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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在“互联网 +”
发展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溯源体系加速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整体上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依然存在政府

监管责权不明，地域分割现象严重，溯源标准统一性较差，追溯信息缺乏宽度、深度和精度，追溯系统业务化运行能力弱，

追溯生态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建设以及溯源技术 / 系
统研发取得的进展，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 2025 年、2035 年战略目标，提出了针对性的发展路径和建议。研究

表明，未来“互联网 +”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应重点推进溯源标准化、完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强化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

拓宽实践领域和服务对象、加大溯源技术研发力度、落实好专业人才培养，保障 2035 年建成正循环、可持续追溯生态与农

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治理体系的远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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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one of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it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ountryside as well as people’s health and safety. The Internet Plus 
initiative has accelerated the building of quality and safety standards and traceability system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Over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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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质量安全的基础，关系

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农民增收和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1,2]。历年来，国家高度重视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2006 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同年发布《全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2010 年）》，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提上日程；

2009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农

业相关食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过程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全国

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等文件，都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做出了明确部署；2017 年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2019 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要求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的监管、

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坚持最严肃的问责，以此保障

食品质量安全。

自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 +’行

动计划”以来，“互联网 +”农业充分利用现有互联

网资源，紧密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

智能（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培育出多元化的“互

联网 +”现代农业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 [3,4]。
建设“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可追溯体系是“互

联网 +”农业的核心任务，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研究和实践取得了重要进

展 [1,5]。一些学者基于国内实际，系统阐述了追溯

性、追溯系统、追溯体系的概念，提出了农产品正

向跟踪和反向溯源的整体框架。农产品溯源技术得

到广泛研究和发展，基本覆盖了农产品生产、加工、

包装、冷藏、运输、 检测、仓储、销售等整个供应链，

如溯源鉴别技术趋向集成化物联化、检验检测技术

趋向小型化智能化、风险评估技术趋向系统化精细

化、过程控制技术趋向精准化定向化。此外，区块

链技术、大数据和 AI 技术在农产品追溯中的应用

也在不断深入。

整体来看，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整体向好，

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溯源体系基本形成，关键农

产品的检验检测能力稳中有升，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得到有效控制。也要注意到，与国外健全的监管

机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的检测认证标准

以及可持续的追溯平台运营相比，我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 [6,7]。当前，全球农

产品贸易发展风险增大，进出口农产品对国际公共

卫生体系构成潜在威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我国

应加紧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

正循环、可持续的追溯生态，以及时准确预警并预

防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同步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

竞争力，重塑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信任体系，推动

智慧农业的发展。

本文在系统总结“互联网 +”背景下我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

前追溯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论证提出 2025 年、

2035 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战略目标、重点任务

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农产品质量安全

quality and safety risk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However, there remain many problems, such as 
ambiguity of power and duties of government oversight, severe segment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poor uniformity in traceability 
standards, lack of width, depth, and accuracy of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weak commercial operation capacity, and insufficient 
sustainability of traceability system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with respect to 
supervision system, laws and regulations, standards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raceability technology/system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n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finally proposes potential solutions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for 2025 and 2035. 
We propose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improving the national traceability system, deepening risk 
monitoring and warning, widening the practical fields and service products, focusing on research of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 training. By this means, we hope that China can realize the long-term goals of building a sustainable 
traceability system with positive cycle and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in 
2035.
Keywords: Internet Plus; quality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ceability system;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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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的发展研究提供目标参照。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发展现状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互联网 +”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得到了快速发展，大幅提升了我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2019 年上半年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结果显示，农产

品抽检总体合格率达到 97.2%，抽检范围覆盖蔬

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 5 大类产品、 
108 个品种；其中，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

和水产品抽检合格率分别为 97.3%、94.1%、98.3%、

98.3% 和 95.7%。

（一）监管体系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是我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多部门联合采取“分段监

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模式，构建了覆盖全国

主要城市、产区和农产品的监管网络 [8]。农业农

村部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对不同种

类和品种农产品的农药、兽药、抗生素等重要参数

实行定期抽检，发布农产品例行监测、监督抽查和

专项监测结果；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及其处理

情况、公众反映问题的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等信息，

定期向公众公开。政府主管部门搭建的基于“互联

网 +”应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网、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

信息平台，对农产品进行常态化监管。

（二）法律法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以国家法律法规

为主体，地方法规作为补充，部门配套规章制度辅

助实施 [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国家法律规定了

农产品安全标准、产地、生产、包装标识、监督

检查、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等细化了具体类别农产品的监管

和生产经营规范。《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

法》是我国省级人民政府出台的第一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地方法规，制定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方案。《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

管理办法》《农产品包装与标识管理办法》《农产

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试行）》等规章制度明确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

种养殖、饲料投入、农药使用等过程中保证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具体措施。

（三）标准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为核心，从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为补

充  [10]。《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通则》《食

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食品追溯信息编码与标识

规范》《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质量控制规范》等

国家标准以及《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规范（试行）》等大类产品行业标准，为规范追溯

体系建设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农业标准化管理办

法》《农业标准审定规范》《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

评估指南》《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指南》

《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建设指南（试行）》等文件，

保证了追溯体系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此外，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对接国际标准、结合中国实际，

制定了《牛肉产品跟踪与追溯指南》《水果、蔬菜

跟踪与追溯指南》《牛肉质量跟踪与溯源系统实用

方案》等特色农产品标准规范和应用指南。

（四）追溯系统

为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和国内农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我国从 2003 年开始实施“互联网 +”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 [11]，目前已应用于肉类、

蔬菜、水果、粮食等农产品监管。商务部构建了中

央、省、市三级追溯管理平台体系，在屠宰、批

发、零售、超市销售和团体消费等环节分别部署追

溯子系统，追溯信息链条完整、覆盖全面，基本实

现了农产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

2012 年以来，国家分三批次在 18 个省市建设农产

品追溯系统，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四

川等省市均建立了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这些系统与国家管理平台对接，形成全国城乡辐射

一体的农产品追踪网络。此外，光明牧业、中粮集

团等农产品龙头企业也在着手建立从原料到餐桌的

农产品全程追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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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溯源技术

在“互联网 +”农业快速发展背景下，我国的

农产品质量追溯技术愈发成熟。农产品产地监管基

本形成由“空”中卫星遥感、“天”上无人机航拍

和“地”面传感器监测组成的“空天地”一体化体系。

农产品检验检测技术趋向小型化和智能化，如各种

微电子机械系统、纳米技术、传感器技术、现场快

速检测技术、数据远程传输与处理技术等。风险评

估技术趋向系统化和精细化，如组学技术、计算分

子生物学、数据挖掘技术、机器学习技术。过程控

制技术走向精准化和定向化，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关键危害因子的污染途径与过程精准控制。溯源

鉴别技术实现集成化和物联化，物联网技术广泛应

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二维码作为农产品“身份证”

投入农产品溯源，数据共享平台数据库、云计算系

统等形成数字防伪体系。另外，区块链技术以其分

布式、可追溯、不可篡改、非对称加密、自维护的

特性，逐步应用于农产品溯源系统，助力构建更具

信任度和安全保障性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三、面临问题

（一）缺乏统一监管，“条”“块”分割严重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普遍存在多部门分

割、地域分割的现象。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涉

及农业、质检、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

都是农产品某个环节的监管主体，看似齐抓共管，

实则容易造成“多头管理、无人负责”“分段管理、

环节缺失”的局面。部门分割管理的模式还导致同

质化追溯系统重复建设问题，出现了体现单一监管

部门要求的“追溯孤岛”现象。尽管追溯系统已经

在各个监管层级、各个涉农环节进行全面部署，但

系统通常形式多样、缤纷复杂，缺乏跨系统的一致

性、兼容性和可交换性。各级地方政府被要求对当

地食品安全负总责，因此也构建了覆盖本地区的农

产品监管系统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12]；然

而，面对大量源自外埠的农产品，地方政府难以有

效管理、无法全过程监管。

（二）标准体系不健全，溯源标准不统一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标准规范起步较

晚，受制于产业发展阶段和水平以及国家对农产品

追溯产业的总体部署要求，既有标准规范的应用广

度和深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多部门制定的

标准缺少层级间对接，导致标准体系不健全。各部

门、各行业以及商业公司相互独立地建设特殊品类

的农产品追溯系统，但这些追溯系统并没有完全遵

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相关标准规范，或

者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追溯编码规则和标准体系，严

重影响了追溯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追溯信息的交换

共享，造成追溯系统社会化资源的明显浪费 [13]。
此外，农产品、追溯性等基础概念的定义在不同法

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中尚存在内涵和外延界定方面的

分歧；不同专家、不同部门对追溯概念理解也存在

差异，如一些行业部门将各项资质的认证视为实现

产品质量安全的追溯，甚至直接将追溯系统命名为

认证系统或防伪系统。

（三）追溯信息缺乏宽度、深度和精度

当前大部分追溯系统所提供的追溯信息非常不

完整、不深入，呈现肤浅和破碎的局面，无法匹配

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一般的农产品追溯系统仅能做

到产地追溯和物流追溯，无法满足生产环境监测、

生产过程监测、农产品加工监测等需求，对于农产

品的批发、零售环节的追溯也无能为力。多部门

分割监管的现状导致追溯系统无法或无权实现对

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进行全程、全面和精确的追溯。

各种环境传感设备的价格较高，在农产品生产追

溯中的应用深度还不够，如物联网设备停留在设

施农业、智慧农业示范试点工程中，尚未广泛普

及；大量农产品的追溯信息难以采集，无法做到

快速更新。

（四）追溯系统业务化运行能力不足

各部门、各地区都开发了针对性的农产品追溯

系统，但整体来看，这些追溯系统和追溯平台的服

务领域和服务对象明显过窄，可持续服务能力偏弱，

商业化运营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农产品安全流

通的实际需要。社会化外部追溯系统主要采用政府

主管部门组织和协调、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建设实施、

技术公司日常运行的方式，单向投资和建设难以形

成农产品追溯的良性生态圈，未能考虑企业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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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而影响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导致项目

运行的不可持续性。

（五）正循环、可持续追溯的生态远未建立

对于追溯体系建设，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

能力是能否可持续的关键因素。从国内外经验看，

消费者对于附加了质量安全和动物福利保证信息的

农产品都有更高的支付意愿。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

消费者只能根据过往经验大致了解市场中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并且依据这个平均水平的预期价格

来购买农产品；这就导致平均质量安全水平以上

的农产品销售量减少而被迫退出农产品市场，并进

一步引起市场中农产品安全水平的下降 [14]。这种 
“优汰劣胜”的逆向淘汰，致使市场价格扭曲，使

得农产品市场呈现出“柠檬市场”特征，严重阻碍

了正循环、可持续追溯生态的建立。

四、发展战略目标

着眼未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应全面适应小

康社会的发展水平，强化农业现代化基础条件支撑，

突破农产品追溯软硬件核心关键技术，确立市场准

入机制并培育商业可持续的生态圈。

到 2025 年，形成基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

的追溯体系、标准体系和政策体系。全面打通各地

区、各部门的农产品追溯资源和信息，增加追溯信

息的宽度、深度和精度，建设链接全国、兼容各部

门且上下游衔接的全国农产品统一追溯平台。对接

国际标准，构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产品追

溯标准规范。创新农产品追溯机制与体制，确立

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机制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故应对机制。

到 2035 年，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农产品质量追

溯生态，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突破移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5G、区块链、AI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产品追溯

中的应用瓶颈，实现农产品在种植、养殖、生产、

加工、物流、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全程、全面和精

确追溯。创新农产品追溯运营和服务机制，开放共

享农产品追溯信息，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农产品追溯

生态圈。

五、对策建议

（一）大力推进溯源标准体系建设

首先，从国家层面出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法

律法规，明确追溯对象、追溯信息、追溯环节、追

溯主体、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使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有法可依。其次，协调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监管部门的主体责任，对既有部门、地区和企业间

的溯源平台和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形成分级负责、

内部协调、对外统一的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监管体系。最后，基于“互联网 +”应用建设高度

开放、覆盖全国、共享共用、通查通识的智能化国

家追溯平台，规范编码标识、信息采集、平台运行、

数据交换等关键技术标准。

（二）加强溯源关键技术研发力度

建议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关键技术研

发专项，解决领域内前沿技术落地困难、农产品追

溯信息应用反馈动力不足的问题，重点涉及 3 项技

术：一是农业遥感和农业环境探测技术，针对大田

农业、设施农业、智慧畜牧和养殖业等，研制低成

本、长寿命、低耗能的农业环境传感器材和便携式

设备，应用于农产品产地溯源；二是农业大数据技

术，突破多源异构海量农业追溯数据在存储、交换、

检索方面的技术难点，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大数据共

享交换的新模式；三是创新发展区块链、AI 等前

沿技术，研发新一代农产品质量追溯智能系统，减

少过程监管中的人为参与，重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任体系。

（三）强化“互联网 +”应用创新

打造“互联网 +”农业产业园和农业示范工程，

打通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千米，促进新技术、新成果、

新设备落地应用并发挥实效。重点部署两项示范工

程：一是畜牧养殖产品追溯示范工程，以规模化生

产企业为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畜牧和养殖动物产

品，开展对畜牧养殖动物生长环境、生长过程和加

工质量数据的采集、分析、处理，打通畜牧养殖数

据库系统与政府追溯平台及主流电子商务系统，支

持畜牧养殖产品的质量评估、安全追溯、营销定位、

产量调节和生产调控等；二是基于区块链的农业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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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示范工程，遴选具有农业溯源实践经验的科研机

构和具备科研创新基础的农业实体企业，开展农业

区块链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区块链应用在吞吐量、

延迟时间、容量和带宽、数据加密和安全等方面

核心底层技术的制约，充分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

信息不可篡改的特征，开展农业区块链在物联网、

农业大数据、质量安全追溯、农村金融、农业保险、

全产业供应链等应用场景中的落地实践。

（四）强化风险监测及评估预警

基于农产品追溯信息平台开展大数据挖掘和智

能分析，及时发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潜在风险，锁定

重点可疑目标，进行精准监管。深入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评估，摸清各类农产品全程管控的关键

节点和技术流程，有针对性地采取管控措施。制定

和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预案，明确任务分工，

完善相关应急程序和制度，建立快速反应、信息通

畅、上下协同、跨区联动的应急机制 [15]。妥善应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虚假信息和谣言传言，及时进行

科普辟谣，研究建立健全谣言治理方案；针对公众

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积极利用微信、电台、报纸、

图书等形式，开展常态化多样化的风险交流和科普

宣传，提升公众质量安全意识和科学识别判断能力。

（五）拓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实践

各行业协会、各地方标准化委员会主办的追溯

平台通常只聚焦于专门品类（如蜂产品、茶叶产品）、

专门环节（如流通），或者局限于特定地域（省、市），

这些追溯系统和追溯平台的服务领域和服务对象明

显过窄，可持续服务能力偏弱，商业化运营落后。

建议加强“互联网 +”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

重点拓宽追溯平台的实践领域和服务对象，不仅要

服务粮食作物、水果、蔬菜、生猪、牛肉等主要餐

桌食品，也要涵盖野生动物制品、药用农产品、牲

畜饲料作物等；不仅要强化流通环节监管，更要重

视种养殖、畜产品屠宰、农产品加工、冷链运输、

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

（六）落实专业人才培养

目前，我国广大农业从业者的文化素质仍然相

对较低，对信息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掌握较差，接受

新知识新技术的主动性和能力有待提高。随着以智

慧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体系加速发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领域迫切需要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学习

能力强、创新思维突出的高素质人才 [16]。国家需

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积极培养

现代农业实用型人才；设立专项基金，鼓励掌握现

代农业技术的人才参与农业农村建设，到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等农业发展岗位上去。政府建立职业化

农民培养体系，建设新型职业化高素质农民队伍，

使农业从业者不断掌握新技术；同时加大资金支持

力度，保障培养体系正常运行。

（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实行社会化的

细致分工，形成良好的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管理的

社会状况，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平台，畅通投诉举

报渠道，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完善举报奖励制度，

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

协同共治；二是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有效

曝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建立农产品质量种养

殖业“黄名单”“黑名单”制度，对不法生产经营

者依法公开其违法信息，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

境；三是鼓励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参与农产品质量

安全治理，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安全监督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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