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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入手, 分析了绿色食品产业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 , 阐述了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存在的问
题 , 提出了促进我国绿色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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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Food Industry and Green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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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food industry in China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reenfood industryi nthe agri-
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analyzed . The problems existed i nthe greenfood industry in Chi na were expounded . And the strategic approaches of
promoting the green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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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现状

  绿色食品是一种安全无污染的食品, 其潜在需求很大 ,

但有效需求明显不足。我国绿色食品的供应数量和市场消费

数量占食品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比例相当低, 因此我国绿色食品

的市场规模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我国绿色食品企业总体规

模不大, 数量不多。目前由于企业逐渐认识到绿色食品市场存

在的商机, 所以加大了对绿色食品的开发力度。我国绿色食品

产业发展状况见表1。

  表1 2002～2005 年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状况

绿色食品企业

个

产品总数

个

实物总量

万t

年销售额

亿元

2002 1 756 3 046 2 717 598

2003 2 047 4 030 3 260 723

2004 2 836 6 496 4 600 860

2005 3 695 9 728 6 300 1 030

 注 : 资料源于中国绿色食品网。

  据统计,2002 年我国绿色食品出口额为8 .4 亿美元, 出口

率为11 .6 % ;2005 年绿色食品出口增长速度接近30 % , 已达到

16 .2 亿美元, 比2002 年提高了近1 倍, 约占我国农产品出口

总额的6 % 。2005 年是我国绿色食品发展最快的一年, 全年新

认证企业1839 家, 产品5 077 个; 全国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

企业总数达到3 695 家, 产品总数达到9 728 个; 环境监测的农

田、草场、林地、水域面积653 万hm2。

2  绿色食品产业在我国农业可持续性发展中的意义

2 .1  为绿色农业提供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发展绿色食品

产业 ,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 促进农业可持续性发展。选择

具备良好生态条件的生产基地 , 同时对基地的生态环境加

以保护和建设; 对那些暂时不具备绿色食品生产条件的地

方加以改造, 使其逐步达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的环境条件。

2 .2  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  在生产、收获、加工、储

藏和运输的过程中 , 绿色食品生产采用无公害的生产技术,

保障了农产品无污染、优质营养的特性, 有利于保障公共消

费安全。此外 , 发展绿色食品产业, 有利于打通国际市场的

绿色技术壁垒 , 促进出口创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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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有利于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理论的完善  绿色农业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006 年4 月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和中国绿色食品协会联合在河南陕县召开了全国绿

色农业示范区建设会议。从当今农业发展的总体来看, 农

业的发展正在由生产、生态协调性农业增长模式向生产、生

态、经济协调型农业增长模式转变。绿色农业能够充分反

映和满足生产、生态、经济协调型农业增长模式的要求。绿

色食品和生态农业的发展为绿色农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从

生态农业和绿色食品走向绿色农业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3  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存在的问题

3 .1  产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由于绿色农业的市场开发

起步较晚 , 绿色农业的生产仍然沿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 因

而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程度不高, 绿色农产品的产量占

农产品总量的比例还很低, 且品种比较单一 , 无法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3 .2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不力  农业生态环境已成为发展

绿色农业的瓶颈。畜禽类粪尿污染仍然相当严重, 尤其是

规模养殖场排放量大 , 处理率低 , 造成了对水域的严重污

染。农业、生活废弃物污染、工业污染、水产养殖过程中的

污染都严重制约着绿色农业的发展。

3 .3  缺乏全面的质量管理  在生产环节, 绿色农产品生产的

配套技术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相应的技术标准还没有真正

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与应用。在流通环节, 由于管理体制、检测

体系、执法体系等问题难以协调解决, 绿色农产品监督检测技

术的实用性、可推广性不强。

3 .4  缺乏对绿色食品有效的物流管理  由于绿色食品对

环境有特殊的要求 , 因而绿色食品常生产于交通不便、较为

边远的地区。而绿色食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所

以, 营销网络和市场体系的滞后 ,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不

畅给绿色食品市场的拓展带来困难。

3 .5  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  绿色农业产业是复杂的系统

工程 , 从育种、栽培、加工、仓储到运销等环节的要求都很严

格, 成本高昂 , 所以仅靠农民自身的投入是不够的。而且由

于绿色食品加工需要先进的工艺和设备 , 即使对于一些龙

头企业, 如果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 那么技术改造也会无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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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严重影响绿色食品的加工。

4  我国绿色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途径

4 .1  因地制宜开发绿色农产品  绿色农产品开发是绿色

营销的前提。开发绿色农产品的基础是建设好农产品生产

基地。集中抓好优质稻、优质果、优质烟、优质草、商品蔬

菜、精品油茶、工业原料林、畜牧和水产养殖等优势产业基地

的建设; 进一步提高绿色( 有机、无公害) 食品原料生产基地标

准化水平; 抓好绿色食品产地认证和产品质量安全认证, 积极

推行GMP( 良好操作规范)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

ISO9000( 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标准) 、ISO14000( 环境管理与

环境保护体系标准) 等质量管理认证; 实施名牌品牌战略, 做到

一个行业一个龙头, 一类产品一个品牌; 重点扶持已有一定基

础和规模、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竞争力强的绿色食品加工

企业、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企业。

4 .2  加大科技投入  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绿色农业的

保障 , 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通过税收优惠、财

政补贴和金融支持等手段, 增加农业投入, 完善农村财政金

融制度 ; 对于绿色农产品生产农户、绿色农业经营企业、绿

色农业技术开发单位, 增加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 并且通过

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对其进行信贷支持; 把现代

先进的科学技术融入到绿色农业中 , 注重技术创新, 不断强

化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主导作用 , 提高绿色食品的科技含

量; 建立农林牧渔业等绿色农业生产、加工技术的创新体

系, 研究出一批符合绿色农业要求的优质、高产、抗逆性强

的新品种及综合配套栽培技术 ; 加强绿色农业知识的培训,

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 全面提高绿色农业从业者的素质,

培育绿色农业的微观主体; 建立、完善绿色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 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绿色农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4 .3  完善农产品物流管理  要完善农产品物流管理 , 必须

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信息服务设施建设, 即在基地附近

建设区域性专业批发市场, 完善市场交易、检测检验和信息

服务等设施, 增强服务功能, 扩大辐射范围。根据实际情

况, 在这些市场设立绿色食品专门交易区, 促进产销衔接,

积极实施绿色农产品名牌战略 , 提高绿色农产品在国内外

的知名度 , 进一步提高其市场占有率 ; 密切关注绿色农产品

国际市场的变化, 针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 建立预警机

制; 发挥比较优势, 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 , 建立诸如劳动密

集型和劳动技术密集型的绿色农业产业基地, 以质优价廉

物美的绿色农产品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在农产品生产、

加工、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推行全程质量控制技术, 建立农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体系 , 建立与国际质量标准接轨的农业质

量标准体系。改革农产品外贸体制, 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生

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4 .4  建立、健全绿色农产品的标准体系  绿色农业产业化

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最终还要通过市场来体现。为了使绿色

供应链发挥应有的作用 , 要建立绿色市场来对企业和个人

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建立绿色市场首先要完善绿

色产品的标准体系。绿色农业产品可以分为2 个等级层次,

1 级作为达到国际ISO14000 环保论证, 适应国际市场准入的绿

色通道级别;2 级作为普及型, 基本相当于目前无公害食品, 逐

步达到绿色食品 A 级水平。按照世贸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协议》, 应设立我国“绿色贸易壁垒”, 建立和完善国内环保

贸易法律体制。同时, 积极推行ISO14000 环境管理新体系, 引

入ISO14000 系列国际环境标准以规范企业等组织行为, 达到节

省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农产品出口和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5  结语

推进绿色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为

了实现我国绿色农业产业化, 应以市场为导向 , 以绿色农产

品生产基地为依托 , 以源头控制为中心, 以组织机制创新为

动力 , 以市场监控为手段 , 以配套法规建设为保证, 以全面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与市场竞争力为核心, 以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目的。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 , 立足

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以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组织为载体, 积极培育绿色农产品品牌 , 实行基地认证

和产品标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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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参与成本 , 宣传参与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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