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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民生之根本，

不仅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健康和农民

收益，也关系到我国农产品国际竞

争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

强食用农产品产地质量安全控制和

产品检测，提升“从农田到餐桌”

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能力。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既是我国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也能有效

地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更好地满足

公众的消费需求。要统筹考虑农产

品质量安全与数量稳定，加强农产

品质量安全管理，推动农产品从增

量导向转为提质导向，以此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农产品质量安全涉及农业产地

环境、农业投入品、种植和养殖生

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等因素。尽

管我国每年开展不同层次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综合整治，但是，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个别生产

经营主体受利益驱动，在生产中超

范围、超标准使用化肥、农药、催

熟剂、抗生素、染色剂等化学投入品，

特别是使用禁限药物，降低农业生

产标准，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不能

满足农产品销售规定的要求。同时，

将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包装物

丢弃到农地里，不仅导致农地土壤

和地下水体污染，损坏生态环境，

而且还会影响农作物生长和质量，

可能加剧化学农药残留超标、重金

属残留超标等，进而危害人体健康。

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也存在

安全隐患，一些农产品加工商不遵

守相关标准进行农产品加工，忽视

农产品加工对环境卫生的要求，滥

用食品添加剂、保鲜防腐剂及非食

品类添加物品等。农产品在储存、

包装、装卸及运输等流通过程中，

易受到外界污染，进而发生变质。

农产品生产周期和供应链较长，农

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在农产品供给者

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不对称性，消费

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知之甚少，

农产品品质得不到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存在的短板

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涉及农业、卫生、

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容易造成多头

管理、分段管理、环节缺失的局面。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能力与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匹配，尚

未形成系统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机制，缺乏针对性的具体控制措

施。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基

础薄弱，对农产品的冷藏、冷链、分装、

运输等整体流通过程监管力度不足；

基层监管力量有限，缺乏明确的质量

安全监督主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强化质量监管 守护舌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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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执法人员在种植基地进行草莓抽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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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完善，网络销售渠道缺乏实时

监管。

标准化水平还需提升。目前我国

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目的不明确，层

次不清晰，有些类别多个标准之间存

在重复和交叉现象，有些类别还没有

制定标准。现代农业标准化协同发展

机制尚不健全，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

不高。

检测体系需进一步健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落后，检测方

法局限，不能满足市场的多种需求。

地方农产品检测机构的检测参数较

少，检测设备不齐全，检测单位专

业人员缺乏，检测力度不够。在检

测过程中，在重点突出农产品认证

的同时，容易忽视农产品质量本身。

信 息 需 进 一 步 畅 通。在农产

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多个

环节中，负责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各个部门难以联动协作、溯源调

查，产品编码、追溯信息存在差异，

无法准确对接，信息难以共享，各

环节缺乏有效整合。农产品供应链

的各主体间信息沟通不畅，农产品

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信息传递难度 

增加。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的建议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需

要健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

制度，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

建设，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结构，严

格监管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落实

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鼓励农产品

质量安全认证，提升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机制。

建立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

接制度，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结构，

推动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主体协同

创新。规范农产品市场秩序，加强

农产品批发、零售过程中的检测检

验。市场监管部门建立生产经营主

体台账，生产经营主体完善农产品

采购销售台账。建设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创建全国绿色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

推广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创新销售模

式，支持农产品电商平台扩大线上

供销渠道，鼓励农产品交易市场和

生产基地开展线上分销和批发交易。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建

设。构建统一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对现有的各类标准进行梳理，

删除重复和交叉的标准，修改不合

理的条款。同时，在各标准中添加

补充一些约束性内容。建立农产品

供应链标准化体系，规范供应链各

个环节。实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推广统防统治、绿色防控技术，减

少化学品使用，全面控制生产过程，

保证生产基地环境符合相关规定，

遏制不合格的农产品流出产地。提

高农产品检验检测标准，扩大检测

范围、检测种类，结合农产品供应

链状况，增加新的检测项目。

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加强农产品质量信息管理，农产品

从生产到销售具备完整的身份追溯

制度，所有流程信息都可追溯，包

括农产品的产地环境信息、生产过

程投入的产品信息、农业生产技术

应用信息、产品质量检测信息，产

品加工、包装标签和储运信息等。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

共享平台，规范农产品生产经营的

服务指导，鼓励更多主体加入追溯

体系，保证信息传递和追溯效率。

逐步实现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体和

农资生产经营门店追溯全覆盖，规

模较小的生产经营主体按照户籍编

码，逐步纳入追溯管理。实现地方

平台与国家追溯平台信息共享，真

正做到农产品源头可追溯、流向可

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深入开展农产品专项整治行动。

对农产品生产流程、销售方式、流

通渠道开展精细化管理，规范生产

投入品供应、使用和废弃物处理，

净化农产品市场环境。以蔬菜、水

果、茶叶、中药材等生产基地为重点，

加强化肥和农药使用管理，创新化

肥、农药使用方式，控制化肥和农

药用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

用有机肥和低毒低残留农药，推进

农地土壤污染治理，改善耕地质量。

以种子、肥料、农药、兽药、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等产品为重点，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严厉打击

制售伪劣农资违法行为。

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建

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加强基层执

法监管力度，提高基层监管能力，形

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

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基础，推进农产

品供应链上生产、加工、流通、销售

等环节全程监管，确保不同农产品、

农产品不同环节监督抽检样本批次的

相对平衡。健全农产品监管手段，农

业、卫生、环境、质检、市场监督等

部门联合，明确各自监管责任，给予

消费者自身监管权利，提高监管效率。

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完善农产

品质量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制定区域

应急预案，执行应急处置程序，压实

各级主体风险防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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