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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建立我国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体系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 2O年来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基本结束了食物短缺的历史，进入了主 

要农产品供需大体平衡 、且丰年有余的的新阶段。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成为 

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大力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是全面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实 

现转化增值、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农业结构、提高 

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需求 ，是适应市场需求、满足消费水 

乎提高的需要．也是与国际贸易接轨、增强我国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而要确保农产 

品加工业的健康发展首先要做的基本工作即是建立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祷要求、并符合国际规范 的农产品 

／JD-I标准体系和全程质量控制体系。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 ，我国 目前虽然 

制订 一些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质量标准，但 由于 

缺乏系统性而至今授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农产品及其 

加工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总体上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 

发展的需要 ．也无法与国际市场接轨。 

因此 ，尽快制定 、建立一套适 应市场经济发展要 

求 和国际农产品贸易规范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 

量标准体系已刻不容缓。作为指导农产品加工、评定 

产品质量、规范产 品市场、保护 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技 

术依据和技术保障，农产品加工标准体系和全程质量 

控制体系的研究对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和 

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引导农产 品消费、 

指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人、提高农业整 

体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 我国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体系的现状分析 

到 目前为止，农业系统 已制定国家标 准 300余 

项 ，行业标准 900余项 ，地方农业标准有 15000项 。截 

止到 1 998年 5月底发布的食品标准 ．共 2157项 其 

中产品标准 490项、基础相关标准 1 47项、检验方法 

标准 1089项 、卫生标准 1 69项、包装材料与容器标准 

j4项、添加剂标准 208项 (其中国家标 准 1032项、行 

业标准 1125项) 

但 由于长期 受计划经济模式的约束和 当时制标 

思想、制标水平 以及农业的开放 程度 的限制 ，这些 

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已远不能满足当前规范市场流 

通、产 品质量监控和提高产 品质量 的需要 。我 国目 

前还授有一套较完整的既符合 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 

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总体上远不能满足市 

场发展 的需要和进 出口贸易的需求，无法 与国际接 

轨。大量 的农产品处于无标生产、无标上市、无标流 

通的混乱局面，而且优 质不能优债 ，严重制约了农 

产品质量的提高。 

从整个农产品标准体系角度来看 ．我 国农产品标 

准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①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计划经济条件 

下 制定的标准 ，不能满足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颇受 

青睐 ，然而．我国缺乏相应的标准。 

②不能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的需要：由于我 

国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标准偏重国内市场 ，强调 

国内实际情况较多，s-『用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较 

少 ，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 ，农产品及其加工产 品 

的 国际竞争能力不强．难 以打人国际市场 ．致使我 国 

许多本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及 

其加工产品的创汇潜力难 以发挥。 

③不能适应农产品安全监督的需要：我国目前主 

要农产 品及其加工 产品主要卫生标准严重滞后于国 

际同类标准，滞后于国际贸易需求。目前茶叶、水果和 

蔬菜在农药残留和有毒物质及畜、禽、水产品在兽药 

残留上还存在许多超标现象，粮油市场上的“面粉增 

自剂超标准”、“有毒大米”、“植物油掺假、掺伪”等现 

象。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相应 的质量标准和严格的监督 

机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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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 

3．1 国外现状与趋势 

国际上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质量标准体系的建 

设非常重视，有众多官方和非官方的组织进行这些工 

作．并且制定 了配套性 、系统性、先进性、实用性均较 

强 的质 量标准和 相关技术标 准。联 台国粮 农组织 

(FAO)和世 界卫 生组织 (wHO)联台成立的 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CAC)专门协调和制定有关农 产品及 

加工品等质量标准 ．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其卫生等 

相关 协定 中将 CAC标准作为国际贸易的参 考依据 

后，世界各国参 与 CAC的意识不断增强 。其他还有 

如美国的小麦协会 (AAC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的农 产食品协会、美国油脂 化学会 (AOCS)、国际谷 

物化学协会(ICC)、加 拿大谷物协台、澳太利亚小麦 

协会等。他们做的工作如美 国小麦协会每年都通过小 

麦 质 量 公 报 向 世 界 发 布小 麦 质 量 信 息 ，加 拿 大 

Saskatoon中心于 2O世纪 8O年代制定了油菜产品品 

质和加工品品质标准 ，对其在世界油菜专用品种选育 

和加工利用方面保持领先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截止到 1999年 3月．IS0共制定有关食品标准 

777项，其 中食品技术 601项 、微生物 45项、精油 1 31 

项 。截止到 1 999年 3月 ，CAC共制定有关食 品标准 

380项．其 中法典标准 242项、法典指导原则 21项、 

国际推荐操作规程 40项、其他法典文件 22项 、法典 

推荐分析方法 5j项。 

总体而言，国际上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及其 

加工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较为完善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3．1．1 制定农产品标准的 目的明确 如美国农业标 

准制定 工作始于 191 7年 ．现在 已制定了大量的主要 

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标准、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 ，能 

满足全美农业生产、加工 ，贸易活动有序进行的多种 

要求。美 国《联邦法规法典 包含的 352项农产品标准 

(含等级标准)中仅新鲜水果、蔬菜和其他产品的等级 

标准就有 1 60个 ，水果、蔬 菜和其他产品的加工产品 

等级标准又有 143个。从标准数量上看 ，美国的农产 

品标准专业性强，能满足市场需求 

3．1．2 标准与法律法规结台紧密，执行有力 一般 

而言．国际上将农业标 准分为 强制类和非 强制类两 

种。前者是指标准为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采用，具有 

强制性，必须严格遵守。如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的《茶 叶进 口法》、《食 品卫生标准法规》、《婴 

儿食 品法》等；后者是指 由政府委托或行业协会制定 

和管理并普遍得到社会承认的技术性和管理规范要 

求。虽然后一类标准为非强制执行 ，但 由于长期的市 

场经济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质量意识和市场意识 

较强 ，且市场贸易是依据等级标准，按质论价，因此 ， 

农产品的非强制标准在欧美都能执行。 

3．1．3 农产品标准先进实用 如加拿大、澳太利亚 

的小麦标准 ，都 以区域化种植 为基础将小 麦分类 ， 

各类小麦 中再 制定不同的质量等级 ，这样 的标准在 

服务于市场时 ，具 有很强 的实用性。为保证标 准的 

先进性 ，拓展农产品的出 口，欧盟美澳的农产品标 

准尽量与国际通用规范或标准接轨，且经过一段时 

间后，都会将 原标 准复审一 次，如美国规定标准每 

五年复审一次。 

3．1．4 标准执行配套措施健全 如建立了完善的农 

业标准实施保障体系，包括农产品品种 、质量等级、生 

产技术规程、运输储藏等各个方面；保证农业科研投 

入 ．以保证农作物品种、生产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 

地位 ；提高国民素质和标准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农业 

标准执行得力}统 一农 产品标准的执行．全国统～标 

准、统一检验方法、统一检验仪器、统一培训检验员 ； 

农 产品标准与法规管理机构分工明确 ，管理严密 ，信 

息反馈快，处理问题及时，宏观控制有力。 

3．1．5 能以标准为武器，建立贸易技术壁垒，保护本 

国农业生产利益 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盟美 Et澳等发 

达 国家，为了保护本 国农业市场 ，阻碍国外农产品的 

进 口，制定了一系列繁多严格的标准、法规。如欧盟 以 

环保为名义．对进口茶制定了非常苛刻的农药残留最 

大允许限量(MRL)标准，受检农药品种多达 56个 

3．2 存在的差距 

与国外相比，我国农产品标准存在的主要差距大 

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2．1 缺乏配套性 随着社会 的发展 和科技的进 

步，把握农产品品质已延 伸到 了农产品生产 的产前 、 

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因此 ，依靠配套的农业标准从育 

种等基础工作人手，坚持 品质至上．把标准贯穿在 田 

间管理、收获、收购、加工 、包装 、储藏、运输 、检验直到 

销售的整个过程，是发展优质农产品的最佳保证 我 

国主要农产品标准构成与 国外 同类标准进行比较，仍 

存在不足。 

3，2．2 缺乏系列化 同一作物因品种 的不同、加工 

方式 的不同、食用和使用方式的不 同可获得不同的产 

品。所有产品都需要标准对其品质加以监督控制，对 

市场加以规范 ，以引导新产品的发展 ，规 范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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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行为，从而满足农产品市场贸易的需求。但我 

国缺乏系列化标准 

3．2．3 缺乏先进性 与 国际上 同类标准相 比．我国 

的一些农产品标准技术内容落后，有些重要 的随国际 

贸易需求而诞生的品质指标没有 相应的标准 内容加 

以规范．或者指标界定虽存在 ，却远低于同类指标 的 

国际要求．使产品失去应有的竞争力 如欧盟对进 口 

茶叶农药残留限量品种达 56项 ．德国 56项 ．英国 1 3 

项 ，日本 64项，这些国家颁布此类标准的主要 目的是 

保护本国茶叶市场，对外实行有效的技术壁垒 而我 

国迄今只规定了“六六六”和“滴滴涕”两项指标 ，导致 

按我 国国家茶叶卫生标准检验合格的产品．在 出口贸 

易中往往不合格 ．严重影响了茶叶出口。 

3．2．4 实用性差 羲 国现有农产品标准与 国际同类 

标准比较 ．标准制定往往重科研，轻市场 ．不能满足国 

内外贸易的需求，应用程度低 ，与国际接轨能力有限． 

导致农产品很难走 出国门，占领国际市场。 

4 我国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的原则 

与 目标 

4．1 构建原则 

①统筹规划，梯度推进原则 对质量标准制定的 

近期 、中期 、长期计划统筹规划 ．确保标准制定的科学 

性、先进性和超前性 ．逐步建立健全我国农产品加工 

质量标准体系。 

②突出重点的原则 当前农产品标准的制定应 

以关系国计民生和人民生命安全的国家、行业强制性 

标准，以及生活主导产品、出口产品 效益附加值高的 

农产品为重点 

③市场优先的原则 围绕生产者、经营者、消费 

者等最急需和关心的问题 ，开展标准的制(修)订和完 

善工作．通过标准协调消费、流通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 

同时．为参与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打下标准基础。 

④创新与引进相结合 的原则 在总结我国科技 

成果和先进 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 ．积极采用和吸收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使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逐步 

做到与国际接轨 ， 

4．2 目 标 

初步构建与 国际接轨 的、适合 中国国情 的、较为 

系统 的农 产品及其 加工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框架 ，研 

究、制(修)订事关 国计民生的、对促进农 业增效 、农民 

增收有重要作用的主要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标 

准(包括产品标准、生产或加工技术规程、检测技术与 

方法标准等)．满足 目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以及 国内 

外市场对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标准的基本需求 

5 我国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体系框架构建的 

主要内容 

在分 析、研究 国际通 用标 准 (如 FAO／CAC． 

ISO／TC34等)的基础上，依据我 国政策、法规及标准 

现状．较 为系统地提出适合 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 

的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体系框架的主要内容 具体包 

括 ： 

5．1 主要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质量标准 

①主要农产品(粮油、果蔬茶、畜产品、林产品)质 

量标 准 

②主要农产品加工产品标准(包括感官与理化标 

准、卫生标准等) 

5．2 主要农产品与加工产 晶生产与加工技术规程 

①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 

②农产 品加工良好生产规范(GMP、HACCP) 

5 3 农产品夏其加工产品储 (贮)藏与流通标准 

5．4 检测技术与方法标准 

①检测技术与方法标准 

②标准物质 

5．5 其它标准(农业投入品、食品添加剂标准等) 

6 健全、完善我国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体系 

的政策与建议 

6．1 进一步提高对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重要性的认识 

要充分认 识到农产品质量标准 问题已逐渐成为 

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限制因素， 

进一步增强农 产品加工质量标准工作对农业生产和 

农村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提高全社会应用标准、 

重视质量的自觉性。 

6 2 增加对农 产品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投入 

标准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保证，是整个农业质量 

振兴的基础。政府要增加对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工作的 

投A ．加快我国农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步伐 并逐步 

建立以政府投人为主的多元化投资机制 。 

6．3 加强标准化 队伍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 ，稳定并 充实标准化队伍 ，激发和 

调动标准化队伍人员 的积极性 。加强对农产品加工质 

量标准化和基本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提 高有关人员的 

标准化素质。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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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优质专用农作物 促进食品工业的腾飞 

吕爱清 刘桂 华 

(宜軎学院农学院 西宜 舂 3360e0) 

提要 所谓优质专用农作物是指其产品 能直接 满足人们的 某 

种 需要 ，或者具备加 374成某种特定 产品优质性的作 物。发展 

优质 专用农作物 是实现 良好加工品质的 内在要 求，并 有利于 

彤成地方特 色，满足人们的膳食要求，功能化食品更是呼唤 

优质专 用农作物 ，发展 优质专用农作 物应 以市场 为导向、加 

374为前提 、健康为 中心 ，教益为 目标 、科技 为后 盾 真 正做到 

以“型”按 需生产 ，速 到专用作物品 种扰 良．相 应技术优化 的 

目的 

关键词 农作物 食品 优质专用 

“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 

生活资料 ．农业和食品工业是提供人们饮食需求的基 

础产业 从而确定了农业和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和人 

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农业与食品工业产 品的质量和 

供应状况 ，直接关系着全民族 的健康 和体质 ，影 响到 

国家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是一项具有战略 

意义的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改 

善 ．饮食需求的进步也永无止境 

从食品产业 的角度看 ．食品产业 包括上 游的农 

业 、中游的食品工业和下游的食品运销和餐饮业 上 

游的农业为食品工业提供原料和依托，是第一生产车 

间，是加工品质形成的基础．因此欲使食品工业腾飞． 

必频大力发展优质专用农业作物 所谓优质专用农作 

物是指其产品能直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 ．或者具备 

加工成某种特定产品优质性的作物 ．它的评价标准主 

要是以加工品质论成败 ．而不拘泥于 自身产品品味上 

的优质 

(接上页) 

6．4 建立和健全农产品质量监测体 系 

要加强对农产 品加工质量监测体系的建设与管 

理．强化对农产品的质量监管 ，保证农产品及其加工 

产品的质量 ，促进农业增效 、农 民增收 

6．5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台作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 

员会等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对国际标准和国 

外先进标准的研究 、消化吸收和转 化应用．使我国农 

产品加工质量标准化工作逐步与国际接轨 ．不断提高 

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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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优质专用农作物的战略意义 

1．1 发展优质专用农作物是实现 良好加工品质的内 

在要求 

农业与食品工业存在天然 的紧密联系，而且随着 

现代经济的发展二者关系更加交叉融合在一起 ，这一 

点 ．从基础原料与食 品制造关系上看更为明显 ， 
～  生产优质面条 面包 ，必须有面筋强度大 ，蛋 

白质含量较高，可供磨制的强力粉小麦品种。 

— — 在甘薯开发中，台农 64，其 胡萝 素含量 

很高 ．达 50～180mg／kg鲜 薯．薯 干粗 蛋 白含量达 

4．5 ～5．2 ，适于加工蜜饯 ；栗 子香，适于做药 

膳 ；鸡爪莲、宁薯 l号、南京 92等，其淀粉含量高． 

适于酿酒或加工成酒精 ；南薯 88以其薯型大、皮薄、 

易削 皮、黄心、肉质软 的特点 ，适 合加工 成果脯 } 

“浙 1 25 7”、“浙 6025”、 浙 7518”等“迷你甘薯”以其 

品质好、整个蒸煮易熟、适合一次消 费和小孩消费 ， 

可供直接食用。 

— — 啤酒工业不仅要求大麦品种的小淀粉粒的 

直链淀粉含量高，而且还要求较高的千粒重和蛋白质 

含量适度等。 

金坛糯 、挂花糯、香糯 4号 上农香糯等以其 

精米率高 ，粒大色白．直链淀粉含量低 ．适合酿酒 

— — 丝瓜络具有通经活络、促进血液循环等保健 

作用，浙江省慈溪丝瓜络专用品种，其大型丝瓜络可 

加工成 浴具 、保健 巾、鞋垫用 品、小型丝瓜 络可作药 

用 

— —

超甜玉米“甜香玉”，糖度达 l 6 ～l 7 ．香 

味足，无生腥味，可生食，全生 育期 80d左右，栽培容 

易，产量高，经济效益好 

1．2 发展优质专用农作物有利于形成地域特色 

江西具有 53 的森林覆盖率．相对独立的 自然 

水系，清洁的鄱阳湖水，气温适宜，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以及 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 ．对发展优质 

专用农作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大鄣 山茶”很好 

地融台 了婺源青 山、绿水、良好生境及制茶优 良工艺 

的优势 ； 绿凉牌”苦瓜酒就是江西南大门—— 赣州的 

特色，其 品牌价值 已达 1 50万元；南丰蜜桔优 良的品 

质得益于产地的小气候和协调的土壤营养元素，特别 

是微量营养元素；奉新“碧云”牌大米、婴儿巨胚米粉 

(由专用 巨胚稻米加工而成)之所以成为江西的拳头 

食品，是因为坚持科教兴农 ，实施产业化战略，突出地 

域特色的结果。 

1．3 发展优质专用农作物有利于满足人们的膳食要 

求 

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以植物性食 

品消费为基础，适度增加动物性食品消费 在保证必 

需的谷类食品消费的同时．进一步增加水果 蔬菜、马 

铃薯 、植物油和食糖的消费 同时要充分注意民旌 、人 

群、区域性的差别。应在市场细分上下功夫 ．即不仅注 

重开发针对城市地区的产品 ，而且注重开发针对农村 

地区的产品 ，未来我国农村 的食品市场十分诱人 ；不 

仅开发普通消费市场，而且开发特殊需要市场 ．如老 

年食品，婴儿食品等。但我国食品工业长期以来重加 

工、轻原料 已经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结构失调，造成 

方面食品加工原料不足 ．另一方面农产品因得不到加 

工转化而“卖难”。因此食品工业要逐步改变 目前根据 

基础原料而生产的落后状况 ，大力发展优质专用农作 

物，努力提高基础原料产品质量 ，实现产品品种多样 

化 系列化、专用化，以市场为导 向．做到以“型”(加工 

类型)按需生产 ，以适应食品工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满 

足人们的膳食要求 

1．4 功能化食品呼唤优质专用农作物 

功能食品是指具有与生物防御、生物节律诃整、 

防止疾病 恢复健康等有关的功能因子 ．经设计 、加工 

对生物有明显调整功能的食品 ，并经过人体及动物实 

验证 明了其所具备的生理调节功能 

科学家们认为 ．对农作物基因进行 改良的技术将 

对农业乃至人类的食物产生重大影响。基因技术的应 

用．可大大提高农作物品质，提高其食用价值，将创造 

更健康 、更环保的优质专用作物。目前 ，含甜味蛋 白的 

马铃薯 已种植成功 ，并培育出了 自身咸味和奶味的适 

于膨化加工的玉米新品种 和不饱和脂肪酸较高的油 

料作物及用于制作面包的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小麦。有 

防癌物质的西红柿。 

2 发展优质专用农作物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 国农业生产 中出现了主要农产品的相对 

过剩，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低劣的问题十分突出．优 

质专用农作物的发展更是困难重重．具体表现 以下几 

个方面。 

2．1 优质专用农作物尚未制定技术标准或标准单一 

优质专用农作物是适应市场需求多样性 ，农产品 

定向精深加工的需要直运而生的，它有利于提高产品 

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农业的比较效益 ，但是 目前对绝大 

多数优质专用农作物尚未制定技术标准或标准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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