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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第 4期）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 

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生产“三品一标” 

关系探究研究（选摘） 

2022 年 1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

行动实现良好开局》，要求紧紧围绕破解“耕地”和“种子”两

个“要害”，促进农业生产方式深刻变革。 

一、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内涵与关系 

（一）农业生产“三品一标”的内涵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是将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生产进行系统集成，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

环节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推动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

对接。 

（二）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 

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可以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向全要素保护、全区域修复、全链条供给、全方位支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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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

生态化。 

二、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推动农业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 

“品种培优”重点是“四个一批”，即发掘一批优异种质资

源、提纯复壮一批地方特色品种、选育一批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

和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标准化生产”要求强化全过程质量

安全控制，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建立起与中国农业和农村

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

系和认证认可体系，在农业生产中控制化肥投入量，减少化学农

药用量，推进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提高肥料和农药利

用效率。 

（二）促进农业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品种培优”保障绿色要素供给，可从源头上引导生产方式

绿色转型。“品质提升”要求推广绿色投入品和绿色生产技术模

式，加快治理修复，提高土壤地力，净化农业产地环境。“品牌

打造”可以倒逼生产者以绿色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标准化生产”

要求加快对关键环节标准的制修订，逐步建成布局合理、指标科

学、协调配套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三）改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 

“品种培优”，通过培育抗病虫害新品种，减少农药使用，

为农业生物多样性改善奠定基础。“品质提升”为创造农业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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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提供支撑。“品牌”

是衡量农产品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满足人们“吃饱”“吃好”

的要求。“农业标准化生产”要求大力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战略，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强化生态产品供给服

务功能；要求推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促进农业绿色生态

系统形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带动农业绿色发展。 

（四）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品种培优”培育高产优质多抗品种，会降低“劣质品”在

种子市场的份额。农产品“品质提升”使“优质优价”成为可能。

“品牌打造”能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各领域推进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能推动全产业链标准科学布局和协同应用，

促进标准和产业深度融合，优化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链质量，

同时能引导农业生产行为，降低生产成本，净化要素市场，降低

市场风险。 

三、国外经验对我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启示 

（一）管理机构专业化。对农产品开展全程管理，一是从农

业投入品开始，对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二是管理机

构精炼，实行专业化管理。 

（二）标准制定规范化。发达国家在农业标准化方面有健全

的法律体系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全过程管理，有比较严密的农产品

标准管理体系。在标准的实施层面，各国均以现有标准法规为依

据和手段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管理，不断推进标准体系的更新。 



 

 — 4 —  

（三）农产品生产全过程标准化。首先，对农产品生产环境

实施标准化，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其次，农业生产过程与工艺

的标准化，遵守有关食品安全和质量保证标准。最后，农产品质

量的标准化。农产品生产过程标准化主要注重产前、产中标准，

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则主要注重产后标准。 

（四）质量认证体系严格化。国际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行

全过程控制，有生产管理和控制体系及相应的体系认证，特点有

农产品认证的法律法规健全；农产品认证多元化；大多认证模式

和食品安全项目由行业组织（协会）或大集团（公司）发起；认

证注重生产过程控制的评定和确认等。 

（五）监督手段多样化。发达国家建立有完善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体系，检测机构服务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要，向本

国政府、企业和农场主提供国际上有关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

信息，使本国农产品生产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六）参与主体多元化。尽可能避免信息不对称，发达国家

通过透明的农产品标准化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流程，将农产品标

准化水平置于公众眼下，公众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了解农产品质

量，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认证流程和标识标志。 

四、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良种先行，激活农业绿色发展芯片 

从产业链源头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以品种培优引领促进农业

绿色发展。一是在农作物、畜禽、水产领域培育一批高产优质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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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性品种；发掘一批优异种质资源、提纯复壮一批地方特色品种；

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二是推进以种业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扩

大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比例改革试点范围，推进科企深度融合；组

建各级品种研发创新团队，给予定向、长期、稳定支持；加快选

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突破性优良品种。三是加快科研育种

创新基地建设，加快形成完善的农作物及畜禽品种区域试验体系，

同时扶持种业公司或龙头企业作为“育繁推”一体化试点。 

（二）品质监管，全程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加强品质监管，保障农业生产全链条绿色生产，实现品质提

升，以品质提升助推农业绿色发展。一是加快优质农产品生态体

系建设。构建公平竞争的优质优价市场机制，推动优质农产品生

态体系建设。二是加强农业监测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查、

农业监测体系、市场准入、产地追溯、产品标识、发布信息五项

监管制度是加强农产品品质监管的主要基础。 

（三）打造品牌，擦亮绿色农产品金字招牌 

全面推进品牌强农兴农战略，一是培育品牌做大增量。因地

制宜，聚焦各地主导产业，统筹推进农产品品牌培育，加快培育

各类农业品牌创建主体。打造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品牌体系。二是加强品牌管理。以农业品牌工作管理办法

制定为契机，完善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建立农业品牌评价体

系，严格执行准入准出标准，加强常态化督导；加大对品牌造假

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三是品牌营销方面。挖掘农产品内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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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素，塑造品牌核心价值，推进品牌建设与农业文化遗产、民

间技艺等深度融合；多渠道进行品牌营销，创新农产品营销渠道。 

（四）标准规范，建立绿色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建立绿色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健全农业生产标准体系，助推

农业绿色发展。一是要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现代

农业标准体系，做到有标可依。二是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

结合，在生产端加快对关键环节标准的制修订，在产品端强化标

准化管理，根据不同农产品的品质需求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标准。

三是推动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大户率先实现标准

化生产。四是构建农产品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及相关标准综合体，

形成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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