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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 绍和探 讨 了农 业标 准化建设对 于发展 农业具有的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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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提 高农业标准化 的水平 ，已成为提 高一 

个国家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欧美 

和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 ，无不是以高度的 

标准化为基础的。当前国外农业标准化的发 

展趋势 ，一是注重农产品质量的标准化 ，二 

是严格农 产品生产过程 的标 准化 。 

l 注重农产 品质量 的标准化 

世 界上最 大的标准 化机构有 3个 ：国际 

标 准化 组织 OSO)、国际 电工 委员 会 (IEC)、 

国际 电信联 盟 (ITU)。ISO、IEC、IrI’U标 准 为 

国际标准。其中 ISO标准涉及农业质量标 

准。关于农业标准方面比较权威的、具有代 

表性的一个 国际标准化组织是食物法典委 

员会 (Food Law or Code Commission)。该 组 

织是贯彻、实施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 

界卫生组织(WHO)联合组织的食物标准项 

目的机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健康和保证公 

平的食物市场贸易，其工作就是为政府和其 

他利益团体进行开发食物 (几乎是所有种 

类 )进 出 口检 测和 认证 系统 (方针 、导则 、文 

件 、具体标准、检测认证规程等)。该组织在 

l999年 6月 罗马召开的第 23次会议上通 过 

的 l998～20o2中期 发 展计 划 中提 到 了近 期 

工作重点 ：加强非政府组织 的参与 、重视食 

物生产和加工的安全技术、促进中小企业采 

纳 其标 准 、促 进检 测认 证 的相互 认 可 、进 一 

步加 强组织决 策制定 的透 明度 、在 网上发 布 

信息等。 

WTO有 29个独立 的协 议 ，其 中有关 农 

业标准化的有两个 ，一是《贸易技术壁垒协 

议》(简称，rBT协议)；二是《动植物卫生检疫 

措施协议》(简称 SPS协议)，协议规定了农 

产品贸易、质量检验或仲裁需采用的一系列 

国际标准 。 

欧盟国家对农业标准化有 3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就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农业标准化 

体系。以食品质量标准为例 ，就有国际统一 

标 准 (如 ISO90o1)、欧盟 统一 标准 (如 HAC． 

CP)、国家标 准 (如 BRC)、行 业标 准 (可 以是 

跨 国性的，如 EUREP／GAP)等。这些标准贯 

穿于生产、加工 、流通全过程，标准覆盖率几 

乎 100％，使农产品的生产从下种到消费者 

的餐桌，每一个环节都要遵守有关食品安全 

和质量保证标准。包括从育苗时候的培土到 

使用的肥料、农药、农产品加工过程中车间 

的卫生条件 ，加工设备的条件以及包装材 

料 、储运时间、温度以及储存的天数都有要 

求。第二，有一套完备的推行农业标准化的 

保障体系。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规和政 

策，保证农产品的加工生产在有序安全的环 

境中进行。第三，建立一个强大的执法体系。 

国家制定的标准化是一个法律体系，是推行 

食品标准化体 系和保障消费者健康的法律 

保障，必须严格依照执行。 

法国实行农产品质量识别标志制度，其 

主要内容是对于优质产品，使用优质标签；对 

于载人生产加工技术条例的标准的特色产 

品，使用认定其符合条例的标准的合格证书； 

对于以特殊方式生产 、符合生物农业要求的 

产品，使用生物产品标志；对于来自特定产 

地、具有该地区典型特征的产品，以某产地产 

品命名。该制度是建立在 自愿参与、自觉遵守 

产品质量承包协议和有第三方监督基础之上 

的，它强调的是对农产品品质真实情况的证 

明。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 ，标准化的发展更 

有利于界定农产品的质量。因此标准类型能 

够区分同一类产品的不同品种，判别农产品 

的质量和优质类别产品，以建立起标准模式 

所界定的具有特色的各类农产品市场。 

美 国通 过长期 积累 ，已经形成 了一个较 

为完整的标准化体系。而且标准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地修订 、完善和细化。 

在 日本 ，所有农产品进入市场前都要按 

一

定标准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分级。鱼虾是以 

条为计量单位；梨、苹果多以只为计量单位； 

大 白菜 、包菜 以一棵 或半棵 标价 。在市 场上 

见不到 以重量 单位计价销售 蔬菜水果 。日本 

的农业标准相隔 5年修订一次 ，其修改内容 

完全根据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 

2 严 格要求农产 品生产全过程标准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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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说 注重 农产 品 质量 的标 准 化是 注 

重的产后标准，那么注重农产品生产全过程 

标准化则是注重的产前、产中标准。从20世 

纪70年代开始 ，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大力发 

展有机农业，以促进农产品的安全和农业的 

环保及可 持续发展。 

这方面 比较专业的有机农业标准组织 

有 ：NOFA (Massachusetts Northeast Organic 

Farmers Association-Massachusetts)。该 组 织 

集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于一体。其标准分物 

质和操作两部分，各部门都规定了详尽的允 

许 、规范和禁止的具体情况 ，如从事有机农业 

的土地必须是3年 内没有使用无机物的土壤 

条件 、用轮作或其他许可的方法来确保作物 

虫害和土壤肥力的管理等。同时对各种标准 

的实施 都进行严 格的跟 踪测试 ，以发现 问题 

及时纠正。对于发展有机农业的要求很高。 

再 如 瑞 士 的 有 机 农 业 监 测 体 系 

(KRAV)，它是瑞士政府根据欧盟法律正式 

批 准 ，并经 国际有机 运动联 盟 (WOAM)认可 

的瑞士农产品检测机构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监测项 目之一。世界贸易流通领域亦认可其 

检测标志 。KRAV的 目的在于 ：促 进有机农业 

生产的发展及其生产方式的普及；开发有机 

农业生产标准 ；检测有机农产品 ；提供生态 

农业信息。它对有机产品所建立的标准和监 

控体系，为其生产的各个环节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所包括内容主要涉及农产品、畜产 品 

生产、加工 、分配和销售领域 ，并制定了生 

产 、营销 、监 测 的各类 文 件和 详细 的管 理条 

例。但有机农业的发展是以自发、自愿参与 

为主，即使在 当今有机农业快速发展的美 

国，其发展程度距普及化还有很大的距离。 

鉴于有机农业在环保 、健康以及持续 

发展上的重要性 ，德国和其它欧盟国家一 

样 ，非常重视有机农业的发展。按照欧盟农 

业环保法规的有关要求 ，农民由常规农业转 

为有 机农业 生产 ，必须经历2—3年的过 渡期 ， 

过渡期间及以后生产 中不能使用任何化学 

肥 料及 药 品。农 户从 事有 机农 业 的一 切 活 

动，必须有详细记录 ，再 由认定机构的检查 

员审查 认可 。 

3 对外实行“绿色壁垒” 

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 ，其实就是技术标 

准的规则，谁控制了技术标准，谁就掌握了 

进入市场的主动。对于进 口农产品，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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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农业标准，形成非关 

税壁垒。这包括：严格甚至苛刻的技术标准、 

卫生检疫标准、商品包装和标签标准等。这 

种技术壁垒具有广泛性 、合理性 、隐蔽性和 

歧视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标准不断 

提高；②严格的质量认证和检验程序；③严 

格的标签和包装标准；④严格的环保标准。 

4 对湖北省的几点启示 

(1)政府支持。政府投入是农业标准化 

体系建设的关键 ，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 是政策和立法投入。政府通过制定政 

策和法规来推行标准化的执行。首先政府是 

标准的提供者 ，从标准的制定到修订 ，到执 

行 ，无不显示出政府行为的强大作用。政策 

的制定，要向有利于食品安全和环保倾斜。 

德国有机农业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 

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政策 

扶持。在政府的适当引导和支持下，农户自 

觉 、自愿地从事有机农业生产 ，政府对农民 

转向有机农业经营提供鼓励，通过为他们提 

供财政支持而弥补由此转变所带来的损失。 

在具体管理和生产程序上建立了完善的管 

理方式，由政府制定法令、法规和标准，批准 

质量认证机构负责进行各个环节的质量检 

查验定；由农户自发组织的有机农业协会负 

责农户间、以及生产与市场间相互协调 ；农 

户自发并 自愿地按照有关标准进行生产。有 

机农业生产以农场为单位 ，要求整体符合有 

机农业生产标准。 

为了鼓励发展绿色食品，一些政府制定 

了相应的价格政策。由于绿色食品生产和管 

理成本高于普通食品，芬兰政府允许绿色食 

品价格比普通食品高30％以上 ，而 日本政府 

允许高出20％左右。 

雄厚的财力 ，是农业标准化得以发展的 

保证。欧美等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 ，给予 

巨额补贴。如欧盟15国1999年柏林 协定规 

定 ，200o-2006年新 的共同农业政策安排 的 

财政预算支出，平均每年达4O5亿欧元 ，用于 

共同体农业的各项措施及改革 。包括 ：确保 

食品质量与安全 ，保证稳定和平衡农民收 

入 ，保护环境等等。美国每年对农业的财政 

投入为6OO亿美元 ，仅次于卫生部和国防部。 

(2)转变观念 。在西方发达国家，广大消 

费者认为食品的高质量和安全性是最重要 

的，他们的消费行为是质量和安全敏感型 

的，而不是价格敏感型。这种需求不断地推 

动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升级。另 

一 方面，符合标准的产品在市场上有较高的 

价格 ，具有更大的优势和回报 ，双方形成良 

性互动。例如在德 国，有机农业已深入人 

心，有机的是最好的、以人为本 、为环境而 

尽义务 ，为你奉献健康 、新鲜 、优质产品等观 

念已成为不少企业和农户的座右铭。从 目前 

湖北省的情况来看，农业标准化的意义还没 

有被社会各界广泛认识。强化标准意识，加 

大宣传力度，普及标准化知识 ，这是湖北省 

目前推动农业标准化的首要任务。我们要以 

一 种忧患意识和超前意识 ，在全社会大力推 

行农业标准化的观念 ，这包括生产者和消费 

者，都要树立起安全食品的意识。如果对绿 

色食品缺乏认识，绿色食品有效需求不足， 

必然会阻滞标准的完善和推广 ，所 以，观念 

的转变是最 重要的。 

(3)是契机又是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标准化体系建设方面，无论从资金还 

是技术来说 ，差距都是很大的，而湖北省在 

国内又只居于中等水平 ，缩小差距的任务更 

艰 巨。 

加入WTO后 ，国外大批农产品已经走进 

国门，对国内农产品市场无疑是个冲击。同 

时，园艺品(水果、蔬菜、花卉)、畜牧品、水产 

品及特产将大量出口，这既是机遇也是一个 

考验。 目前 ，标准化建设被称为我国农业 的 

又一场革命，牢牢抓住这一契机，使湖北 省 

的农业标准化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可 

以实现湖北省农业稳定持续的发展，为农业 

产业化、农 民增收、实现我国全面小康社 会 

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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