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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 颁布单位：农业部 内 容： 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工作的意见 为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提高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保障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增强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党的十五

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发

展纲要》中"关于加快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食品安全和质量

标准体系，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生产优质农产品"的要求，现

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

济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农产品供求

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产品国际

贸易的快速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农

业发展新阶段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由于农业投入品的

不合理使用，农产品的不科学收获，工业"三废"和城市垃圾

的不合理排放，市场准入制度没有建立以及市场监督管理不

严等，导致农产品污染比较严重，因食用有毒有害物质超标

的农产品引发的人畜中毒事件，以及出口农产品及加工品因

农（兽）药残留超标被拒收、扣留、退货、索赔、终止合同

、停止贸易交往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到了非抓不可、必须下大力气治理的时候了

。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

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安全的需



要；是加入WTO，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要站在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

分认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性，进一步统一思想

，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一项紧

迫、重大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目标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

指导思想是，在保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以保护

城乡消费者权益，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提

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强有力的监督控制，努力实现农产品的

无公害生产和消费。 "十五"期间，要通过政策、法规和技术

等措施，努力使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基本满足市场和

消费者的需求，农用化学物质对农产品生产环境的污染状况

得到初步控制，建设一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标准化生

产综合示范区，主要农产品实现按标准组织生产，安全指标

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名牌农产品，大中城市的农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达到85％以

上。 近两、三年，要把解决"菜篮子"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作

为主要矛盾。蔬菜产品主要解决高毒有机磷类农药残留问题

，茶叶主要解决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问题，水果主要解决

农药残留和生长激素滥用问题；畜禽产品主要解决兽药残留

和动物疫病问题，特别是生猪饲养过程中使用盐酸克伦特罗

等违禁药物问题；水产品主要解决药物残留和贝类产品的污

染问题。 三、工作重点 （一）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五

个环节 为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强有力的监控，必须大力



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过程、包装标

识和市场准入等五个环节的管理。 1．产地环境。与环保等

部门一起，严格农产品产地环境的管理，各级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要重点解决化肥、农药、兽药、饲料等农业投入品对农

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的污染。要抓紧制定相关农产品的产地

环境标准，全面开展农产品重点生产基地环境监测，采取切

实有效的农业生态环境净化措施，保证农产品的产地环境符

合要求，从源头上把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2．农业投入品

。按照《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健全农业投入品的市场准

入制度，严格农业投入品的生产、经营许可和登记。通过市

场准入管理，引导农业投入品的结构调整与优化，逐步淘汰

高残毒农业投入品品种，发展高效低残毒品种。加强对农业

投入品市场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制售和使

用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行为。尽快建立农业投入品的禁用、

限用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禁用、限用的农业投入品品种。

3．生产过程。指导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

产和加工，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兽药、饲料等农业投

入品和灌溉、养殖用水。要加快推广先进的动植物病虫害综

合防治技术，推广高效低残毒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品种

，推广配方施肥技术和有机肥、复混专用肥。健全动物防疫

和植物保护体系，加强动植物病虫害的检疫、防疫和防治工

作。加快动物无规定疫病区建设，加大对动植物疫情的监督

管理。 大力发展农产品贮藏、保鲜和加工业，积极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通过公司加农户等办法，带动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提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标准化水平。通过龙头企业



和营销组织，引导农产品生产者按照市场需求调整农产品品

种布局和结构。要积极扶持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专业技术协会和流通协会，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4．包装标识。要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点，逐步推行产品分级

包装上市。对包装上市的农产品，要标明产地和生产单位，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凡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

管理目录的产品，要严格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规定

，予以正确的标识或标注。 5．市场准入。在生产基地、批

发市场，要逐步建立农产品自检制度。产品自检合格，方可

投放市场或进入无公害农产品专营区销售。无论是生产基地

，还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都要自觉接受和配合政

府指定的检测机构的检测检验，接受执法单位对不合格产品

依法作出的处理。 （二）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强有力的监控，必须下大力气建立健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检验、质量认证体系，加强执

法监督、技术推广、市场信息等工作。 1．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体系。重点是加快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技术规范和产

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并完善配套。要积极引进和采用国际

标准，并逐步与国际接轨。近两、三年要重点加快农产品中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动植物疫病以及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制修定。力争到"十五"末，使我国主要

农产品品种、生产、质量、安全、包装、保鲜等方面的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基本配套，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各环节都有相

应的标准可遵循。 2．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要切

实加强部级农产品、农业投入品和农业生态环境质检中心建

设，充实仪器设备，完善检测手段，尽快提高检测能力，逐



步实现与国际接轨，争取国际多边或双边认证。要加强地方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建设，逐步健全省级农产品、

农业投入品和农业生态环境检测检验站（所），尽快开展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日常监督管理和检测工作。同时，要指导农

产品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逐步配备快速检测仪器设备，培

训技术人员，开展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的检测。 3．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要以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基地认定和标识认证为基础，积极推行GMP（良好操作

规范）、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ISO9000系列

标准（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系列标准）、ISO14000系列

标准（环境管理和环境保证体系系列标准）认证和管理工作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大力培育具有市场

前景的名牌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绿色食品作

为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的发展方向，加快认证进程，扩大认证的覆盖面，

使绿色食品在促进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实施农产品名牌战略

、扩大农产品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发挥

绿色食品在农产品生产加工运作方式、质量安全制度建设等

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 4．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督。从2002

年开始，农业部将在财政、计划等部门的支持下，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农产品产地环境定点监测、农业投入品监督检查、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要在同级财政、计划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开展相应工

作。 在加大对农业投入品执法监督的同时，要加强对农业生

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要把对禁用、限用农

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作为重点。对查出的有毒有害物质超标



的农产品，要依法及时处理。要抓紧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规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管理等方面规章的起草工作。 5．农产

品质量安全科技进步。要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抓好新品种

、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加快开发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有毒有害物质快速、准确检测仪器设

备和方法，研制农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降解技术和产品。在农

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丰收计划、跨越计划

、"948"计划、动物无规定疫病区建设和动植物保护工程等农

业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作为重点

。 6．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信息工作。在实施"十五农村市场

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过程中，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网络建

设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及时向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和

使用者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品牌等方面的信息。 

四、工作措施 （一）抓好试点、示范 在抓好北京、天津、上

海、深圳等四大城市"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试点的基础上，

从2002年开始，逐步扩大到部分省会大城市。要在建设好现

有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示范的

规模，增加示范内容。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创办一批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 在加大无公害蔬菜、水果、茶叶

生产基地建设力度的基础上，从2002年起，陆续建设全国性

的无公害畜产品、水产品和热作等农产品生产基地。各地也

要抓紧规划，创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部以后安排

的农产品基地建设项目，要优先安排取得省级以上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农业部在支持现有

定点批发市场建立农药残留监测站试点的基础上，将逐步扩

大支持的规模。各地也要加强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药残留



监测站的建设，尽快提高生产基地、批发市场的农药残留检

测能力。 （二）积极推动产销直挂 农业系统要积极参与农产

品流通，推动产销一体化的农产品流通机制，实现农产品生

产基地与消费市场直接挂钩，发展多种形式的直供、配送、

连锁服务，缩短农产品流通时间，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保

证鲜活农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要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农民

产销合作组织和经纪人队伍。 （三）增加投入，调动广大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 要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争取

有关部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持。加大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的制修定、检测检验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

全认证、质量安全执法监督、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标准

化生产综合示范区、市场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攻

关、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动植物防疫体系等建设的投入。 要

利用市场机制，全面推行优质优价政策，通过基地建设、技

术培训和市场专销等措施，充分调动农民生产安全优质农产

品的积极性。 （四）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按照中央宣传部、农

业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强农村经

济信息宣传工作的通知》（农市发［2001〕9号）精神，要加

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有关政策、法规、标准、技术的宣

传，增强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和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意识

，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氛围。要在

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农业广播电视教育等

培训计划中，列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品牌等方面的

培训内容。部属新闻单位，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知识

的宣传介绍。 五、切实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领

导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涉及许多部门的工作，需要部门配



合，通力合作，加强协调，共同努力。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要切实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实

行一把手负责制，并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会同计

划、财政、经贸、科技、法制、卫生、工商、质检、环保等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为加强农产品

质量安全管理，农业部成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负责组织、协

调和指导全国农业系统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农业

系统各级有关部门要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总体部

署，加强沟通与配合，分工协作，做好工作。 农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工作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探索

，扎实工作，稳步推进，力争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将我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