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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现状的描述，分析了当前制约中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因素，借

鉴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法律措施，提出了中国未来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路径及相关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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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食

品质量安全也引起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高度重视。
蔬菜作为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之一，其质量安全问

题不仅涉及到消费者的健康，影响到消费者对于经

济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期，而且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民

收入的增加及我国蔬菜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而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不能与国际接轨。
因此，加强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立法，是有效提高我

国人民生活质量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及实施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

1 影响我国蔬菜质量安全的因素分析

1. 1 源头

针对蔬菜中 3 类主要有害化学因素( 农药、重
金属和硝酸盐) 而言，引起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风

险环节是源头。工业“三废”的不合理排放和农药

的滥用，生产基地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等环境问题

都是在源头环节造成蔬菜重大污染的原因。除农

民使用生产资料的不科学，蔬菜投入品包括各种农

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的用量不合理、产品质量

不合格是导致蔬菜源头污染严重的又一根本原因，

另外，蔬菜生长期短、肥水要求高、病虫害多、病虫

种类发展迅速、防治难度大的生产特点及其上市鲜

活性要求高、货架期短的产品特点，使蔬菜在农产

品中的食用安全隐患大，安全管理控制难度增加。
1. 2 生产

我国目前 80%的菜区生产的主要特点是采取

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加上现有管理政策的缺

乏，使我国现有蔬菜安全管理措施有效性差、成本

高。我国蔬菜产品中发现的农药残留，大都因菜农

文化素质不高，用药错误造成的。
1. 3 加工

我国蔬菜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

生产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生产的产品类

型和产品卫生质量都难以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

求。总之，现实中蔬菜生产加工技术很难满足安全

蔬菜产业发展的要求。
1. 4 流通

蔬菜产品流通领域是指蔬菜从生产者到消费

者所经过的包括中间商、运输、贮存等在内的所有

环节。我国蔬菜流通渠道的特点是: 流通渠道多，

流通规模小，流通路线有长有短，市场准入门槛低，

参加流通的人员复杂及流动性强等特点。蔬菜流

通的这些特点不仅经常造成蔬菜生物性和化学性

的污染，也不利于市场信息传递和质量的监控，导

致流通效率低。
1. 5 监管措施

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在我国刚刚起步，蔬菜安全

管理体系上更是存在售前行为检查不足，蔬菜进入

市场后的监管部门过多、措施不力，运输中的安全

管理成真空地带的状况，蔬菜质量安全管理达到

“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还是一纸空谈。
1. 6 风险性评价资料缺乏

当前我国缺乏食源性危害的系统监测与评价

资料。蔬菜中的农药残留以及生物毒素等的污染

状况尚缺乏系统监测资料，一些对健康危害大而贸

易中又十分敏感的污染物的污染状况尚不清楚，尚

缺乏定点主动监测网络。而国际上，在化学污染方

01

产业论坛
CHANYE
LUNTAN 中国果菜│2010 年 6 月第 6 期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35064?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面，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等就已启动

了“全球环境监测规划、食品污染与监测项目”。
一些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固定的监测网络和比较齐

全的食品监测数据。
1. 7 法律法规的强制力不足

法律、法规和标准是蔬菜产品安全的重要保

证。当前我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主要依据 2006 年

11 月开始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其配套法

规，但该法是对农产品生产经营的某些主体、某个

环节进行规定，依然未对产品的标准要求、问题产

品追溯的实施主体及监管部门责任等进行明确的

划分。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存在着法规不全、
多为部门法而缺少高位阶法、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和

冲突、法律条文早已过时跟不上国内国际形势的发

展、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2 依法完善中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的路径

与对策措施

2. 1 树立全程依法管理理念，建立蔬菜质量安全

责任与产品问题追溯机制

当前我国蔬菜质量安全管理应树立“从农田

到餐桌”全过程依法管理的理念，将重点放在源头

管理上，并逐步建立起蔬菜质量安全责任与产品追

溯的法律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监管责任，依

法落实生产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按照属地管理

的原则，加强蔬菜生产基地监管，积极开展农药销

售检查，加强农药监管，对违法销售违禁农药行为

要依法进行整改和查处，并查清来源，严厉打击违

法销售和购买禁用农药的行为，禁止高毒高残留农

药在蔬菜基地范围内销售和使用

2. 2 制定与完善蔬菜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促

使蔬菜安全管理法制化

我国的国情决定靠小农户自觉遵守各项标准、
法律、法规，并主动将其产品接受检验、检测显然是

行不通的，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法律

制裁才能有效监管。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管理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为有关农产品质

量安全方面的标准制定及实施、产品的质量检测检

验、产品认证、信息服务等工作的实施提供强有力

的法律保障。为此，在系统收集和比较国内外相关

法规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市场对蔬菜质量安全

的要求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加快制定

和修改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制定《蔬菜

产品安全质量法》或《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

例》，解决现行各法规之间的矛盾，对蔬菜从生产、
加工、流通、销售各个环节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依

法规范，以达到蔬菜安全管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2. 3 健全与完善蔬菜标准化体系与蔬菜质量监测

机构

广义的蔬菜标准化生产，就是蔬菜生产产前、
产中、产后，以及包装、加工、经营、销售等活动，以

安全、优质、环保为原则，严格按照国际、国内标准，

进行全程控制。而当前，标准化工作的首要任务应

是建立完善的标准化体系。鉴于目前存在的标准

滞后、与国际对接程度不高等实际问题，在健全完

善已制定的《农业投入品合理使用标准》、《农药残

留检测标准》等相关标准外，应依法统一制定与国

际接轨的《蔬菜安全生产技术规程》、《蔬菜产品检

测标准》等，同时制定包括蔬菜种苗、农资质量、蔬
菜生产环境、采收、储运、加工等在内的标准要求，

该标准要先进实用并与国际接轨。在蔬菜质量安

全监测机构建设上，应当以农业部下发的《农业部

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的意见》，

充分利用现有机构，整合现有资源，建立完善国家、
省、县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机构，做到层次分

明，分工明确、工作高效、体系完整。
2. 4 建立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

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有两个途径: 一是

按食品链从前往后进行跟踪即从生产基地、批发

商、运输商( 加工商) 到销售商，这种方法主要用于

查找质量安全问题的原因和出现环节; 另一种是按

食品链从后往前进行追溯，也就是消费者在销售点

购买的农产品发现了质量安全问题，可以向前层层

进行追溯，最终确定问题所在，这种方法主要用于

问题农产品的召回和责任的追溯。现阶段，我国应

要求生产经营者须对生产、经营蔬菜的质量安全承

担责任，对其提供的蔬菜出具追溯凭证，附相应产

地、产品合格、经营者信息。蔬菜生产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化蔬菜种植大户要建立生产

档案，记载使用农业投入品名称、来源、用法、用量

和使用、停用日期，病虫草害发生和防治情况，收获

日期等信息，以达到“可追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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