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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技术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其与标准化体系的关系 , 论述了可以有效打破国外技术壁垒的农业标准化体系的构
建和完善 ,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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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technical barrier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ort and the relation with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were analyzed . And
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system which could breakthe foreigntechnical barrier effectively were expounded .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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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 任何贸易措施都有可能对贸易产生壁垒作用 ,

技术壁垒措施也不例外。所谓技术壁垒, 又叫技术性贸易壁

垒(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 简称 TBT) , 是指一国以维护国

家安全, 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安全及健康, 保护环境, 防止

欺诈行为, 保证产品质量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

的技术性措施, 包括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3

个基本要素。应该说, 技术壁垒与标准化手段的应用是密不

可分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标准化手段应用于技术

壁垒中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在关税壁垒不断削减和取消

的背景下, 以技术壁垒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

响将越来越大。我国农产品技术含量低, 农业标准化体系不

够完善, 易受他国技术壁垒和技术标准的限制。构建和完善

我国农业标准化体系, 不但可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整体质量

和技术含量 , 突破国外各种技术壁垒的限制, 促进我国农产

品出口, 而且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

促进农民增收, 解决“三农”问题。

1  技术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农产品技术壁垒大多与技术标准和技术

法规有关。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技术法规所

实施的农产品技术壁垒, 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合

法性, 而且种类繁多, 技术要求严格。目前, 欧盟拥有的技术

标准就有10 万多个。自2004 年起 , 欧盟正式禁止320 种农

药在欧盟销售, 其中涉及中国的农药有60 余种。欧盟以食

品安全为由从2004 年2 月初开始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出口

进行封关。依靠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检测技术把水产品和肉

类中的氯霉素限量标准定在几乎苛刻的程度上, 对蜂蜜的进

口标准也一下子提高了100 倍, 对茶叶提出了近200 项检测

指标。从2006 年1 月1 日起, 欧盟实施了新的《欧盟食品及

饲料安全管理法》, 进一步拉长了食品安全控制的链条。除

了禁止有320 种农药残留的农产品在整个欧盟市场销售外 ,

还要求食品生产与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即“始于农场止于餐

桌”的全过程, 都要符合新出台的一系列标准, 否则欧盟委员

会将取消其进口资格 , 并将相关外国企业列入“黑名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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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将近500 个农产品标准。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布了2 000

多个品种、1 000 多个残留限量标准, 农林水产省已颁布7 类、

351 种品质规格标准, 其中规定茶叶中农药残留量不得超过

0 .2 ～0 .5 mg/ kg 。2006 年5 月起 , 日本实行修改后的《食品卫

生法》, 正式推行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

在这个制度中, 所涉及的农产品由130 种增至135 种, 被检测

允许存在的残留农药由724 种缩小到229 种, 农药残留标准

由9 000 个增至2 .8 万个。这意味着进入日本市场的农产品

几乎不允许存在任何农药残留。美国是世界上食品标签要

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食品标签多达22 种, 且逐年修订补

充。美国要求所有包装食品应有食品标签。强调食品还要

有营养标签, 必须标明至少14 种营养成分的含量。美国还

提出了与欧盟相类似的要求 , 并且规定了 HACCP、UL、ISO 等

产品体系和实验室认证、认可。

国外苛刻的农产品技术壁垒使我国出口农产品严重受

阻。商务部对中国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情况的抽

样调查表明,2002 年我国有71 % 出口企业、39 % 出口产品受

到技术壁垒的限制, 分别比2000 年上升5 和14 个百分点。

从一般的初级产品到高新技术产品,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技

术壁垒的影响。其中 , 食品土畜产品受阻最为严重, 近90 %

食品土畜类出口企业受限, 禽肉产品出口下降32 .9 % , 畜产

品出口下降4 .1 % , 蜂蜜出口下降16 .7 % 。技术壁垒给我国

出口造成的损失为170 多亿美元, 比2000 年高出60 多亿美

元。按海关税则分类 ,21 类产品因技术壁垒造成的损失分布

情况表明, 第1 类( 活动物、动物产品) 、第2 类( 植物产品) 产

品因技术壁垒造成的损失最大, 分别为44 .2 亿和41 .1 亿美

元。商务部发布的2006 年上半年农产品进出口统计数据显

示, 农产品出口增速缓慢是2006 年上半年的一大特点, 上半

年进出口总额302 .9 亿美元, 其中出口140 .7 亿美元, 进口

162 .2 亿美元 , 出口仅增长 9 .3 % , 大大低于 2005 年同期

22 .5 % 的增幅。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速放缓, 进口增速较快 ,

贸易逆差规模扩大, 达21 .5 亿美元, 已超过2005 年全年规

模。据分析 ,2006 年上半年农产品出口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有: ①受国外技术壁垒的制约, 特别是受日本“肯定列表制

度”影响, 对日出口增幅锐减; ②禽流感等动物疫情的影响尚

未消除, 畜禽产品出口增速放缓; ③粮食出口缺乏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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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出口大幅下降。

2  技术壁垒与农业标准化体系的关系

农业标准化体系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的一系列农业标准的集合体, 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农用微生物业的标准化。它是指按照“统一、简化、协调、优选”

的原理, 以国际先进标准为参照, 通过制定标准和实施标准, 把

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纳入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

管理轨道。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的目的在于指导、规范农业生

产、加工、销售等全部活动, 以促进农产品及其加工制成品质

量、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 实现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在每一项标准的背后, 都承载着生产者对消费者、社会和自然

的承诺。正是由于标准的强制性和规范作用, 生产者才不至于

肆无忌惮地侵害消费者和大自然的权益。

各国各地区的标准都随着本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食品安全与健康意识的增强而相应发

生变化。一国农产品要进入他国消费市场, 首先必须从各方

面达到农产品出口对象国相关标准的要求。由于国与国之

间经济技术水平的悬殊, 技术标准和法规差别很大。这些所

谓的相关标准就转变成其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农产品的技术

性贸易壁垒。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国内标准

和国际标准, 一方面起到了维护国家安全, 保护人类、动植物

生命及健康, 保护环境, 保证产品质量的作用 ; 另一方面也达

到了合法地限制他国低价农产品倾销, 保护本国农业和农产

品生产者的目的。

构建农业标准化体系, 不仅是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管

理, 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民增收的有

效保证 , 而且是构筑我国对外技术壁垒和应对国外技术壁垒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 这里的农业标准就是所谓的

农产品技术壁垒。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正确把握农业标准

化体系和农产品技术壁垒之间的内在联系, 可以为我国农业

标准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因此, 我

国应尽快构建和完善农业标准化体系, 包括产品质量标准、

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生态标准等。

3  农业标准化体系的构成

3 .1  农业标准制定体系  各种标准由其制定主体( 国务院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企业组织等) 编制计划, 组织草拟, 统一

审批、编号、发布, 并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以

科技为手段, 以质量为核心, 以市场为导向 , 建立农产品生

产、加工、贮藏、销售全过程以及操作环境、安全控制等方面

的标准体系, 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都纳入

标准化管理轨道, 逐步形成与国际标准相配套的标准体系。

3 .2  农业标准实施体系  贯彻实施体系中的标准指导农业

生产, 降低农业产品成本 , 提高产品质量。严格要求各农业

生产单位根据标准体系中涉及的生产环境、产品质量、产品

加工、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标准, 规范生产各个环节, 保

证生产出符合标准的合格产品。

3 .3  农业标准化服务体系 各级政府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地方合作经济组织、农民技术协会等组织应为农民提

供宣传教育技术培训、标准信息咨询、标准化示范等服务。

3 .4  农业标准监督体系  完善的农业标准化监督体系是维

护市场秩序,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 增强标准化生产意识, 监督

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农产品质量监督的目的是为了

维护市场秩序, 满足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 , 保障国家和

消费者的利益。

3 .5  农业检验检测认证体系 检验检测认证体系是农产品

标准化体系的重要内容。根据农产品标准化的要求, 对产品

质量进行检验检测。只有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 农产品才能

通过某项认证。农业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对农业结构调

整、农产品质量升级、农产品消费安全、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

力都具有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

3 .6  农业标准化评价体系 一项农业标准由制定初的新标

准逐渐演变到被其他标准所替代的整个过程中, 农业标准化

评价体系起着关键作用。农业标准化经济效果评价体系是

农业标准化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标准化活动的成果由其

取得的经济效果来衡量。农业标准化的经济效果是实施标

准化获得的有用效果与劳动成本耗费的比较, 反映投入成本

和产出效益的关系。

E = R/ C 或 E = R - C

式中, E 为农业标准化的经济效果; R 为实施标准化带来的

收益, 包括收益的增加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C 为标准化成本 ,

包括制定、实施标准等与标准化活动有关的投入成本。从成

本—收益角度分析, 只有 R > C , 才能产生正的经济效果, 农

业标准化才有意义。农业标准化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是有机

的结合体。标准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图1) 。

图1 农业标准化体系基本结构框架

4  对策建议

4 .1  提高全社会标准质量意识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

体大力宣传农业标准化生产的重要意义, 使国民充分认识农业

标准化工作对于打破技术壁垒的重要性, 从而增强自觉性, 积

极投身于农业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体系的构建中。抓紧普及

农业标准化和技术壁垒知识, 真正形成人人关注农产品质量标

准、自觉实施农业标准化、积极应对技术壁垒的良好氛围。此

时, 应加大示范推广的力度, 建立高标准的示范区和示范基地,

让农民能够直观地了解农业标准化产生的效益。

4 .2  加强对国际标准动态发展的跟踪 强化有关信息的获

取和利用, 并在构建我国农产品标准化体系的同时, 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建立一支农业标准化专家队伍, 参加农

业标准( 规范) 制定、修订, 组织专家、出口企业、行业协会等

对国外技术壁垒进行交流。国际标准是世界各国协调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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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反映了国际上普遍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 是国际贸易的

主要条件和处理国际纠纷的重要基础。应对国际标准( 尤其

是发达国家的高标准) 和技术壁垒的动态发展进行跟踪研

究, 全面掌握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动物流行病组织

(IOE) 、国际植物保护联盟( IPPC)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 CAC) 以及发达国家的先进标准, 获取关键信息, 并主动参与

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协调工作。

4 .3 改进服务态度  我国农村信息闭塞, 农民获取信息的

途径有限。另外, 农民文化素质低 , 所以对他们进行免费的

技术教育培训服务要有针对性。对于农民提出的问题 , 要正

确对待, 并给予解决。农业标准信息和农产品标准免费咨询

服务要由原来的农民上门咨询转变为咨询服务部门到各农

民家中进行宣传教育。技术教育培训服务和农业标准最新

信息咨询服务必须同时进行, 真正做到为广大的农民服务。

4 .4  形成质量标准体系的良性循环  检验检测认证工作是

整个农业标准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应做到严把质量关。通过

质量认证的农产品才是消费者放心食品。

4 .5  实行农业标准动态管理 有意识地围绕应对农产品技

术壁垒这个中心, 建立健全质量标准化体系、推广实施体系、

检测检验体系、质量评价体系、监督管理体系 , 全面提升农产

品质量标准与食用安全水平, 使主要农产品基本达到无公害

标准, 特色农产品达到优质标准 , 出口农产品达到国际标准 ,

形成一批有较强竞争力、较高市场占有率、能有效应对农产

品技术壁垒的名牌、优质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 .6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为了确保农业标准化的实施 , 控

制市场上流通的农产品质量, 成功应对农产品技术壁垒, 必

须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保障。所以, 应加强农业标准化的

立法工作, 做到“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4 .7  加大经费投入 农业标准化和应对农产品技术壁垒是

一项基础性工作。无论是信息收集、标准制定还是标准知识

普及、标准宣传贯彻以及农产品质量检测设备的购置和农产

品技术壁垒的应诉 , 均需大量经费的支持。所以, 政府应拿

出专项经费支持农业标准化和应对农产品技术壁垒的工作。

参考文献

[ 1] 王孝存,刘厚俊.国外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最新实践及对我国的启
示[J] .南京社会科学,2003(5) :1 - 8 .

[2] 孙敬水.构建农业标准化体系:我国应对TBT 的最佳战略选择[J] .农
业技术经济,2003(5) :28 - 31 .

[3] 李树.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与我国的策略选择[J] . 改革,2003(6) :94
- 100 .

[4] 廖蔚雯,周琨琦. 我国农产品出口如何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J] . 中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351 - 354 .

[5] 何伟祥,熊荣生. 宁波遭遇绿色壁垒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 . 经济研究
参考,2004(7) :33 - 37 .

[6] 李吉民.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绿色壁垒的原因及对策[J] . 国际贸易问
题,2003(10) :10- 14.

[7] 程国强.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结构与贡献[J] . 管理世界,2004(11) :85
- 96.

[8] 金泽虎.透视当代国际贸易中技术性壁垒的新趋势[J] . 重庆工商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51 - 55 .

( 上接第3056 页)

该公司规模迅速扩大, 职工发展到近200 人, 总资产近500

万元。武汉华联等4 家连锁超市纷纷登门邀请该公司加

盟。截止2004 年, 该公司实际销售收入达1 400 万元。

3 .2 .2 网络营销。在武汉市场逐渐稳定之时 , 该公司采用

网络营销手段设立了武汉“豆香聚”网站( www.dxj998 .co m) ,

实行网络招商加盟。目前该公司已经在湖北省红安、仙桃、

天门、随洲、汉川、荆州等20 多个县级以上城市建有分店,

在重庆、兰州等5 个省会城市发展了20 多个连锁分店。截

止2005 年, 该公司销售收入达2 500 万元。

3 .3  以关系营销求服务质量  一个企业要想建立永久的

市场地位, 就必须和顾客建立稳固的关系。这就需要企业

加强与顾客、其他公司和市场的交流 , 并且不断地对产品服

务进行改进和创新。在实行关系营销方面 , 该公司采取了

以下措施。

3 .3 .1  文化营销。该公司将豆腐卖出了“文化味儿”。一

是给豆制品注册品牌“豆香聚”, 形成品牌意识 ; 二是到卖场

生鲜区建造豆腐坊 , 装潢成古香古色的别致建筑, 顾客可从

刻在墙上的文字里了解豆腐的历史渊源、营养成分; 三是现

场制作 , 消费者可以目睹豆腐制作的全过程 , 放心购买; 四

是在湖北省豆制品行业中首开“现场制作、现场销售”的先

河, 在中百仓储开办首家豆腐博物馆 , 将传统的农耕文化和

现代文明融合。

3 .3 .2 媒体营销。近年该公司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许多

媒体的关注。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楚天都市报、长江日

报、楚天金报、今日湖北、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大众投资指

南等20 多家媒体报道了武汉豆香聚食品有限公司诚信、智

慧的创业历程。

3 .3 .3  口碑营销。好口碑才是最好的有效的广告形式。

武汉豆香聚食品有限公司有着过硬的产品质量。2002 年该

公司荣获“质量万里行优秀单位”称号,2003 年荣获“湖北省

质量信得过品牌”称号 ,2005 年该公司产品通过ISO9001 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鄢维斌也被湖北省商业厅和媒体联

袂授予“豆腐大王”荣誉称号。

参考文献

[ 1] 黄珊,刘跃.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营销[J] .管理科学文摘,2004(5) :18
- 19.

[2] 吴大周.创新营销[ M] .香港: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
[3] 鲁铮.口碑营销传播廉价有效[J] .餐饮世界,2006(11) :34 - 35 .

  本刊提示 《安徽农业科学》全部采用铜版纸印刷, 对图表的颜色和形式没有限制。欢迎作者随文提供彩色图片。安徽

省农业科学院是国内首届一指的图片资源大户, 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农业图片5 万余幅。如果作者文章中涉及

相关内容, 需要图片帮助阐述或增色, 而自己未能留下高质量的图片时, 可以和本刊编辑部联系调用。

580335 卷10 期                  欧阳有旺等 我国农业标准化体系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