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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作

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完

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

本研究报告阐述了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的意义及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初步勾画了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框架，

并提出了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的重要意义

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对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各项

工作全面纳入标准化轨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和落实二十大报告精神的自觉行动；

二是撬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

三是强化农业绿色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快速转化为生产

力的有效途径；四是加快农业机械数字化、智能装备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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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障；五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手段。

二、国内外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1.国内相关标准化现状及趋势

一是取得的成就。十八大以来，我国强化以农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监督检验标准、质量认证等体系建设，制修订农

兽药残留限量及检测方法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达到 13028项，

现行农业农村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5956 项，为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国际贸易接轨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初步形成

了一些农业绿色发展技术标准。

二是存在的问题。尚未系统建立完整的、全领域、全覆

盖的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农业绿色发展标准研究制定缺

乏整体规划；重点技术标准研制能力薄弱，定性标准偏多、

定量标准偏少，新技术新模式转化为标准推广应用的动力不

足，制约着农业全产业链全面绿色化转型。

三是发展需求和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

标准化建设纲要》也明确要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多层次的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农业绿色投入品、智能农机装

备、化肥农药减施增效、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突破，为破解当前农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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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紧、环境问题突出、生态系统退化等重大瓶颈问题提供了

技术支撑。农业生产机械的智能化，以及生物技术等农业生

产科技成果相融合，推动了农业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

生产方式的变革，亟需构建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的标准体系和

制度体系，原有农业标准体系已不能支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的需求。

2.国外相关标准化现状及趋势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非常重视标准化工作对可持续

发展的全面支撑，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愿景和目标纳入

《ISO 战略 2030》，并于 2022 年底完成智慧农业标准制定

推进计划，通过标准提高农业生产力，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欧盟委员会 2019 年在公布的《欧洲绿色协议》中，制定了

详细的路线图和政策框架。而美国正将绿色科技创新成果通

过标准化加以推广。

3.国外相关标准化发展的启示

一是加快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标准化在可持续

发展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研究制定符合我国的全要素、全

链条、多层次的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刻不容缓。二是多学

科多部门协同标准制定。加强多学科、多部门协同联动是农

业可持续发展标准制定工作机制转变的趋势。三是注重科技

创新与标准同步。超前布局农业标准化工作，同步部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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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推广，推动新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十

分必要。

三、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的总体思路和框架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增产增收、资源高效、环境

友好、富裕健康多目标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智

能装备等前沿科技为突破口，以产学研用融合为手段，对农

业生产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制定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增加

标准有效供给，强化标准应用实施与监测评价，以标准化建

设加快推进农业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引领农业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梳理了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文件和已有农业国家、

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基础上，研究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 5

大标准体系框架。

一是农业资源保护利用与质量提升标准子体系。研究制

定耕地资源保护与质量提升标准、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标准、

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标准，为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利用，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标准支撑。

二是农业产地环境保护与治理标准子体系。研究制定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标准、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标准、白色污染

治理标准、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标准、乡村人居环境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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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标准、农业绿色投入品创制与使用标准，为加强农业环

境污染防治，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科学使用农业投入品，

提升农业产地环境保护水平提供标准支撑。

三是农业生态系统养护与修复标准子体系。研究制定农

业温室气体减排标准、农田生态系统修复治理标准、草地农

业生态系统保护治理标准、水生生态保护修复标准、重点流

域农业生态保护综合修复标准、农业生态系统功能评估与保

护补偿标准，为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修复，提升农业生态涵养

功能提供标准支撑。

四是绿色低碳循环农业产业链标准子体系。研究制定和

完善农业绿色低碳循环生产标准、农产品加工绿色转型标准、

农产品绿色供应链标准、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评价与检测标

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标准，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低碳

发展、循环发展，拓展全产业链农业绿色发展空间，加快农

业绿色发展科技自主创新提供标准支撑。

五是农业绿色发展监测与评价标准子体系。 研究制定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耕地质量、农

业水资源、生物资源的农业资源监测与评价标准，农业产地

环境监测与评价标准，农业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标准，农情、

畜禽情、鱼情、农业灾害、农业病虫害等天空地农业绿色生

产监测与预警标准，以及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标准，为开展农

业绿色发展监测与效果评价提供标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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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是提升对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认识。从顶层设计方面

构建全面、系统的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二是完善农业绿

色发展标准的组织建设。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跨

领域之间的协调联动、政策协同和信息共享，协同推进各层

次农业绿色发展标准研制；三是发挥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在

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以标准带动和引领农业科技、产品、

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推广应用；四是尽快形成农业绿色发展标

准化投入机制。建设农业绿色发展长期固定观测监测体系，

开展农业绿色发展标准化示范，强化标准集成应用；五是推

动国际标准化活动合作交流。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标准与国际

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促进制定我国主导的农业绿色发展国际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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