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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 品 中“残 留物 最 高限 量 标 准 ”是 保证 食 品 安 全 和 质 

量 、保 护人 体健 康 的重要 的技 术标 准 。在 国 际 贸易 中 以“残 留 

物 最 高限 量标 准 ”为代 表 的 非 关税 壁 垒 已成 为 各 国保 护 本 国 

农产品 市 场最 重要 的手段 。它在 我 国加入 “wTO”后 的农 产品 

市场和时外贸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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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生 产关 系 国计 民生 ，食 品安 全 涉及 千 家万 

户 。保证食 品安全 。必须建 立健全有关食品安全 法律 

和标准 ．对农药 、化 肥和其 它有 害物质 在食 品 中允许 

的残 留量 制定 限制标准 (残 留物最 高限量标 准 )已成 

为国际公认的 、行之有 效的方 法 。而且 ，它作为“非关 

税 壁垒”的技术 标准之 一 ，在农 产品 国际贸易 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1 食 品安全的技术壁垒 

残 留物最高限量标准是保护人体健康 、保证食 品 

安 全 的“技 术 壁 垒 ”。 

残 留物最高限量的确定是 以“食 品中相关物质 的 

残 留量对保证 人体健康安全 毫无 疑虑”为前提l_1]。农 

产 品的高产 丰收往往 和食 品的安 全保 障呈现 为矛盾 

的对立统 一关系 ：资料 表明 ，农产 品的增 产因素 中，化 

学农药 和化学 肥料 的贡献 率 占全部收成 的 7O ，对 

保 障食 品的安 全供给功不可没 ，但农 药和肥料 的错误 

使用会危害人 和动物健康 、危 害生态 系统_2]。化学农 

药 的使用 除了可带来 直接危害外 ，还可通过生物 富集 

在 体内形成较 高残 留 ，再 通过食 物链 危 害人体健 康 ， 

残 留 的“三致”(致癌、致畸 、致 突变)危害 已经 引起 了 

人们的高度 重视一 ，在不到 2O年 的时间里 ，我 国癌症 

发 病 率上 升 了 69％ ，死 亡率 增 长 了 29．4 ，畸 形儿 

数量增加 。因此 ，制定严格 的残 留物最 高限量标准 

是保证 食品安 全 ，保 护健康 ，建设“放 心菜篮 子工程 ” 

的重要 举措 ，明确的技术标准可从市场准人 着手公平 

地守卫食品安全关 。 

2 国际贸易的绿 色壁垒 

残 留物 最高 限量标 准是 国际贸易 中新 贸易保 守 

主义 的“绿色壁 垒”。 

虽然 WTO 的一个 重要宗 旨是“达成互惠互 利的 

协议 ，大 幅度 削减 和取消关税 及其 它 贸易壁垒 ．并消 

除 国际贸易 中的歧视待遇 ”，但 各国在实际操作 中，在 

遵守 WTO 的各种协议 的情 况下 ，都 从维护本 国的利 

益出发把协议条款用好用 足 。由于食 品 中“残 留物最 

高 限量标 准”和相关 的“取样程 序和 检测方 法标 准” 

等属于“食 品安 全”和“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 WTO乌 

拉圭 回合的《技术性 贸易壁垒协议 》和《动植物卫 生检 

疫措施协 议 》，各 国在其认 为适 当 的程 度 内有权采取 

此类措施 ，以保 护本 国人 民和动植 物 的健康 ，保 护环 

境 。因此 ，许 多发 达 国家在削减关税 和其它非关税 贸 

易壁垒 的同时 ，常采 用非关税 的高要求 的技术标 准 。 

从某 种意 义说 ，农产 品 的 国际 贸易壁 垒 已演 变成 以 

“环境标 准”和“食 品标准”为主导的“绿色壁 垒”(也称 

环境壁 垒、绿 色贸易 壁垒 、技术 壁垒等 )，这是 贸易保 

守主义的死灰复燃 ，是 以“绿 色壁垒”为主要手段 的新 

贸易保 守主义 的抬头 。“残 留物最高限量标准”和相关 

的“取样 程 序 和检 测方 法 标 准”是 最 常用 的“绿 色壁 

垒”标准 ，发达 国家经常利用 这类标 准限制进 口。保护 

本 国的农 产品市场免受外来 冲击。 

面 临“人世”(WTO)的新条 件 ，我 国如何 在 国际 

贸易 中掌握主动权 ，在农产品 国际贸易市场 中争得一 

席之地 ，研究 和掌握 国际农 产品主要市场 的食 品安全 

标 准十分重要 。只有做到知 己知彼 ，有 的放矢地组织 

出 口农 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才能保证产 品质量符 合进 

口地 的食 品安全标准 ，如近年来我 国茶叶对欧盟 的出 

口大量滑坡 ，主要 原因是氰戊菊酯 (Fenvalerat和 Es 

fenvalerat)严重超标 ，欧盟现行标准 中其残 留最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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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为 0．05 mg／kg，比较发现溴氰菊酯(Dehamethrin) 

氯氰菊酯 (Cypermethrin)的残 留最 高限量值较 高 ，分 

别 为 5．00 mg／kg和 0．50 mg／kg ，以这两种农药取 

代氰戊 菊脂 的使用 ，既能达 到 同样 的植物保 护效 果 ， 

又易通过欧盟标准 ，此办法 已成 为我 国茶叶 出口欧盟 

的重 要措施之一 。 

同时，“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食品安全的国际标准 

可作为制定和完善我 国相关标准 的借鉴 ，通过对贸易伙 

伴和我国常用农药的比较 ，对“他有我无”、“他多我少”、 

“他重我次”的农药从高从严地确定符合 国际标准的残 

留最高限量和检测方法 ，可有效地把超标农产品拒于 国 

门之外，保护和发展我国的“弱质”产业一 农业 。 

3 不断增高 的绿色壁垒 

残 留物最高限量标准等已成为新的“贸易战争”的 

主要手段 。国际贸易竞争中可操作性强的环保和食品卫 

生标准 日趋严格 ，而且实用 的技术壁垒愈筑愈高。现在， 

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不仅检测相关物质的残 留量 ，而且 

生态环境标准和生产条件标准也 已成为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标准，“因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不合格 而导致 的产 

品质量 问题”是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近年 

来 ，我 国茶叶出 口受挫 ，与茶 叶进 口地更严格 的残 留物 

最高限量标准有关 ，欧盟 自 2000年 7月 1日起 对进 口 

茶叶实施新 的残留物最高限量标准 ，检查项 目由 20世 

纪 80年代的 6种扩大为现在的 62种，严重限制了我 国 

茶叶对欧盟的出 口。 

4 不断完善的技术壁垒 

残 留物最 高 限量 标准 在 贸易需求 和社会 需求 中 

不断地修 订和完善 。 
一 方 面 ，国 际农 产 品 市 场 已发展 成 为 “买 方 市 

场”，为保 护本 国农产 品市 场，符合 WTO 原则 的技 术 

标准越来 越严 。另一方 面 ，随着生 活水平 的提高 ，人们 

对食 品安 全 的新要 求 ，对残 留危 害 的新研究 、新认 识 

都 迫 使技 术标 准 在实 践 中不 断修 订 和 完善 、与时 俱 

进 ，以保证残 留物 限制种类和 限制量值 和世 界科学技 

术 的发展 同步 。 

我 国食 品安全标准 的建设起 步较 晚 ，长期 以来主 

要关 注农产 品数量增长 ，农 产品质量 问题一直 未放在 

重要位 置 ，随着经 济迅速发展 ，近 10多年来关 于农 药 

残 留的最高限量等标准 的建设 步伐明显加快 。我国 已 

颁 布 了与 水 果有 关 的 50种农 药 残 留 限量 的 国家标 

准 ，制定 了无公 害农产 品产地 生态 环境质 量标 准 ，无 

公 害蔬菜 产品质量 标准 ，无公 害蔬 菜安全 要求 ，无公 

害蔬 菜生产肥 料使用准则 ，农药合 理使用准 则 ，79种 

农药 在 32种 (类)农 副产 品 中 197项农药最高残 留限 

量的国家标准等 ]。但我 国的残 留物测定方法标准 和 

最高 限量 标准不 够协调 和 系统 ，与 水果 有关 的 50种 

农药残 留限量标 准 中，尚有 21种农 药未提 供检验 程 

序和方法 ，无法 检测 残 留量 ，也 就无法 评价 是否超 过 

最高限量标准 。所 以，在修 订和完善我 国技术标准 时 ， 

要 注意“测定方法 标准”和“最高 限量标准 ”的配套协 

调和可操 作性 ；要有 针对性 地实施 我 国的环境 战略 ， 

系统地建 立健全能 够真正 保护 和发展 我 国农 产 品市 

场的技术标 准体 系 ；要 尽快缩 短 和联合 国粮农 组织 、 

世界卫 生组织等 国际标准 的差距 ，尽快和 国际接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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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tandard for the M aximum Residue Limit in Food is Gradually 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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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standard for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 in food is one of the green barriers in trade that 

have tremendous effect，such as guarantees the food safety and the human health，acts as the instrument by 

Non-- tariff trade barriers in the world trade，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a agricultural market and 

external trade after entering 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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