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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既是保证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稳定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选择。当

前，我国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主要面临标准供给结构仍需持续优化，产前、产中、产后标准间协同性亟待增强，标准化

的联动障碍依然突出等问题与挑战。本文从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对供应链稳定与安全、各环节要素流动与畅通、生产经

营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品牌内核力与竞争力提升、绿色化发展与低碳转型等五方面出发，系统剖析了其在标准结构、标准协

同、标准联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应以农业产业综合性和复杂性问题为导向，以产前、产

中、产后标准协同为核心，以高质量标准有效供给为前提，以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为保障四方面的总体方略。研究建议，

着力提升高质量标准的有效供给、推进全产业链标准的协同化治理、创新地方标准“互联互通”机制、强化标准实施机制创

新和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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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whole chain standardization (AWCS)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of China and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Currently, AWCS in China is faced with major 
challenges, including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standards supply structure, urgent need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tandards for different links, and prominent linkage barrier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alistic valu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WCS 
from the aspects of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supply chain, smooth flow of elements of all links, innovation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modes, improvement in brand competitiveness,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dditio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WCS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x problems of the industry; 
(2) coordination of pre-production, production, and post-production standards; (3) effective supply of high-quality standards; and     
(4) participation of all stakeholders. To the e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high-quality standards,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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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standards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establish a connectivity mechanism for local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Keywords: agricultural whole chain; standardization; high-quality standards; standards coordination

一、前言

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既是增强农业稳定

性与韧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

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1]。国家高度重视

标准化与农业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和标准化在其中的

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2]。截至2023年12月，

我国农业标准总数达到了50 000项，国家级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建设超过了 5000个，“三品一标”认证

数量达到了15万家[3]，标准化在现代农业建设和乡

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是，农业产业链

主体经营分散、优质农产品供应不足、产业链上部

分环节衔接不畅、农业产业竞争优势不明显等问题

依然突出，影响了我国农业全产业链的稳定与安

全[4]。为此，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提升

农业产业链的韧性与稳定性，成为我国农业全产业

链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5]。

目前，我国对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数字化[6,7]、绿色化[8,9]、粮食安全[10,11]三个方面。

从数字化建设的视角探究农业全产业的转型问题，

主要构建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研判我国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现状与数字

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12]。从绿色化发展的视角探究

农业全产业链的转型，主要基于农业全产业链绿色

化转型的理论认知，深入剖析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现

状、重大挑战、可行路径[13]。从粮食安全的视角探

究农业全产业链的转型，通过对粮食安全风险进行

系统性分析，提出我国粮食安全风险管控的主要建

设任务以及对策建议[14]。此外，也有从微观层面探

讨农业全产业链组织模式[15,16]、治理机制[17]的问题

以及某一具体产业的全产业链建设问题[18,19]。总体

来看，鲜有从标准化视角探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路

径问题，尽管个别研究在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

设及实施路径突破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20,21]，但对

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的问题及路径研究不够

系统。

标准是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供共

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在此基础上，标准体系

是由多个标准按照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整体。

而标准化更强调“化”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

括了标准研制、实施、信息反馈的系列相关活

动[22]。近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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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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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业标准僵化、供给结

构失衡、治理效能不理想[24,25]，尤其在保障农业产

业链安全稳定、支撑并驱动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

进等方面后劲不足[26,27]。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业

产业的加速融合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持续调

整，对标准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通过标

准化破解全产业链转型升级难题[28]，是保障我国农

业产业链安全稳定和有韧性的关键所在[29]。

目前，现有研究从标准化视角系统分析农业全

产业链转型的研究相对较少，理论与实践研究都存

在不足。为此，本文结合我国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

现实需要，在明确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现实价

值的基础上，系统剖析当前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具体

问题与挑战，提出突破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的

总体方略和具体实施路径。本文从标准化视角出发

拓宽了农业全产业链的研究视野，为新形势下保障

产业链稳定畅通、提升产业链整体韧性和效能指明

了新的方向。

二、我国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的现实

价值

（一）保障农业供应链稳定与安全

当前，我国农业供应链稳定与安全仍面临很大

压力，大宗农产品中的高端产品供求缺口普遍存

在，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三品一标”

认证率不足20%，食品安全状况满意率仅有40.3%。

标准化作为保障农业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基

础[10]，在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良种良机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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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农资投入、推进农产品认证、减少粮食损耗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节粮减损标准化为例，

《大豆》（GB 1352—2023）通过修订“损伤粒率”

等质量指标，等内大豆占比从 66% 左右提高到近

90%；《大米》（GB/T 1354—2018）通过设置加工

精度上限，总出米率约提高了1.25%[30]。同时，《二

氧化碳气调储粮技术规程》（LS/T 1213—2022）、

《氮气气调储粮技术规程》（LS∕T 1225—2022）等

绿色储粮标准的发布有效降低了储存环节的粮食

损耗。

（二）推动农业各环节要素流动与畅通

农业全产业链涉及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

的要素整合，产业链条长且容易存在产业各环节脱

节问题，是一项复杂工程[31]。而标准是保证各环节

良种良法、农机农艺、产品与市场之间衔接畅通的

重要媒介，是实现各环节要素衔接的基础。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农业产业链

上、中、下游标准之间的联通，将农业生产、加

工、流通过程的全要素纳入标准化规定的范围，推

动上、中、下游各环节要素的流动和协同，以保证

各环节目标的一致性和主体的协同发展，实现各环

节产品与产品、技术与技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有

效衔接，对于推动农业产业链上不同主体按照规模

化、社会化、批量化要求组织生产，进而带来产业

链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2]。

（三）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发展和

增产增收[33]。当前，我国小农户普遍存在的生产经营

格局依然没有改变[34]，预计到2050年仍将有1亿户

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是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小农户迈向大市场的重要抓手，

对于推动小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和身份角色的

调整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标准化与产业深入融合，

我国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探索出了“公司+基地+

标准+农户”“合作社+农户+标准”“行业协会+标

准+农户”等多种标准化实施模式。通过标准化将

农户组织起来并指导其按标准生产进而实现了一定

区域内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的

相对统一。这种标准化模式不仅改变了小农户过去

粗放生产的经营状态，推动了小农户生产方式的变

革，而且有效保证了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技术上的一

致性与协调性，降低了因生产方式混乱造成的全产

业链价值的流失。

（四）提升农产品品牌内核力与竞争力

随着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更多

的农业企业逐渐开始认识到标准化对品牌建设和参

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标准作为企业品牌建设的重

要基础，农业企业可通过推进品牌标准化策略和积

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增强其在国内外农产品市

场上的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建立标准主导权和话

语权。具体来看，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

农业标准，可以确保农产品在生长、收获、加工、

储存和运输等各个环节都符合规定的质量和安全标

准，获得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同时，通过制定

新的标准和规范，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提升品牌内核力。另一方面，通过主导制定和实施

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范，可以消除贸易壁垒，提高

农产品的国际互认度和市场竞争力，争夺国际市场

主导权和占领国际产业制高点。

（五）助力农业产业绿色化发展与低碳转型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对产业增长方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统筹考虑了产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突出，质量较好

的耕地占比仅有31.24%，人畜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不

足20%，农膜整体回收率仍然较低。解决这些问题

的根本举措依然离不开标准化。标准化作为推动农

业资源合理利用，加速农业低碳转型的外在动力，

通过强化农业投入品、农业废弃物、耕地保护等方

面标准的应用实施和推广，不仅有助于推动农业生

产者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减少有害农业投入品的

使用与农业面源污染，同时对于实现农业资源合理

利用与高效配置，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也具

有重要价值。

三、我国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面临的挑

战与问题

（一）标准供给结构仍需持续优化

截至目前，我国农业领域现行有效国家标准

3457项、行业标准为8824项、地方标准为37 99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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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为5551项，标准数量增长迅速。但是，部

分环节、部分领域依然存在标准供给结构失衡的问

题，高质量标准供给不足、部分标准与产业发展脱

节现状存在，数智农业、生物育种等农业产业领域

标准跟进不及时。同时，从标准有效期（标龄）来

看，目前我国政府颁布的农业标准中标龄超过5年

的标准占比依然超过了65%，农业地方标准中更新

率超过10%的仅有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和江西

省四个省市，有的省市甚至不足1%。

以农机标准为例，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

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追求大型农机的作用，进而

忽略了中小型农机作业标准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

作用，导致南方中小型农机发展缓慢、质量参差不

齐，难以适应当地特色产业发展需要。此外，在节

粮减损方面，2023 年我国食物损耗浪费率约为

22.7%，损耗浪费食物量可满足1.9亿人·年的营养

需要。这与我国粮食全产业链标准发展滞后密切相

关，主要存在家庭储粮不科学、粮库储粮技术标准

执行不到位，部分运输、装卸、适度加工标准缺失

等问题。以低碳农业领域标准为例，当前我国低碳

农业标准达到了5676项，涵盖了绿色农业、生态农

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等领域的基础标准、技术

标准、管理标准和方法标准。但低碳农业标准体系

呈现“橄榄型”的结构形态，中间技术规程类标准

过多、两端基础通用和产后绿色包装、储运类标准

偏少，尤其是涉及农业碳排放、碳汇计量、监测、

评价、认定等方面的低碳农业基础标准和方法标准

严重不足。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体系中的低碳农业

标准仅占3.5%，无法满足我国农业领域“双碳”转

型和绿色产业发展的需求。而在市场主导制定的农

业低碳标准体系中，团体标准占比也不高，低碳农

业领域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格局尚

未形成。

（二）产前、产中、产后标准协同性亟待增强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是一个有机整体，而由于

农业产业“标准链”部分环节存在断链、堵链等问

题，导致“标准链”整体优势没有发挥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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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产

后标准与产前标准之间的脱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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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降低了标准化整体效益，增加了上、中、下游

环节要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以甘蔗标准为例，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从甘蔗

种植到采收再到糖厂，由于各环节标准之间的关联

性不够紧密，导致采用大型甘蔗收割机收割的甘蔗

含杂率高，难以满足糖厂的质量要求，造成种植端

甘蔗损耗严重，影响了蔗农收益。同时，由于农田

的宜机化改造标准缺乏，也使得采收过程中经常出

现甘蔗机器作业效率低下、作业质量不高的问题。

农机与农艺、品种之间标准不畅，糖厂与种植户之

间标准要求不统一等问题突出。比如棉花标准，

《棉花包装》（GB 6975）是棉花包装与物流信息化

标准体系的核心标准。该标准规定了棉包包型尺

寸，主要应用于棉花加工、棉花加工机械、棉花贸

易流通、铁路运输、包装材料研发与生产等各个环

节。然而，作为其配套的打包机械、包装物、包装

机械等推荐性标准，与棉花的包型尺寸和密度紧密

相关《液压棉花打包机》（GB/T 19820—2005）的技

术指标滞后于《棉花包装》（GB 6975）国家标准的

要求，制约了国家标准对棉花包装水平的提升。

（三）标准化的联动障碍依然突出

推进标准有效实施是标准向生产力转化的重要

环节。截至目前，我国现行的有效农业地方标准数

量占政府颁布农业标准总数的75.57%，是乡村产业

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面临主体、信息和

区域间的“链”动障碍。

在主体联动方面，当前我国地方优势特色农产

品产业链利益主体繁多，涉及市场监管、农业农

村、粮食、供销、林业与草原等多个管理部门，从

标准研制到实施评价全过程除了管理部门还涉及农

业行业协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利益主

体，协调难度较大，而大部分地区在此方面尚未建

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尤其缺乏针对不同优势特色农

产品产业链标准的牵头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存在产

前、产中、产后标准脱节问题，产业标准链整体优

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在信息联动方面，当前标准信息共享不充分，

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突出。调研发现，新型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获取数字标准方式较为单一，无法及时

了解最新动态和适时掌握科学生产技术及管理方

法。尽管目前我国主要省份已经建立了地方标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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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共服务平台，但部分省份地方农业标准共享率

依然不高。部分省份农业地方标准获取渠道单一，

缺乏易于阅读和识别的标准化信息媒介及渠道，导

致众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无法及时掌握农业地方标

准动态，产生标准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区域联动方面，不同区域之间标准同质化问

题突出，缺乏区域间标准协同机制，尚未形成优势

特色农产品标准区块链。由于部分省份在农业地方

标准研制过程中过度追求标准数量，且缺乏省域间

协同合作模式，造成部分农业地方标准整体质量偏

低、标准之间内容重复交叉等问题严重，增加了农

业地方标准的管理负担。部分标准之间指标特色不

明显、差异性不显著，丧失了农业地方标准的应有

属性。尤其是对于区域自然环境类似又侧重工厂化

或工程建设的农业技术标准、管理标准、设施设备

标准，存在重复制定现象，缺乏省域间互联互通的

协作机制，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浪费。

四、我国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的总体

方略

（一）以农业产业综合性和复杂性问题为导向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与传统农业标准化的差异

在于二者的关注点不同，前者更关注跨环节、跨部

门、跨领域的综合性、复杂性问题，是以系统理论

为指导开展的成套标准的建设与实施过程；而后者

则在解决全产业链上综合性、复杂性的问题时不太

适应，主要聚焦在单个环节的某一具体问题，并不

考虑上下游各环节标准之间的协同性问题。由于聚

焦的问题属性不同，因此，在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化建设过程中，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就不再像

传统农业标准体系那样“大而全”，而是更注重标

准与产业综合性问题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所应具备的

相应功能。当前，部分主体在开展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化建设过程中依然没有跳出传统思维的束缚，片

面地追求标准数量而非标准质量，更不是根据产业

问题的需求来匹配标准，本质上与传统农业标准化

建设模式并无差异。

（二）以产前、产中、产后标准协同为核心

农业全产业链涵盖农业研发、生产、加工、

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服务等多个环

节和各类主体[35]，这一现实决定了在推进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过程中必须重视标准之间的协同性

问题，上、中、下游标准之间的协同性成为影响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由此，构

建的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各环节标准之间需要密切配合才能实现预期

的标准化效果。一旦某一环节标准缺失抑或某一

环节标准与其上游和下游环节标准存在冲突，则

会明显降低整个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质量。此外，

从全产业链标准的投入产出来看，强化标准之间

的协同性也是实现“1+1>2”效果的内在要求。因

此，在构建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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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好地

满足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需要。

（三）以高质量标准有效供给为前提

在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框架下，包括两对主要

的要素关系：一是从产业发展需要来看，体现在标

准数量和质量的协同关系；二是从产业运行效果来

看，体现在标准化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协同关系。这

两对关系共同维系着产业结构的稳定和持续升级。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高质量标准的需求日益迫

切，单靠传统以数量为主的标准供给模式很难实现

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供给过多，不仅会增加农业

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的负担，同时容易造成企业在选

择标准时无所适从。因此，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除

了对产业各环节标准的完备性有要求外，也需要重

点考虑高质量标准的有效供给和标准结构的优化。

同时，从高质量标准供给对全产业链稳定的目标来

看，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需要处理好农产品供给数

量与农产品供给质量的关系，并非忽略了产品数量

而一味追求质量的提升，更不是放弃产品质量而过

度追求产品数量增长，这是由当前我国14亿人口的

基本需要和农产品结构性矛盾决定的。

（四）以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为保障

我国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的利益相关主体，既

包括小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也包括农民合

作社和农业企业，以及各级相关政府组织、行业组

织、生产服务商和消费者等，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体

系。其中，政府与市场是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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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的两大主体，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了标准

化引导和推动作用，市场主体则发挥了标准化产业

创新与技术升级的作用，而这与我国当前标准化制

度文件中提到的政府主导与市场自主并重的标准结

构密切相关。由于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涉及农产品

安全的问题，加之当前农业领域相关主体标准化意

识薄弱，因此，与之相关联的农资投入、农机安

全、节粮减损等基础标准，都需要政府的参与来保

证其公共价值。同时，在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中

还包括大量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有赖

于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参与和共同实施。标准化工

作也需要行业协会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加强宣传和

教育，提高公众对标准化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五、我国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转型的实施

路径

（一）着力提升高质量标准的有效供给

聚焦种业技术、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

术、农机装备技术等领域，推进先进农业科技成果

向标准转化，进一步优化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结

构，着力提升各环节高质量标准的有效占比，实施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的提质增效升级工程，打造一批

农业领域被大家熟知并具有持久活力和韧性的“黄

金标准”。

构建以优良品种为导向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完善全谷物标准、节粮减损标准、耕地质量保护与

监测标准、良种良法标准、农机农艺结合标准、农

业灾害应急保障标准、中小型农机装备标准、适度

加工标准等。加快制定碳排放、碳汇计量标准以及

农业重点碳汇区及排放区监测、评价、认定的标

准，为统计计算全国农业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

同经营主体的碳排放数据、碳中和指数和不同农业

区域碳汇等级确定提供必要的标准支撑。

完善标准制定后的实施效果持续跟踪、考核评

估制度、适时更新机制，定期开展农业标准的监督

与抽查。同时，建立标准激励机制和标准退出机

制，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领域“黄金标准”的评

选和宣传推介力度。另一方面，对制约产业技术发

展的“问题标准”和“老旧标准”，及时开展标准

更新和改造，并针对一定时期内标准实施效果不理

想的标准建立退出制度。

（二）推进全产业链标准的协同化治理

加强标准化主管部门的综合协调，按照政府公

共管理要求和农业产业发展需要两大类，开展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的系统梳理和清理整合，打造以产品

为主线和不同功能板块的农业全产业链标准综合

体，提升产前、产中、产后等农业各环节标准之间

的协同性。重点攻关一批衔接农业产业上下游各环

节的“节点标准”，从农业产业链条终端出发，围

绕农业领域的优势特色产品或服务产业需求，自下

而上查找现有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断点、堵点和痛

点，协同攻关一批衔接上下游的“节点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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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产业链标准“1+1>2”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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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好技术、好标准、好产

品、好市场之间无缝衔接。

（三）创新地方标准“互联互通”机制

积极建立和推进农业地方标准的“链长制”。

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县域、市域、省域优势特色农产

品的“链长制”，实施“一地一品、一品一链、一

链一长”的标准化制度，配套完善地方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全国性农业地方标

准化经验交流会。对于区域间自然环境差异不大、

种植养殖技术基本相同、农业产业化水平总体相当

的省份，鼓励完善地方农业标准间的互认制度，建

立健全互联互通机制，开展重复性地方标准清理整

合，降低省域之间地方标准趋同性。鼓励各省份建

立以优势特色农产品为主线的全产业链标准数据

库，汇集地方性优势特色农产品标准，积极开展标

准关键指标提取，推动标准上线，形成易于阅读、

便于推介的操作手册，通过手机客户端等多种媒介

进行推介。

（四）强化标准实施机制创新和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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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持和培育一批具有在技术方面认可度高、普适性价

值强的标准化技术推广服务组织，通过“技术化+

标准化+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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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标准普及率并通过标准辐射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创新标准化形式和方法，激发农村各类主体参与乡

村产业标准化行动。开展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理论

知识和典型案例的系统化宣传和培训，建立职业农

民的标准化培训机制，纠正农业产业相关政府部

门、生产经营主体对全产业链标准化的认识。强化

标准实施效果的跟踪和考核机制，将标准制定后良

好操作规范的编制和实施推广工作纳入标准起草

“负责人”终身考核体系并定期开展标准质量测评

和标准满意度测评，实现“一标一人，一人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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