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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标准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发挥着日益显

著的作用。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遭受来自美

国、日本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非关税壁垒，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于农药残留、

农产品病虫害等方面的标准壁垒。这其中包含了欧美国家保护国内农业的意图，但同时也客观反映出了

我国农业标准化自身还存在体系不健全、生产水平低、缺乏相关人才以及推广检测力度不够等问题。因

此，必须通过完善我国现有农业标准体系、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大力培养人才以及学习国际先进经验

等方式，来促进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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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s not only of great signific-
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plays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
tion, while the scal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trade continues to expand, it is also increasingly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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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ed to non-tariff barri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
gions, the most prominent of which is the standard barriers from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on 
pesticide residues, agricultural diseases and pests. This includes the inten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o protect domestic agricul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objectively re-
flects tha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erfect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low production levels, lack of relevant talents and insufficient promotion and testing. There-
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ernational trade by improving the existing agricultural standard system, implement-
ing expor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vigorously training talents and learning from advanced inter-
nation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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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石。加快农业标准化进程，不仅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必然

选择，也是新阶段推进农业产业革命的战略要求。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指出要提升农业标准化水平，建立健全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制修订粮食安全、种业发展、耕地保

护、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农药兽药残留等标准，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创建，加快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农业标准化不仅对农业生产过程、农产品质量、农产品深加工和流通产生影响，而且在农产品

国际贸易中，农业标准化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2001 年到 2022 年来，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

扩大，贸易总额由 280 亿美元增至 2360 亿美元，全球占比从 3%提高至 8.5%，排名由第十一位上升至第

二位，表明了中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以极其良好的态势发展着，这其中离不开农业标准化在其中发挥的

积极作用。农业标准化一方面在农产品贸易中有推动、协调、保护和仲裁的作用，另一方面农业标准化

是破除农业非关税壁垒的重要手段。完善的农业标准体系，既能保护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也可在不违反

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保护我国农业的利益。一旦出口农产品未“达标”，将会给农产品贸易带来不可

估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农业标准化的作用，才能使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行稳致远。 

2. 农业标准化的作用 

农业标准化是指以农业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简化、统一、协调、优选的原理，对农业生产全过程，

通过制定标准和实施标准，促进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和经验的推广普及，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产品流

通，规范农产品市场秩序，提高农业竞争力[1]，其对于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具有重要意义。首

先农业标准化的制定、推广和实施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学者以全国 74 个示范县的

一手调查数据设计标准化内生投入变量，运用广义 C-D 生产函数，测算得出农业标准化实施对农业经济

增长贡献率在 30%左右[2]。其次农业标准化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意义在于标准化不仅是

乡村规划建设的基础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保障，还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和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

基石，更是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最后农业标准化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能力，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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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农产品“卖难”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和技术创新，对特色农产品实行精细深加

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3]。 
农业标准化也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负面影响来讲，农业标准化会提高进口国进口农产

品的门槛，使标准化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增加国际贸易摩擦，阻碍国际贸易

自由化。部分学者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认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凭借其贸易大国的地位和

先进技术优势，假借农业标准的差异，高筑技术标准、技术法规、技术认证等技术壁垒，阻碍了发展中

国家农产品出口[4]。但它的积极意义更值得关注。农业标准化可以在生产加工领域发挥作用，比如规范

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降低资源消耗和成本支出、加强生产过程科学管理来提高农产品质量，从而有效占

领国际市场[5]。农业标准化对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的推动较为显著，能够有效促进农产品的出口和提高

农产品出口市场份额。虽然从短期看，由于标准调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以及提升农业标准化水平会导致

出口成本上升，所以农业标准化对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从长期看，由于农业标准化

的网络扩展效应、技术创新增强效应、有效需求扩大效应、市场渗透能力提升效应，则会得到与短期相

反的结果。除了可以促进国际贸易之外，农业标准化对国际贸易还有其他积极意义，它是解决国际贸易

中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工具，有利于协调和仲裁国际贸易争端[6]。 

3. 当前我国农业标准化存在的问题 

3.1. 农业标准化体系不健全 

我国当前已制定的农业标准体系中，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技术规范较多，与农产品储运相关的流通标

准较少；国内陈旧的农业标准较多，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农业标准较少；农业标准的制订机构较多，帮助

实行农业标准的推广机构较少。从而导致了标准与市场的联系不紧密。另外，目前在农业标准的执行方

面，还处在一种自发而又分散的状态，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计划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不同农户从事相

同农业生产对标准的执行各有侧重，主要和次要的农业标准之间缺少协调和补充，由此无法形成强有力

的市场竞争能力，难以满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求。另外，由于农业行业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相关

主体之间又缺乏沟通，一些国家、一些行业特别是相关行业之间的会出现标准间的交叉重复，这与农业

生产所要求的规范化背道而驰，导致广大农民在使用相关标准时不知如何取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标准

的实施和管理，阻碍了农业标准化的顺利推进。 

3.2. 农业标准化体系国际化水平较低 

我国农业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与农业相关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数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并且我国与农业标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信息管理体系、实施推广体系、监测与监督体系、农产品认证体系等方面内容的制订和实施，与国际农

业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7]。除此之外，在制定标准的时候，我国更多地考虑到了国内的

因素，但是很少能够与国际市场进行对接，因此，使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很低。当前，我国农业所采用的

的国际标准不足 20%，意味着超 80%的农产品难以对接国际标准，这导致了我国大部分出口农产品所遭

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都是由于农产品质量不符合国际要求而形成的“标准壁垒”。由此观之，我们的

农业标准化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既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 

3.3. 缺乏农业标准化相关人才 

我国绝大多部分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对农业标准化的优越性没有充分的认知，这就造成了我国

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普遍比较低下，无法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农民对农业标准化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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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指标缺乏了解，即便是从事相同的农业生产，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也参差不齐，从而打击了农民

对加入农业标准化建设的信心。此外，农业标准化的推广也缺乏专业的人才支持。例如，我国农业生产

的机械化程度不足、信息化程度较低，很大程度上就与缺乏标准化推广人才相关，这是由于大型农机的

驾驶技巧，农业数据的熟练运用也属于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过高的技术壁垒和学习成本

使许多农户望而却步，导致标准的扩散效应难以实现。要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农业高质

量人才，但其中农业标准化人才的短期，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3.4. 农业标准化的推广、检测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农民的标准化观念还比较淡薄，许多地方出现了“有标不依，有标难依”的现象，这既

有缺乏资金投入和人才投入的原因，也体现出国家对农业标准化相关知识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推广力度不

够。一些地方对于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正确认识，对现有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的宣传和贯彻，仅仅是流于形式，而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和推广，更有甚者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

严重的非标准化生产问题，由此造成的农产品减产、绝产的情况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我国建立检验检

测与认证体系的时间比较晚，前期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测试手段比较落后，管理体制也没有理顺，这

就导致了农产品不仅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比较杂乱，而且检测体系也比较不完善，这对农产品的品质有很

大的影响。标准的检测与否对执行与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我国只对少部分农副产品的相关标准

的执行情况及管理规范进行了检测，这也导致了剩余大部分农副产品对标准的执行落实不到位。 

4. 对策建议 

4.1. 完善我国现有农业标准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准化”意味着“国际化”，制定和实施农业标准就是解决“市场准入”问

题，制定统一的、多领域的、全过程的先进标准是将农产品领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因此，要提高

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将农业标准化贯穿于整个农业生

产的全过程，实行统一的标准，统一的产品规格，统一的质量，使之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品牌，从而实现

产业业化。其次要积极争取国际标准化组织如 ISO9000 和 ISO14000 质量体系认证，争取更多的农业企

业和农业产品获得海外注册。最后要支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和龙头加工示范企业建设。发挥其承载力

强、带动力强、攻击力强、外向性强的优势，以便其可以入地随俗，绕开壁垒，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4.2. 学习国际、国外农业先进标准 

构建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农业标准，应当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原则，以不断缩小国内

外农业标准的差距。首先，要建立一套国际先进标准跟踪机制，调动并引导国内农业企业学习他国先进

标准，在跟踪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引进农业技术、农副产品加工、包装、贮运等符合国际贸易需要的

标准体系，而且对标准体系要灵活引进，不能生搬硬套，要适当修订转化或过渡试用。其次，积极开展

国家间农业标准的交流与合作，将我国的先进标准推介出去，让其他国家了解我国标准体系，以不断扩

大我国标准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最后，要动态调整我国标准的质量和先进性，及时地将我国

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和重大技术创新转化为技术标准，并推荐为国际标准，以便我国出口

的农副产品能直接迅速地与国际标准接轨。 

4.3. 培育高素质人才队伍 

要在坚持培养本土人才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外部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人才队伍，为农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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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一方面加强对本土农民专业知识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农业标准化的重要性。应

当由农业大户和农民合作牵头构建起农民教育体系，不仅能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而且能加强农民对于

标准化生产经营的好处的认知，进而由内向外构建农业标准化体系，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应

当积极与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合作，引进具有丰富的农业标准化知识的专家人才。政府应当大力支

持农业机构和高校发展，投入资金使他们能够在种子质量标准、生产和管理技术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等

方面培养大量的人才，并且应当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鼓励农业标准化相关人才下乡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

中去。必须同时注重人才的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内外同时发力，才能为农业标准化建设提供更多人才

助力。 

4.4. 实施农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 

出口集中必然导致风险集中，因此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必须不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以下方案可供参考。第一，选择适当的国家和海外市场，建立跨国公司，构建国际营销网络。不同区域、

不同目标国、不同消费水平和生活习惯等对农业标准必然有质量、规格、等级方面要求的差别，要注意

特定农产品、特定市场的标准，提高标准的瞄准性，使相应标准具有灵活性、差异性、针对性和替代性

等。第二，发展行业协会，帮助农户和企业冲破国际贸易壁垒。行会有指导咨询作用，按收集的国外市

场信息和标准信息指导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行会通过行业自律约束，保证质量，维护品牌，直

至行业恶性竞争。行会的组织作用体现在组织技术和信息交流、攻克技术难关、劳动力技术培训、承办

农产品展销会等；行会也有谈判作用，如应对反倾销、对倾销提出指控等。作为中介组织，行会还是企

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可以争取政府对行业的支持和帮助。 

5. 总结 

本文先从国内农业生产的角度指出了农业标准化的作用，其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塑造和美农村以及

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然后过渡到从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角度指出农业标准化的重要意义

——标准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有推动、协调、保护和仲裁的作用，标准化工作是破除农业非关税壁垒的

重要手段。接下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完善的农业标准体系，既能保护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也可在不违

反国际贸易规则的前提下保护我国农业的利益，但是我国农业标准化工作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难以适应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需要。最后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参照各

国农产品国际环境和技术标准，不断提高我国农业标准化水平，并通过政府行为使农民按标准生产，以

此突破国外标准壁垒，并充分发挥农民、政府、农业组织三方面的作用，建立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农

业标准体系，以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下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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