的规定。再次，对销售工作应加强管理， 

实 行定 点挂 牌专 营 ．防止鱼 目混 珠 ．以劣 充 

优 。 

f21严格商标管理 ，建立合理的税收制 

度 。生态 农产品既是优 质的 、无公 害农产品 ， 

其商标申请就应严格．除符合一般食品的营 

养、卫生标准外，同时还应符合以下条件：① 

其主要原料产地应经农业环保监测部门审 

定，符合生态标准；②原料作物的生产操作 

规程应符合无公害控制标准；③最终加工的 

产品应 由农业部门指定专门监测机构依据 

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标准进行检测．合格者才 

能上市；④外包装必须符合国家标签通用标 

准 ，符合生态农 产 品特 定标志 。各种包 装袋 

(盒)除应采用防伪商标外，其印制数量还应 

与经检定的生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产量相 

一 致，以防假冒；⑤生态农产品应实行优质 

优价和税 收优惠 ．对那些 污染环 境的生 产厂 

商 ，要加强征税 ，征税的多少要与其环境成 

本相 当。政 府应把征来 的税 收补 贴到环境污 

染治理上，以激励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其 

健康发展。 

(31对生态农产品产地应实行保护 区制 

度 。凡经审定合格的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 

均应对其环境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防止工 

业性污染 ，防止非生 态农 业 占地 。目前 ，我 国 

仅有<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管理办法》，对保护 

生态环境是远远不够的。要加速制定有关生 

态环境保护宏观调控方面的立法，确立经济 

发展与环保的关系 ，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法、破坏生态环境处罚法 、资源保护回收法 、 

污染 物 回收法 、放射 性污 染 防治法 、化学 污 

染防治法等，使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可依 。同 

时，应加强对生态农产品产地的制度化 、规 

范化 、法制化管 理。 

(4)进一步完善绿色法规。目前，我国已 

制定了《绿色食品管理办法》，但在实际操作 

过程 中 ，随 意性 比较 大 ，对 绿色 食 品的标 准 

不具体 ，没有进行量化 ，因此 ．执行起来难以 

把握尺度。由于各地方政府都制订了地方性 

法规 ，各部门也都有 自己的管理条例 ．存在 

着 多头 管 理的现 象 ，造成 市场 管 理 上 的混 

l乱，必须尽快加以根治。①必须尽快制定<生 

态农产品质量法》。 在制定该法时．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考国际有关法 

律 ，向国际标准靠拢。但应当注意，在镧定法 

律时应考虑法律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避免 

法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②进一步完善 

<税法》。目前我国现行的<税法》对生态农产 

品 生 产与消 费 的规 定 比较少 ，因此 ，必须 增 

补 ，对 凡是 生产 生态 农产 品 的企业 ，在几 年 

内实行减税 和免税 或补贴 ；对 那些 导致 环境 

污染的企业 ，在征收税时，应提高税率或添 

加税种 ；对 于生态农 产品消 费的个 人和组织 

应给予减免消费税 ．使更多的人们消费生态 

农产品。③补充、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生 

态农产品没有作具体规定 ，因此 ，对消费生 

态农 产 品 的个人 和组 织必 须 给予 更 多的保 

护 ．把个人 和组织 的消费行 为和环保 效益结 

合起来。 

(5)明确执法 部 门，严格执法 。目前 ，我 国 

农业 环境 科技 法律 、法 规实施 不 力 、执行 不 

严，与缺乏强有力的执法机构有关。而解决 

此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明确执法的职能 部 

门，授于他们应有的执法权。生态农产品的 

管理应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 ，因此他们应是 

生态农产品的执法部门；其次 ，为搞好生态 

农产品的法律保护 ，在立法中一定要定义好 

生态农产品的概念 ，便于在实际中操作，避 

免有不同的理解。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生态 

农产品就是指在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中，采取 

无公害农艺措施。为促进农业良性循环而生 

产的有害残留物未超过国际食品卫生标准、 

富有营养的农产品。为此，我们要以这一概 

念作为立法和执法的依据 ，并依法加强对生 

态农产品生产的管理。 

(6)加强宣传，提高全民的生态农产品消 

费意识。宣传生态农产品就是宣传科学 ，就 

是适应国际消费潮流。宣传的重点是各种生 

态农产品的特性、产地、营养价值及含量、有 

关无公害农产品的各项指标及国家标 准以 

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知识等。使更多的人们认 

识它、熟悉它 ，从而积极地参与消费。同时。 

要积极扩大生态农产品消费市场 ，力争让更 

多的特色产品出口创汇，拓展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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