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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食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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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绿色的呼唤和绿色市场的出现

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
,

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

时
,

关心其活动的环境效果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传

统的生产与环境保护隔离开的经营模式
,

接受了持续发

展的思想
,

开始了现代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的

研究
。

 年有机农业国联盟 在德国成立
,

组织生产
,

监测无污染
、

无公害的生态食品
,

掀起了席

卷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绿色风 云
。

经过十几年的启蒙
、

引

导和论争
,

这场运动所推崇的思想
、

观念和 见解
,

被世

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承认
。

到 年代末期
,

经过十几

年孕育的
“

绿色市场
”

终于在欧洲出现
,

并且这股
“

绿色

消费浪潮
”

迅速发展
,

使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和企业界都受到强劲冲击
。

到 年
,

已经发

展 了 多个成员组织
,

分布在世界 多个国家和地

区
,

拥有生态食品生产企业 。。家
。 ‘

所谓
“
绿色市场

”
是以销售

“

绿色产品
”

为宗旨的市

场 而所谓
“
绿色产品

”
则是指那些在生产与使用过程中

都不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产品
。

它包括健康
、

无污染的食

品和高效
、

低耗
、

不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的各类生产

和生活用品
。

手段上
。

在香港
,

早在 年
,

一家超级市场联营集团

就推出一种可自动分解消融的可称作绿色产品的载物

袋
,

它可以在消费者用完丢弃后 自行分解
,

回归自然
,

对生态环境不构成任何危害
。

在我国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食品的

消费也正逐步升格
,

消费者对食品在营养
、

卫生
、

安全

保障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因此
,

无有害物质残留
,

或

残留在安全标准以 内的无公害食品的开发
,

已经成为我

国工农业生产和食品工业的必然趋向
。

农业部及时把握

了国际市场食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信息和 国 内对食品需

求的动态
,

年率先推出了
“
绿色食品工程

” ,

亚运会

期间共推出 多种绿色食品
,

不仅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

而且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掀开了我国

绿色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

绿色产品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随着
“

绿色消费浪潮
”

的涌入
,

世界各国都开始研究

并开发绿色产品
,

公民的环境意识迅速提高
,

甚至在家

庭主妇的行为中
,

都已意识到个人的生活与环境的密切

关系
。

在英国
,

有 的消费者在购物时关心和询 间是

否是绿色产品 德国
、

法国和美国
,

绿色产品是消费市

场上的热点
,

许多消费者都愿以高出数倍的价格购买绿

色产品
,

以避免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带来的伤害 法国

已研制出
“

绿色汽车
”
日本从 年夏天起在东京各

百货商店和超级市场开辟
“

生态角
”

、 “

生态柜台
” ,

专门

销售绿色产品 随着经济超级大国和世界效率最高制造

商形象的确立
,

日本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也形成热潮
。

在绿色市场的冲击下
,

为了不至于失去 已经占领的西方

市场
,

日本许多企业已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净化工业生产

我国
“

绿色食品工程
”
的发展现状

绿色食品是无污染的安全
、

有营养的优质食品
,

它

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必然产物
,

也是我国经济迅速发

展的必然产物
。

它的真实含义在于它具有一般只强调安

全标准的
“

无公害
”

或
“

无污染
”

食品所不具备的特征
,

即
“

安全和营养
”
双重质量保证

, “
环境与经济

”

双重效益
。

绿色食品的基本特征是 原料产地必须具备良好的生态

环境
,

即各种有害物的残留水平符合国家规定的允许标

准 原料作物的栽培管理必须遵循一定的技术操作规

程
,

化肥
、

农药
、

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的使用
,

必须严格

遵循国家制定的安全使用标准 其生产
、

加工
、

包装
、

储运和销售等程序
,

也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要求

其最终产品必须经国家有关食品监测中心
,

按国家食品

卫生标准检验合格才能出售
。

依上述指标和程序生产的

食品就是绿色食品
,

作为商品流通渠道上的
“

绿色食品
”

有专门设计标志
,

包装装演
,

为确保质量
,

还要经常接

受监测和定期的检测
。

绿色食品是农业科学
、

畜牧科学
、

环境保护科学
、

营养科学
、

食品卫生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

绿色食品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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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融科研
、

原料生产
、

加工包装
、

技术检测
、

储运销售

等各个环节为一体
,

是横跨多部门
、

多行业
、

多学科的

系统工程
。

开发绿色食品是人类向前进化的一个标志
,

是全民

族环保意识进一步提高的体现
。

它不 仅有利于 人民健

康
,

提高人 口素质
,

而且还可以加快我国农业外向型经

济发展的步伐
,

逐步改变我国农业和食品工业的传统格

局
。

同时
,

还将带动生态环境的优化
,

耕作技术和施肥

制度的改进
,

以及优 良品种和生物农药的研制使用
,

推

动整个农业现代化进程
,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

调共进
。

另外
,

通过绿色食品 的严格监督和检测
,

可以

促进企业调整产业结构
,

不断开发新产品
,

改善质量
,

提高档次
,

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

推动我

国农业和食品工业向外向型经营模式的转变和发展
。

我国的绿色食品事业
,

从萌芽
、

起步到发展至今
,

仅有 年
。

在这短短 的 年时间里
,

发展非常迅速
,

现

在已有 多家企业生产 一 种 产品
。

农业部门

已初步制定了绿色食品工程 实施所必需的技术标准和

行政法规
,

完善了绿色食品申报审批程序
,

指定了专门

开发绿色食品的机构
,

初步建成了以
“

中国农 垦北方食

品监测中心
” 、 “

农业部环境保护监测 中心
”

为核心的绿

色食品监测体系
。

在市场开发方面
,

农业部农 垦系统已

在全 国主要大城市建立 了绿色食品服务中心 和绿色 食

品商店
。

目前
,

北京绿色食品商店
,

绿色食品上海服务

中心
,

广东农垦绿色食品南方服务中心 已正式成立
。

总

之
,

农业部门在绿色食品生产开发
、

质量监 督
、

市场 开

发
,

以及基地建设
,

标准制度
,

监测检验手段
,

申报程

序等各个环节和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可喜

的成果
,

促进了产 品质量的提高
。

但是
,

由于我国的绿

色食品是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的新型开发性产品
,

较国际

上发达 国家所提倡的有机食品
,

从概念到含 义都存在许

多差异
,

较其高标准的有机食品和生态食品的生产和开

发
,

还有一定差距
。

今后的绿色食品生产
,

还要注意 国

际规则
,

要逐步向国际 标准看齐
。

这样
,

才容易得到 国

际上的承认和接受
,

有 利于外贸出 口创汇
。

中
,

它 已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

据农业部门检测
,

北京

市东北 旺农场
,

由于采用了绿色食品工程规定的生产管

理程序
,

加强了监督检验
,

蔬菜中农药残 留超标率由

下降到 。
,

远低 于蔬菜中农药残 留超标率为

的美国佛罗里达州
。

目前
,

我国市场上 出售的绿

色食品
,

全都达到 了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

而且取得 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一些产品 已走出国门
,

参

与了国际市场竞争
。

随着绿色食品的普及发展
,

我国的绿色产业也迅速

崛起
,

绿色标志
,

环境标志
,

环保产业迅速发展
,

在调

整产业结构
,

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但就 目前

的绿色产品开发研究还只是起步阶段
,

不仅需要政府部

门的宏观调控和集中管理
,

还需要企业和科研部门的协

调配合
,

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和扶持
,

只有这样
,

我国的绿色产品开发
,

才有可能冲出农业部门和食品工

业的绿色食品范围
,

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
,

把绿色食品市场扩展为绿色产品市场
,

加强环境保护部

门的宏观管理
,

加强农业部门与环境保护部门的多方面

协作
,

促进绿色产业和环境产业的发展
。

在具体工作

中
,

不仅要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过程和环境的控制管理
,

使之尽快与国际高标准有机食品和生态食品接轨
,

同

时
,

还要在企业中净化工业生产手段
,

推行清洁工艺
,

节约能源
,

生产 出更多的无污染
,

不破坏环境的绿色产

口
口口

。

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
,

绿色产品将深入 每个家庭
,

环境意识也将融入社会成员的生活
。

届时
,

环境保护将

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
,

人们将在其共有的家园中安居乐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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