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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强国是我国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化作为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升全球治理话

语权的重要依托，对加快推进新时期农业强国建设意义重大。本文通过总结主要农业强国标准化建设经验，回顾我国农业标

准化建设历程，系统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内涵、特征、趋势；剖析了新时期农业标准化面临的现实困境，针对性

提出了标准助力农业强国建设的方法路径。研究发现，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呈现参与主体市场化、覆盖环节链条化、实施

模式多元化、服务对象精准化、价值追求全面化、演进路径国际化的主要特征及趋势，需要正确处理好标准化与农业供给保

障、科技装备、经营体系、产业韧性、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关系，有效解决对政府公共标准的制度依赖、市场

“黄金标准”缺失、上下游环节标准协同性不强、社会主体参与度有限、标准国际化进程缓慢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标准化

助力农业强国建设，本文提出了包括着力打造农业标准化协同共治、良性互动的局面，加快构建高质量、有生命力的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有序提升农业标准化的国际话语权及内核力等实施路径，更好发挥标准化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引

领性、战略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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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ardization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nhancing China’s right of speed regarding glob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standardization practices of major agricultural powers worldwide, reviews the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progress of China, and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t also examines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faced by China and proposes paths for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e sector of China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The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of China exhibits the following major features and trends: marketization of participants, covering many 
chains, diversification of implementation modes, precision of service objects, all-round pursuit of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volution path.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standardization and fac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suppl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s, industrial resili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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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ness. Problems including dependence on government public standards, lack of golden standards in market,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between standards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links, limited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subjects, and slow progress in 
standa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must be addressed. To further promote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in China,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implementing paths: (1) creating a situation featuring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2) establishing an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standards system that features high quality and vitality, and (3) promoting China’s right of speech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regarding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agricultural whole industry chain; standards system

一、前言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2023 年）提出，培育

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

发展新优势，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1]。我国

已进入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新时期[2]，标准作为国

家质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依托[3]，对推进新时期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而长远的意义[4]。农业强国建设对农业标准化的内

涵、模式、方法、路径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

现有的农业标准存在一定差距，亟需创新农业标准

化实施路径，为新时期农业标准化建设激发新动

能、创建新优势。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陆续

实施标准化战略，构建了农业标准化体系并占据了

农业强国地位[5]。多年来，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推

动下，我国农业标准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农业标准

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显现，农业标准化实施模式逐渐

完善[6]，在规范农业生产、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产品“走出去”等

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然而，与世界农业强国相

比，我国农业标准化水平依然不高，支撑并驱动农

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后劲不足，表现在传统的

农业标准化模式和方法无法及时体现并适应农业发

展需要，部分农业标准长期未更新、治理效能下

降、供给结构失衡、实施效果不显著[7,8]；农业产业

规模偏小、竞争力偏弱、效率与韧性不足、可持续

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亟需依托农业标准化建设予以

解决[9,10]。

从宏观层面探究农业强国建设时期我国农业标

准化的内涵、特征及实施路径，可弥补新时期农业

标准化战略研究的理论空白，为相关部门规划和布

局农业标准化工作提供现实指导。本文结合我国农

业强国建设的实际需要，在梳理农业强国标准化建

设经验和我国农业标准化建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分析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内涵、特征、发展

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农业标准化助力

农业强国建设的重点实施路径，以期为农业标准

化治理效能提升、农业强国建设研究提供基础

参考。

二、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般认为，世界农业强国有美国、丹麦、荷

兰、澳大利亚、德国、以色列、加拿大、新西兰、

日本、法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2]。为深入剖析农

业强国的农业标准化建设经验，本文重点总结作为

综合性农业强国的美国、澳大利亚，作为特色农业

强国的日本、法国的标准化建设经验，以供借鉴。

（一）重视农业标准化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话

语权争夺

农业强国积极制定标准化发展战略规划，布局

农业领域标准化工作，推进本国农业领域标准与国

际标准的有机衔接，抢占国际标准话语权。其中，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制定的标准化战略中，

不仅强调本国农业标准与农业科学技术的适应性，

同时注重发挥其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影响力[11]。为

了支撑战略发展需要，美国在《联邦法规法典》中

积极布局农业标准化工作，陆续制定了352个新鲜水

果、蔬菜等农产品标准及其分等等级标准和 143个

水果、蔬菜等精深加工品的等级标准；通过标准认

证提高技术壁垒门槛，保护本国农业生产，提高农

业国际竞争力。目前，美国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建

立了近60种产品认证体系，对出口美国的农产品企

业要求必须获得HACCP资格认证。日本农业生产

高度标准化，农产品标准涉及从生产到上市的各个

环节；为了强化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战略地

位，成立了标准化战略部，研究和制定日本的国际

标准综合战略。整体来看，日本的农产品生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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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销售等相关标准具有涵盖农产品范围广，对农

产品品质和安全性要求高等特点。日本的农业标准

非常严苛，如日本农林物资标准（JAS法）和肯定

列表制度不仅规范国内农产品的品质，对从国外进

口的农产品品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国在农业

领域积极推行标准化战略，相继制定了“2002—

2005年标准化战略”“2006—2010 年标准化战略”

巩固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战略地位。法国对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等制定的标准多是直接采用，原因在于直

接参与了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从而使国内标

准与国际标准结合在一起。为控制农产品质量，澳

大利亚制定了严格的农产品分等分级标准，实现了

优质优价；澳大利亚谷物协会正在积极将 ISO 9000

标准转化为本国农业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标准，以此

保证和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二）强化公共标准与私有标准的协同治理

公共标准和私有标准是农业强国标准化体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协调二者关系是提升农业

标准化治理效能的关键突破点。目前，美国已构建

了以ANSI为核心，覆盖国家标准体系、联邦政府

机构标准体系、非政府机构标准体系的农业标准体

系结构。在市场标准方面，美国已获得ANSI认可

的标准制定组织超过 180个，共制定标准 3.7万个，

占美国农业市场标准总量的3/4。在政府标准方面，

美国农业部主要负责有关农作物和畜禽在种子、生

产过程、成分、质量以及销售等环节的技术法规制

定、强制性检验制度、农产品分级检验制度。法国

为了强化农业标准化协调管理，由政府组织开展公

共标准制定，法国标准化协会农业、卫生和包装处

等负责私有标准制定。日本农业标准由 JAS制度和

质量两部分组成，其中 JAS 制度为自愿性标准制

度[12]。为加强对农产品、食品中农业化学投入品残

留的管理，日本政府制定出台了肯定列表制度，是

日本现行的关于农产品的最终产品标准制度。澳大

利亚的农业标准分为强制类标准和非强制类标准两

类。强制类标准是管理部门颁布的技术法规，涉及

范围较窄，主要包括农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种

子、农药和农产品的标识标准。多数农业标准为非

强制类标准，以行业自律为主，靠市场需求调节。

此外，澳大利亚的农业市场标准是其标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需要，不

断完善农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制定了种子、农药

和农产品等的标识标准，并建立了严格的标准化抽

检制度；在国内市场方面，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

调节，采用自愿性标准的制度，由买方和卖方相

互协商。

（三）积极构建法规与标准纵向一体化的格局

农业领域的法规与标准是一个有机整体，缺少

法规的制度性引领抑或是缺少标准的技术性方案，

对二者任何一方的可持续发展及作用发挥都会产生

制约。美国与农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有《联邦谷物

标准法》《农业营销法》《联邦种子法》《联邦食品

药物化妆品法》，前 3部法律由美国农业部负责实

施，后1部法律由联邦人类事务部负责实施。在美

国农业部内，联邦谷物检疫局负责联邦谷物标准化

法的落实和实施，具体组织制定小麦、玉米、大豆

等12种谷物和油料产品的规格标准，并负责检验出

证。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制定了《出口

控制法》《贸易公平法》，在此基础上还制定了一系

列技术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包括《工农业产品和工

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标准化十年规划》，逐

步建立起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核心的农业标

准化管理机制，标准体系覆盖了产品品种、质量等

级、生产技术规程、运输、储存等多方面。日本制

定了《农产品检查法》《饲料安全法》《肥料管理

法》等法令，发布的 JAS标准共 409个。日本的农

业生产标准化包含农产品生产环境、生产过程和工

艺、农产品标准化3个方面。

（四）发挥标签制度在质量管理中的效应

农业强国构建了与农业标准化协调一致的质量

标签制度及认证体系，强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及品牌建设。其中，美国早在1992年就制定 / 修订

了22个农产食品标签法规，并根据农产食品标签的

发展状况对标签法规陆续作了多次修改补充，形成

较为完善的标签制度体系。目前，美国食品标签

规定主要是美国联邦食品法规（CFR）第 21 章第

101部分——食品标签。在有机认证方面，美国严

格规定，只有通过有机认证后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注

“100%有机”“有机”“使用有机原料（特定成分或

食品组）制造”等；只有有机率为95%以上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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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上才可以使用绿色的“USDAORGANIC”标

签。法国对农产食品标签的要求极为严格，长期致

力于推广农产品质量标签，设置了红色标签、特殊

工艺证书、农业生态产品标签和产地冠名标签4种

官方认可的标签[13]。日本为了发挥农产品标签的制

度效应，分别颁布了《食品卫生法》《增进健康法》

《农林产品标准化和正确标签法》，从不同角度对

农食产品标签作出具体规定。近年来，日本正在

着力优化这3部法律，并通过整合形成对加工食品

标签的一元化管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

标准法》《营养改善法》《计量法》《反不公平馈赠

和误导法》中也都有涉及食品标签的相关规定。

三、我国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标准化作为解决“三

农”问题的重要抓手，积极推动农业标准供给结构

优化、农业标准化治理效能提升、农业标准化实施

模式创新，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生产方式转

型、农产品质量安全、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在农业领域制定了

3858项国家标准、7871项行业标准、31 726项地方

标准，建设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达 4833 个，

“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数超过 1.5×105个，

标准化对我国农业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贡献初见成

效[14]。自 1949年以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

制度安排、产业特征及标准化演变过程（见表 1），

我国农业标准化可以划分为起步、恢复、快速发

展、质量转型4个阶段[15]。

（一）起步阶段（1949—1977年）

为了配合统购统销政策，我国对粮、棉、油等

制定了收购规格和标准；同时为解决农产品供应不

足问题，进一步恢复农业生产，农业部门着手在农

产品、畜牧、兽医、兽药、植物保护等方面制定了

若干标准，如《种羊饲养标准》（1950年）、《种猪

饲养标准》（1953年）等，用以优化种畜的选育、

繁育和推广。这一时期我国的农业标准化工作具

有显著的行政命令性特征，“抓住两头，打好基础”

（种子和产品）是该阶段农业标准制定的总体

方针。

（二）恢复阶段（1978—2000年）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农业标准化工作全面停滞

后，我国农业标准化工作逐步恢复，相继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9年）、《农业标准

化管理办法》（1991年），成立了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FDC），启动了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建设，初步形成了覆盖国家、行业、地方

的3级标准体系，标准制定范围从种子和产品标准

不断向栽培管理、养殖技术等标准方向延伸。截至

2001年年底，我国制定的农业国家标准有1056项、

行业标准有 1600项、地方标准有 6179项，有力支

撑了农业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4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为了适应新的

国际形势及竞争需要，我国着力推进标准化配套制

度建设及实践活动，启动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

划”，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标准化工作的

通知》（2003年），发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2009年），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达到4272个，“三品一标”认证总数达到7.2×104个，

“三园两场”（标准化果园、菜园、茶园，标准化畜

禽养殖场、标准化水产健康养殖场）建设数量超

过 5500个。这一时期，我国制定的农业国家标准

有 2652 项、行业标准有 4246 项、地方标准超过

1.7×104项，基本覆盖了主要农产品产前、产中、产

后的各环节，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农业标准体系。

（四）质量转型阶段（2015年至今）

在快速发展阶段，我国积累了数万项农业标准，

涵盖了重要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

各个环节；但是，部分标准存在老化滞后、交叉重

复等问题，影响了标准本身的治理效能。为优化标

准体系结构，我国着手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

方案》（2015年），将以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类型由

6类整合精简为 4类；同时，推行政府和市场并重

的新型标准体系，强化市场标准的主体地位。随着

农业领域标准数量精简、立项标准范围更加精准、

标准制定周期缩短、标准质量效益提升等，我国农

业标准化正式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发展的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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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存在对政府公共标准供给的制度依赖

对政府公共标准的制度性依赖依然较强，政府

标准与市场标准之间的边界不够清晰。进入标准的

质量转型阶段后，由于团体标准发展仍不够成熟，

加之农业标准化长期存在对政府主导下路径的高度

依赖，使得市场标准在新型标准体系中的功能和作

用发挥依然有限。同时，我国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与美国构建的以ANSI为核心的农业标准体系结构、

日本构建的包括 JAS制度和肯定列表制度在内的政

府主导下的农业标准体系、澳大利亚建立的以市场

导向和以质量为核心的农业标准体系结构之间依然

存在一定差距。此外，部分应交由市场制定的标准

仍处于政府管辖范围内，在农业各层级、各类政府

部门之间相互交错，农业标准制定、发布、实施分

表1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标准化发展阶段及标志性发展进展

阶段

起步：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

恢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

加入WTO之前

快速发展：

加入WTO后到2015年

质量转型：

2015年至今

时间 / 年

1951

1962

1963

1964

1989

1990

1991

1992

1994

1996

1999

2001

2003

2006

2009

2005

2007

2009

2010

2012

2015

2017

2021

2022

2023

标志性发展进展

首次明确农业、农垦、水产、林业部门标准代号分别为NY、NK、SC、LY

国务院发布《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管理办法》

首次制定了标准化十年规划，并对农业方面的标准化工作了具体安排

首次召开农业方面的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农业标准化工作要“抓住两头，打

好基础”的方针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发布《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出台《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和监

测体系

国家环境保护局OFDC正式成立

发布《关于加强农业标准和农业监测工作，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的意见》

国家技术监督局开始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工作

农业部和财政部启动“农业行业标准制（修）订专项计划”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正式启动

《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发布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标准化工作的通知》

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颁布实施《食品安全法》

农业部提出把农业标准化作为“三农”工作的主攻方向

发布《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管理办法》

通过《中国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发布《畜禽标准化示范场管理办法》

将“农业标准化生产”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发布《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明确改革的主要方向，即建立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

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确立了团体标准在我国标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发布《“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建设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和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标准

发布《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强化标准引领，实施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

发布《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

发布《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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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农业、林业、质监、水利、商务等各个部门，

农业标准化工作难以形成合力，团体标准和企业标

准发展空间不足。

（二）农业市场“黄金标准”缺失

我国目前已拥有数量较多的农业标准，但能够

成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满足市场需要和实现更高水

平运营的“黄金标准”依然不足，许多标准由于无

法满足农业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被搁置。我国农业领

域“黄金标准”缺失与标准更新速度慢也密切相

关。我国农业国家标准中制定超过5年的标准占比

为 69.6%，农业行业标准中制定超过 5年的标准占

比为71.06%，农业地方标准中制定超过5年的标准

占比为 60.03%。截至 2022年 12月，我国农业地方

标准更新率超过10%的省份仅有北京、上海、江苏

和江西，有的省份甚至不足 1%。农业相关标准更

新不及时致使标准的技术内容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同时也使大量农业领域科技成果无法有效转化，不

利于标准的基础性、引领性和战略性作用发挥。

（三）农业标准制定过程中社会参与度普遍不高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制定标准时，通过

广泛邀请企业、协会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参与标

准制定，使 ISO标准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场需求。目

前，我国农业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参与者以政府及科

研院校为主，农业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等主体

的参与度不足。例如，在棉花标准《棉花第 1 部

分：锯齿加工细绒棉》（GB 1103.1—2012）、《棉花

第2部分：皮棍加工细绒棉》（GB 1103.2—2012）的

制定过程中，标准制定参与主体均缺少基层棉花科

研院所、棉花生产和加工企业等重要利益相关主体。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缺

失，使标准的针对性不强、公信力不足、质量不高，

不利于标准引领和提升行业发展作用的发挥。

（四）标准间的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增强

随着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提升农业

全产业链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迫在眉睫，为

此，需要统筹考虑农业各环节的标准衔接问题，通

过标准协同，降低单个标准的实施成本进而发挥其

规模效应，满足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需要。农业标

准间的协同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

标准、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方法标准、公共标准与

私有标准、产后标准与产前标准之间的脱节。标准

之间的协同是农业标准化发挥作用的核心，缺少某

一环节的标准或者某一环节的标准与其他标准衔接

不够紧密，都会降低标准化整体效益，同时也会带

来问题环节与上下游环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构建

农业上下游协同推进的标准体系，将大幅提升各类

标准运行的效率，并能够通过市场信息的反馈及时

推动上中游标准及时修订。

（五）参与农业标准国际化的进程较为缓慢

世界农业强国在制定本国的标准化发展战略时

都注重与国际标准接轨。受农业经营主体标准化意

识及农业标准化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我国实质性

参与国际农业标准及相关活动的比率并不高，由我

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仅不足 1%。我国在农

业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地位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标

准化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世界农业强国较早地参

与了农业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并将本国的标准化

战略与国际标准的要求相适应，如美国国家标准化

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使国际标准尽可能多地反映

美国的技术；日本在2001年发布的标准化战略核心

是加强国际标准化活动，建立适应国际标准化要求

的技术标准体系；加拿大在2000年发布的标准化战

略中强调，加大将区域标准（北美标准）转化为国

际标准的力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在农业领

域开始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时间相对较

晚，在国内农业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体系的衔接方

面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五、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内涵、特征与

趋势

（一）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的内涵

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的价值取向是更好服

务于农业供给保障、农业科技装备、农业经营体

系、农业产业韧性、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国际竞

争。为此，结合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探讨标

准化与农业强国各要素的关系[16,17]，精准把握农业

标准化的内涵至关重要。农业强国建设的要素主要

有农业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营体系、产业韧

性、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等[18]，以下将从这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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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重点探讨农业标准化与其之间的内在关系。

1. 标准化与农业供给保障

农业供给保障能力的提升有赖于通过良种、生

产过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化，提高土地生产

效率、农产品供给水平和农业抗风险能力。其中，

提升土地生产效率的根本在于良种，通过推进良种

标准化，将成熟的良种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并进行

宣传、推广和监管，有助于提升良种普及率。高质

量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与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通

过推进农业基地 / 产品的标准化和认证，如良好农

业规范、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

等，有助于改变过去长期依赖高投入农业化学品的

粗放生产方式[19]。此外，农业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与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密切相关。而高标准农田建设

是围绕农田、道路、水利、电力、林网等开展的综

合标准化活动，对提高农田建设质量等级、降低外

部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具有重要作用。

2. 标准化与农业科技装备

农业科技装备的社会化推广过程与标准化密切

相关。借助农业标准化，可以有效推动和实现先进

农业科技成果的社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20]。农业

标准化通过“简化、协调、优化、统一”的原理方

法，对现有农业科技、装备进行筛选和择优，并将

成熟的农业科技装备以标准的形式加以固化，有助

于加速农业科技成果向农业生产力的转化[21]。此

外，标准化是技术创新平台、科技研发和经验积累

的结晶，农业技术标准、农业装备标准的研制过程

同时也是对相应技术进行改造、试验和完善的过

程，因此，通过标准化信息的反馈有助于推动农业

科技装备的创新，形成标准化与农业科技装备良性

互动的局面。

3. 标准化与农业经营体系

农业标准化意识强、标准化参与度高的新型经

营主体通常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抢占产业竞争的制高

点。通过标准化方式在一定区域内实现农业投入

品、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等要素的统一，可

以加速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因生产过程各环节非一

致性所造成的不必要损失。标准化同样也是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如“公

司+基地+标准+农户”“合作社+农户+标准”“行业

协会+标准+农户”等模式将农户纳入标准化生产

中，不仅改变了小农户以往粗放生产的状态，还可

以实现土地集约化生产和农户增收。

4. 标准化与农业产业韧性

农业产业韧性有赖于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体

系，而受标准体系支撑所形成的固定模式和程序可

以推动农业产业链上的不同主体按照规模化、社会

化、批量化要求组织生产，进而带来供应链效率的

提升。通过标准化提高供应链等级解决产业链畅通

面临的问题，是实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畅通

的重要途径[22,23]。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是保证产品

与产品、技术与技术、设施和设施之间的衔接，而

衔接的媒介是标准。通过标准连接作用的发挥，可

以实现农业产业链价值的增值，进而增强农业产业

韧性[24,25]。目前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将

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过程的全要素纳入标准化范

围，实现农业上下游环节的有效衔接，对增强农业

产业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6]。

5. 标准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标准化对推动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强化农业投入品、农业废弃

物、耕地保护等标准的实施，推动农业生产者转变

生产方式，减少有害农业投入品的使用与农业废弃

物的污染，实现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高效配置，保

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具体来看，加强产地生

态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产地范围内土壤、

大气、水体等自然因子符合以农产品质量保障为核

心的标准化产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要求，促使生产主

体自发、主动地保护产地环境，从而使产地具备可

持续生产能力；通过标准促进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

用，借助新型经营主体的力量将农户组织起来进行规

范管理和科学引导，从而集中、成规模地处理农业生

产废弃物，实现废弃物的良性循环，减少资源浪费。

6. 标准化与农业国际竞争

在企业层面，标准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

力。如果企业的一项标准被纳入国际标准，并被广

泛采用，则会正向影响到行业、国家，甚至全世

界。在政府层面，国际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是全球主

导权和话语权的表现，可以通过标准争夺国际市场

主导权，占领国际产业制高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农

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要做好优势农产品能“走出

去”、受冲击农产品能“守得住”，就必须加快与强

化在国际农业标准化活动中的参与程度，积极争取

和主导国际标准的制定 / 修订[27]。农业标准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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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关系具体如图1所示。

（二）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的特征与趋势

1. 标准化参与主体更加市场化

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生产大户农民合作社以及其他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标准化的积极

性不断提高[28]。从农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的申报到相

关标准的制定 / 修订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

开始重视通过参与各项标准化活动以提升市场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逐步打破了过去以政府为主导、

科研院所为基础的二元标准化治理模式。从纵向发

科技成果转化为
标准 提升农业科技装备农业科技成果标准化

标准化作为媒介，通过将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固化，并推动农业技术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

农业技术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

标准衔接小农与大市场 强化农业经营体系农业生产经营标准化

通过提升经营主体自身标准化软实力以及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
进而强化农业经营体系

标准化提升经营主体的
规模效益

农业全产业标准体系

通过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构建，实现产品与产品、技术与技术、设备与设备
之间的衔接，保证供应稳定和产业链畅通，提高农业产业韧性

提高农业产业韧性

农药、化肥、农膜等
合理施用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标准化

通过实施农业投入品合理使用标准和废弃物资源利用标准，规范农业经营
主体生产行为，提高农业生态质量

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国际标准化

通过标准降低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垒损失，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建立标准主导权和话语权

规避技术性贸易
壁垒

农
业
强
国

良种标准化 土地生产效率

高质量农产品供给

农业抗风险能力

通过标准化提升良种一致性、规范生产方式、提高农田建设等级，进而提升土地
生产率、农产品质量等级和农业抗风险能力，实现农业供给保障水平提升

保障农业有效供给生产过程标准化

农田设施标准化

保证供应链的稳定和
产业链的畅通

农业上下游之间衔接

横向农业要素衔接

农业废弃物资源
合理利用

参与国际标准
制定及相关活动

建立标准
主导权和
话语权

图1　农业标准化助力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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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来看，标准化参与主体更加向地方倾斜，地方农

业科研机构、农业高校、农业行业协会等组织参与

农业标准化建设的力度有所增加，以更好地将一线

标准化经验和知识纳入标准化体系中。

2. 标准化覆盖环节更加链条化

农业标准化覆盖产前的种子 / 种苗、产中的生

产管理以及产后的（不包括精深加工）储运流通等

环节活动的规范化、一致化发展，目前正从注重中

生产管理的“橄榄形结构”向注重产前和产后的

“哑铃式结构”转变。产前种子 / 种苗标准化和产地

生态环境标准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产后产品质量分

等分级、包装储运、质量追溯、循环利用等与市场

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标准化工作日益得到农业经营主

体的认可。

3. 标准化实施模式更加多元化

依靠政府驱动还是依靠市场带动，一直以来都

是农业标准化工作讨论的焦点。改革开放初期，由

于农业市场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加之我国农业本身

产业化水平比较低，政府“自上而下”的标准化实

施机制占主导地位有其合理性。近年来，随着农业

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农

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农业龙头企业+标准+基地+

农户”“行业协会+标准+基地+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户+标准”等市场化的标准化实施机制愈发

重要，在通过标准衔接农户与大市场、推动农户规

范化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9]。

4. 标准化服务对象更加精准化

随着农业供应链和产业链关系日益紧密，农业

标准化服务对象开始向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主体倾斜，尤其是能够实现农业“三产”有机

融合的产业化、规模化主体。农业产业化、规模化

经营主体更了解市场对标准化的需求，同时又能将

我国零散的农业产业有机地统一到标准化价值链

中，从而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良性发展。这种

模式可以显著降低单个主体实施农业标准化的成

本，提升农业标准化的实施效率。

5. 标准化价值追求更加全面化

随着农业强国建设的深入，对农业标准化的发

展定位不再是注重“大而全”的标准体系，而是围

绕着农业高质量发展与市场竞争力提升所开展的质

量效益的系列标准化活动。农业标准化实施效益由

于存在滞后性，对标准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方

面进行评价时存在诸多困难，这也使得农业标准化

在建设目标设置方面更强调过程性指标，而忽视了

结果性指标。随着科学评估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

善，农业标准化建设将更加注重综合质量效益的评

价，如推行农业标准化，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链条

稳定和畅通、产业可持续、价值增值、竞争力提

升、品牌塑造等提供助力。

6. 标准化演进路径更加国际化

从全球视角来看，我国农业“大而不强”，与

农业相关的国际标准话语权缺失，而世界上诸多农

业强国地位的实现都是伴随着参与和主导某一领域

国际农业标准来实现的。因此，对标国际是农业标

准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路径。目前与美国、德国

等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参与国际农业标准制定 / 修

订及相关标准化活动的占比还偏低。随着我国开始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更多的农业企业在

“走出去”的过程中，会不断加深对国际标准的认

识，并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化相关活动来提升其在国

际市场中话语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30]。

六、标准化助力农业强国建设的实施路径

标准化助力农业强国建设，既要借鉴世界农业

强国标准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立足我国国情、

农情对标准化的现实需要，探索中国式农业标准化

的强国之路。美国市场化的标准运行机制、日本

JAS和肯定列表制度、澳大利亚较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制、法国的农产品质量标签制度等对我国优化农业

标准化管理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总体来看，需要不断

改革和创新农业标准化的模式、方法和路径，破解

现有农业资源禀赋的约束，通过标准化对农业科技

成果的再优化、再协调、再组合，提升农业标准化

的国际竞争力，助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31]。

（一）着力打造农业标准化协同共治、良性互动的

局面

一是重点围绕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

性和引领性的技术领域，在国家层面建立农业标准

化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和跨行业农业标准的

议事制度，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整体有序推

进农业标准化战略实施。

二是厘清政府与市场在农业标准强国建设中的

边界，规划制定农业强国建设的标准化五年规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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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规划，明确农业标准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分

目标，统筹规划布局标准化在助力农业供给保障、

农业科技装备提升、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重

点工作和任务。

三是建立政府积极采信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

激励机制，持续推动政府主导农业标准模式的转

变。对具有普遍适用性、行业引领作用、良好应用

前景的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可并入相关国家标准；

支持将技术水平高、实施效果好、属于产业发展重

点或前沿领域的团体标准转化为行业标准。激发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建设高质量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

业行业协会 / 商会、学会及农食产品消费者组织在

标准化建设中的协同参与度，构建和形成政府、市

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

四是支持建设一批农业标准改革创新服务区、

强国建设农业标准引领先导区、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协同示范区、国际先进农业标准成果转化区等重点

示范工程项目，辐射带动全国农业标准化实施提质

升级。

五是健全农业标准化监督管理体制，定期开展

农业标准的监督与抽查，及时推动农业领域“老

旧”标准的更新和改造，清理制约产业技术发展的

问题标准，完善农业标准化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建

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标准化评估机制，加大对农业领

域“黄金标准”的宣传和推介。

（二）加快构建高质量、有生命力的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

一是围绕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农产品及地

方特色农产品，提升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产业联

盟、农业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在产业

标准化中的主导性、引领性地位，从保障安全、提

升质量、跟踪服务、强化支撑4个方面着手，加快

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农业强国建

设为目标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二是着力提升农业全产业链中各环节标准的协

同性与市场适应性。围绕农业不同领域的具体产品

或服务类别，从农业产业链条末端出发，自下而上

优化与完善现有农业标准体系中的断点、堵点和痛

点，提升产前、产中、产后标准之间的协同性，发

挥标准协同“1+1>2”的规模效益，发挥标准化对

农业供应链升级和产业链畅通的桥梁衔接作用，破

解单个农业标准发挥作用能力不足和标准滞后产业

发展的现实困境。

三是形成一批农业领域可推介、耐推介的“黄

金”标准。聚焦能够提升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

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可持续发展力的种业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农机装备技术等，

通过农业企业主体、企业联合体等市场力量，加快

推进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标准转化、标准验证、标

准推广。鼓励农业领域各类学会、协会、商会等社

会团体主导和参与团体标准化工作，推进具有先进

性、原创性、高质量标准的制定和应用示范。

（三）有序提升农业标准化的国际话语权、内核力

一是研究制定我国农业标准“走出去”战略。

不能仅仅停留在“采标”这种“追随者”地位，必

须采取积极的竞争姿态，重视参与国际农业标准化

活动，在农业国际标准化活动中争取组织权、发言

权和主办权，竭力将本国农业标准转化为农业国际

标准，以引领农业国际贸易技术准则和管理模式

发展。

二是加强对农业国际标准的跟踪，开展国内外

农业标准比对研究和验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国家标准外文版工

作，推动农业加工标准国际化进程，实现“农业技

术专利化，农业专利标准化，农业标准国际化”的

标准化发展技术路线，以标准的国际化引导农业企

业走向国际市场。

三是支持农业企业、农业行业协会、农业科研

机构等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化组织，参与农业相

关的标准化技术活动和国际相关标准与规则的制

定，争取主导制定与农业相关的国际标准。

四是积极促进与农业国际标准的交流与互认，

逐步建立一套基于我国国情农情，又符合国际基本

规则的高质量农业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农业国际标

准与规则制定。

七、结语

本文围绕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从宏观方

面梳理和系统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农业标准化内涵、

特征、面临的困境及提升路径。新时期，我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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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参与主体、覆盖环节、实施模式、服务对

象、价值追求、演进路径都发生了新的调整，农业

标准化内涵日益丰富。借鉴美国、法国、日本和澳

大利亚4个农业强国在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构建

法规与标准协同体系、发挥标签的制度性优势等的

标准化建设经验，我国需要立足国情农情，从当下

我国政府公共标准的制度依赖较强、“黄金标准”

缺乏、标准之间的协同性不高、社会主体参与有

限、标准国际化进程缓慢等问题出发，着力打造农

业标准化协同共治、良性互动的局面，加快构建高

质量、有生命力的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有序提

升农业标准化的国际话语权、内核力，提升标准化

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引领性和战略性

作用。

在后续研究中，可结合农业强国建设的时代背

景及对标准化的宏观形势，从标准化视角探索为农

业强国建设赋能的战略转向，并为全面提升农业标

准化的治理效能和突破新时期农业标准化瓶颈提供

思路参考。今后应探讨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厘清标

准化与农业强国之间的内在关系；发挥标准化助推

农业强国建设的效能；公共标准和私有标准、强制

性标准和自愿性标准，分别在助力农业强国建设中

的重要价值；立足国情和农情统筹规划布局新阶段

不同行业领域农业标准化工作，持续深化标准化助

力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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