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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的变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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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 的发展历程。以水果与蔬菜标准为例，对比了第二版与第三版之间的变化和差异。与第二

版相比，第三版认证产品范围扩大，结构上更合理，内容更加丰富，方便用户开展认证。

关键词：/0123(-.，()*+,) (-.，农产品质量安全

$%& ’%()*& ()+ +&,&-./0&)1 .2 1%& 3-.4(-356
!"# $%&’!，& ，(" )*+&4,+-!，& ，./01 )*+&’42-3!，&，45/6 7-4&-&’!，&，!

（!"567108 9282,1:; <=8767072，>*07;?287 @=6A21867B，5;*=CD6=C #$$%!&，5;6=,；

&"E;2 F,76*=,) 52=721 *G 567108 /=C6=2216=C E2:;=*)*CB，5;*=CD6=C #$$%!&，5;6=,）

54718(’1：!"# $#%#&’()#*+ (,’-#.. ’/ 0&’12&034 52. 1,6#/ 6*+,’$7-#$，2*$ +28# /,76+. 2*$ %#9#+21&#. .+2*$2,$.
6* 0&’12& 034 /’, 6*.+2*-#.，+"# -"2*9#. 2*$ $6//#,#*-#. 1#+5##* 0&’12&034 #$6+6’* &"! 2*$ +"# #$6+6’* H"$ 5#,#
2*2&:.#$ 2*$ $6.-7..#$"
9&: ;.8+7：;7,#(034；0&’12&034；/2,) (,’$7-+ <72&6+: 2*$ .2/#+:
中图分类号：E>&$!"I’ ’ ’ ’ 文献标识码：-’ ’ ’ ’ 文 章 编 号：!$$&4$H$I（&$$J）$H4$H#&4$H

收稿日期：&$$K4$%4$H’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薛杨（!J%%4），女，硕士，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

安全研究。

基金项目：农业部“质量控制 J#K”项目资助；国家科技支撑资助项目

（&$$IL-M&&L$H4$#，&$$%L-M#%L$%）；农业部现代农业技

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

’ ’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原名欧洲良好

农业规 范（ /0123(-.），由 欧 洲 零 售 商 行 业 协 会

（/@9/.）于 !JJ% 年组织编制完成。/0123(-. 是一

套针对初级农产品生产的操作规范。它以农产品生

产过程质量控制为核心，以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N-55.）为基础，同时鼓励减少农用化学品和药品

的使用，关注动物福利，环境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

员工健康、安全和福利，是保证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

规范体系和农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与认证体系。

它的出现正好迎合了欧洲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环境保护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期望，因此

很快得到认同并迅速发展起来。&$$# 年欧洲零售商

将其作为采购农产品的评价标准，凡是进入欧洲大

型超市的农产品，必须通过 /0123(-. 认证，因此它

成为了国外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绿色壁垒”。随

后，世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中国和泰国等，也纷

纷参照 /0123(-.，制定适用于本国的良好农业规

范，并争取相互间认可，共同促进了 (-. 的发展［!］。

"!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的发展历程
!JJ% 年，欧洲零售商组织制定了欧洲良好农业

规范（/0123(-.），其目的在于促进良好农业操作，确

保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它是通过第三方的检查认

证和统一的标准来协调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分销商

和零售商的生产、储藏和管理，从根本上降低农业生

产中食品安全的风险［&，H］。

&$$! 年，确定 O**P .)08 为该标准的法定所有者

和秘书处，通过其技术和标准委员会进行标准的制

定、修改、完善。凡是基于 /0123(-. 标准进行认证

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必须得到 O**P .)08 的授权。截至

&$$Q 年 Q 月，全球有 K$ 个认证机构获得 /0123(-.
认证权。

&$$# 年，欧洲批发商应零售商组织的要求，只接

受经欧洲良好农业操作规范认证的产品，至此它成

为了农产品进入欧洲大型超市的“ 门票”。从 &$$Q
年 % 月起，/0123(-. 三十一个零售商成员（ 代表着

欧洲三十一家连锁超市集团）强制执行该标准。目

前通过 ()*+,) (-. 认证的生产企业已达到 K$$$$ 多

家，还有 K$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者希望通过该项

标准的认证［!］。

鉴于良好农业规范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经零售商和供应商的同意，于 &$$% 年 J 月召开的欧

洲良好农业规范第八次年会上确定将 /0123(-. 更

名为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并在原有的基

础上改版，由第三版取代第二版，同时还确立了与中

国、智利、肯尼亚、墨西哥、日本等国 (-. 的相互认可

计划。

#!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3-.4(-356）的结构

组成
()*+,)(-. 标准由综合农场保证（ <O-）、植物繁



!"!##

殖材料（ !"#）和混合饲料（$"#）% 个技术规范组成，

适用于植物、畜牧、水产、育种材料、饲料等不同种类

的产 品。每 个 技 术 规 范 包 括 相 应 的 通 则（&’(’)*+
,’-.+*/01(2）、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3$$）和检查表

（$4’56+02/）% 个部分。其中“ 综合农场保证”是内容

最多的技术规范，它由若干模块组成，分别是基础模

块“农场基础”和在基础模块下分类的“ 作物基础”、

“畜禽基础”、“水产基础”% 大模块，以及在这 % 个大

模块下进一步按种类细化分类的 78 个小的农产品

模块。其中“ 作物基础”模块下分成了“ 水果与蔬

菜”、“花卉与观赏植物”、“ 咖啡”等 8 个小模块；“ 畜

禽基础”模块下分成了“ 牛、羊”、“ 奶牛”、“ 猪”等 9
个模块；“水产基础”模块下分成了“ 鲑鱼”、“ 鲢鱼”、

“虾”等 9 个模块。生产者根据产品的种类选择相应

的模块进行认证，例如，需认证的产品是柑桔时，柑

桔属果蔬类，该认证标准应由三个模块组成，即：“农

场基础 : 作物基础 : 水果与蔬菜”［;］。

!" #$%&’$#() 新旧版本的对比
通过结构性修订，;<<8 年形成了全新的 =%>< 版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新版在修订时内容上寻求全球

的支持，在理念上寻求全球的认同，在管理原则上充

分运用了全球认同的风险分析的理论与风险评估的

方法。具体对比分析如下：

!*+" 结构上的改变

与 ?.)’@&A3 第二版（=;>7）相比，=%>< 在结构上

作了较大调整。=;>7 分为“ 综合农场保证（ !"A）”、

“综合水产养殖保证（ !AA）”、“ 花卉和咖啡”B 个技

术规范，而 =%>< 将后面 % 类技术规范全部合并到了

综合农场保证技术规范中，另外增加了“植物繁殖材

料”和“混合饲料”两个技术规范（见图 7）。

图 7C &+1D*+&A3 第三版与 ?.)’@&A3 第二版的结构比较

!*," 内容上的变化———以蔬菜与水果标准为例

蔬菜与水果标准是 &+1D*+&A3 最早发布的标准

之一。;<<7 年 首 次 发 布，;<<B 年 更 新 为 第 二 版

（=;>7），;<<8 年 更 新 为 第 三 版（ =%>< ），相 较 于

?.)’@&A3 的其它标准，更为完善和成熟［% E 9］。

=%>< 有 ;%F 个控制点，较 =;>7 版增加了 7G 个控

制点，控制点分布情况与 =;>7 版的相似，内容变化不

大。但是控制点的要求普遍提高，在“工人的健康安

全和福利”、“ 收获”与“ 产品处理”三个部分作了较

大调整和修订。其中，“ 工人的健康安全和福利”在

=;>7 中共有 ;B 个控制点，在 =%>< 中将控制点合并

成了 ;; 个，同时控制点水平大部分被提高；“ 收获”

=;>7 中共有 G 个控制点，而在 =%>< 中增加到了 78
个控制点。仅在产品包装卫生控制方面就增加了 9

个控制点；“产品处理”=;>7 中共有 %; 个控制点，在

=%>< 中共有 BF 个控制点，较前一版增加了 7B 个控

制点。增加的控制点主要集中在“个人卫生”，“卫生

设备”和“质量控制”等三个方面，增加的内容主要与

防止外来污染物的进入，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有关。

在整个“水果与蔬菜”标准中，“ 作物保护”占有

主导地位，这体现了欧洲市场对农药使用的敏感及

其残留控制的严格要求，如 =;>7 中“作物保护”部分

约占所有控制点的 %<H。=%>< 中将“ 作物保护”更

名为“植物保护产品”，在控制点设置上，增加了 % 个

关于对农药再次使用的监控以及生产者保存购买植

物保护产品发票等方面的要求。这既有利于控制化

学药品的来源，也利于农产品的追溯，由此，生产者

可转移部分因使用植物保护产品而承担的风险。

通过以上对新旧版本的对比分析，新版标准具

有以下特点：

*>新版在结构上更加合理，增强了认证过程的可

操作性。如同一农场同时申请茶叶和水果认证时，

如果是 =;>7 则需要遵循茶和综合农场两个技术规

范，而 =%>< 只需在“综合农场保证”技术规范中选择

“农场基础”、“作物基础”、“茶”和“水果与蔬菜”等

四个模块组合后进行认证。这对于生产者来说，在

不影响认证结果的情况下，既可避免重复审核，减少

工作量，同时也降低了认证成本。

D> 新 版 认 证 的 农 产 品 种 类 更 加 多 样 化。

?.)’@&A3 标准最初仅针对直接进入零售市场的农

产品，但经过十年的发展，标准的认证范围不断扩

大，种类不断增加，不仅仅局限于进入零售市场的农

产品，现有的新标准中加入了“植物繁殖材料”和“混

合饲料”两个技术规范，这都属于农业投入品的生

产。由此可以预见，&+1D*+&A3 &A3 的农产品认证范

围还将继续扩大。

5> 新 版 关 注 的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更 为 广 泛。

?.)’@&A3 从制定初期就体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

感，在旧版中有很多控制点涉及到人类的健康与安

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问题，其中农药污染问题

是 ?.)’@&A3 标准最主要的侧重点。从“ 蔬菜与水

果”标准的内容修订上可以看出，&+1D*+&A3 仍然侧

重于农药污染问题，但新标准对近几年国际上较为

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也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如近几

年食品中的异物污染事件在国际上时有发生，给生

产者、供应商、零售商造成极大的损失，同时也严重

影响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信心。因此，增加了食品

中异物污染风险控制力度，对产品处理环节以及包

装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

I>新版充分体现了风险分析的原则，提出了风险

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要求。在总则（ &+1D*+&A3 !"A
&, = %><J7）中明确了风险、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

险管理和风险沟通的定义。在控制点和符合性标准

的条文中所提出的控制点和符合性标准要求的数

量、详略及重要性分级均以风险评估为基础，充分体

现了风险评估的最新成果；无论是所有农场基础模

块，还是各个子模块，均在具体的条款多次提出了风

险评估的要求，并且要求农业生产者按照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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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策划和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规范中要求农

业生产者发生食品安全风险时要主动与认证机构和

!"#$%"!&’ 管理机构沟通。

!" 结论
!"#$%"!&’ 从制定到发展成为得到全球 () 多个

国家认可的标准，仅仅短短的十年时间，其间更替了

三个版本，从最初发布水果与蔬菜标准，逐渐扩展到

观赏植物、综合水产、畜禽以及混合饲料等。之所以

*+,-.!&’ 能发展如此迅速，首先是其反映了世界农

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和技术水平；其次，标准能

根据国际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态势，以及发达

国家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法规及其体系的变

化，及时做出调整和修订，可操作性强，顺应了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11］。

中国 良 好 农 业 规 范 的 建 立 和 发 展 借 鉴 了

*+,-.!&’ 标准。但由于中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生

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且差距大，因此 2345&
!&’ 标准不仅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同时更应适

应本国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以增强标准推广实

施的可操作性。另外，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以及国

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法规及政策的变化，应及

时修订和更新标准［/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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