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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国食品安全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证人民健康 ,维

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等密切相关。维护食品安全 ,就是维护生态安全、维护经济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食品数量不足 ,合格率不高 ;二是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高 ,食

物中毒事件增多 ;三是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食品可持续生产能力面临潜在威胁 ;四是食品安全的法律、

法规尚不健全 ,执法与管理力度不够。生态农业是当今社会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具有显著的增产、增收、增

效和环境保护功能 ,对改善和优化农业生态环境、生产健康优质的安全食品具有重大意义。生态农业在解决

当前及今后我国面临的食品数量、质量安全及食品可持续生产能力等方面 ,将发挥着重要与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保障新世纪我国的食品安全 ,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主要措施包括 :提高对生态农业的认识 ;大力普及生

态农业知识 ;全面应用与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加强生态农业的科学研究 ;重视实行生态农业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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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专家不敢吃蔬菜 ,畜牧专家不敢吃肉 ,水产

专家不敢吃鱼。目前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

不能回避的问题。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和质量是食品生产最基本的要求 ,是

关系到人类健康的首要问题 ,然而近年来在世界范围

内却出现了食品安全危机 ,相继发生了几起重大食品

污染事件 ,给人类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引起了人

们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如肆虐欧洲的二　英污

染动物饲料 ,比利时可口可乐污染 ,法国的李斯特菌

污染熟肉罐头 ,日本“O —157”风波以及横扫欧洲许多

国家的疯牛病 ,等等[1] 。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发展 ,

让我们不能安全地站在隔岸观察“邻居家”的“火情”,

何况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也同样不容乐观。近一段时

间 ,我国出口到美国的食品屡遭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

局 (FDA) 扣留或退货 ,主要问题是含杂质或农药残

留、食品添加剂等卫生指标不符合标准 ;同时我国出

口到日本和欧盟一些国家的食品因卫生问题也有被

进口国扣留或退货 ,这些形成了一次次强烈的食品安

全冲击波。它不仅会伤害广大消费者的健康 ,也使商

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使我国的出口食品丧失良好

的信誉 ,国际竞争力大打折扣。我国因致病微生物污

染引发的食源性中毒事件逐年上升 ,中毒和死亡人数

逐年增加 ,蔬菜、粮食、肉类食品的农药和兽药残留、

环境污染和毒素的污染较为突出。这些问题如不及

时加以解决 ,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影响我

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拟在分析我国食品安全的意义及其面临的

主要问题的基础上 ,探讨生态农业在解决我国食品

安全问题中所起的作用 ,并提出发展生态农业、确保

我国食品安全的若干对策和措施 ,供有关方面参考。

1 　确保我国食品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是指利用相应的生产加工技术生

产出的食品在消费者食用或饮用后对身体健康所表

现出的显性或隐性的危害[2 ] 。按食品污染的性质来

分 ,有微生物性污染、化学性污染、放射性污染、寄生

虫污染 ;按食品污染的来源划分有原料污染、加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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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粮食需求蕴藏大商机 ,http :/ / www. nai . edu. cn/ library/ upload/ zjyb204240. pdf . 2005208225

(2)未来中国的粮食消费需求. 人民日报. 2005205225

程污染、包装污染、运输和贮存污染、销售污染 ;按食

品污染发生的情况来划分 ,有一般性污染和意外性污染。

食品安全问题是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

题 ,它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

可以说 ,确保我国食品安全具有生活意义、经济意

义、生态意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111 　生活意义

食用安全食品 ,食用营养丰富、健康优质的食品 ,

才能谈得上过上了“好日子”,提高了生活质量。相

反 ,食用不安全食品 ,食用有毒、有害的食品 ,不仅不

利于人民健康、长寿 ,反而有可能危及人民生命安全。

112 　经济意义

食品安全在经济方面的意义体现在 ,如能维护

食品安全 ,不断提升食品品质 ,则有利于产品出口 ,

有利于扩大食品出口数量 ,提高食品贸易额 ,有利于

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从而可显著增加国家、企业和

农户的经济收入。

113 　生态意义

首先 ,农田尽可能少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

学制品 ,不仅可减少对农产品的污染 ,还可减少对大

气、水体、土壤的污染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

用 ;其次 ,为确保食品安全 ,在产前—产中—产后等各

个“生产”环节或“非生产”环节 ,均实行“清洁生产”,

走“循环经济”之路 ,这本身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

第三 ,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食品可持续生产能力。

114 　社会意义

广大群众只有“吃得饱”(食品数量安全) 、“吃得

好”(食品质量安全)和“吃得健康”(食品可持续生产

能力安全) ,才能安居乐业 ,安心生产 ,社会才平安、

稳定 ,天下才太平。

115 　政治意义

从国际方面来讲 ,我国是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

农业大国 ,确保食品安全 ,是在国际上维护国家主权和

安全 ,使中国不受制于他国的“政治需要”。从国内方

面来说 ,只有在食品的数量、质量及可持续生产能力方

面均有“安全保障”,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2 　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着多方

面的严峻挑战。

211 　食品数量不足

我国农业人均耕作面积小 ,规模效益低。日本人

均耕种面积为 118 hm2 ,德国为 36 hm2 ,英国为 6814

hm2 ,美国为 6814 hm2 ,而中国仅为 0124 hm2[3] ;另外 ,

中国大陆地区的土地单产量为 4 800 kg hm - 2 ,远远不

及韩国的 6 500 kg hm - 2 ,也赶不上台湾地区的 5 800

kg hm - 2[3]。中国粮食产量在 1998 年达到 5112 亿 t

的高峰后 , 已经发生了连续 5 年的减产 , 到 2003 年 ,

粮食产量已下降至 4131 亿 t ;从 2000 年开始 , 每年国

内的粮食产量都不能满足当年的粮食需求 , 当年的

产量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缺口大约在 3 000 万 t[4] 。

2000 年以来 ,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农业结构调整 ,同

时为了改变日趋恶化的农村生态环境 (水土流失、森

林被过渡砍伐、草场退化、沙漠化等) ,组织了大规模

的退耕还林还草项目以及非农建设占用地等 ,粮食播

种面积不断下降 ,导致粮食连续减产 ,2003 年降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最低点 ,粮食供应短缺的问题越来

越严重。据美国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预测 ,到 2013

年～2014 年销售年度之前 ,中国的玉米净进口量将达

到每年 370 万 t (1) 。未来几十年中国粮食需求量为 :

2010 年人口接近 14 亿 ,按人均占有 390 kg 计算 ,总需

求量达到 515 亿 t ;2030 年人口达到 16 亿峰值 ,按人

均占有 400 kg 计算 ,总需求量达到 614 亿 t 左右(2) ,而

按照农业发展规划 ,我国的粮食生产即使经过努力到

本世纪末达第二个台阶 ,即 5 亿 t 的水平 ,那么 ,2010

年在我国粮食消费构成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将

出现 5 000 万 t 的缺口 ,而在 2030 年粮食间接消费比

重有所提高的需求格局下 ,将出现 114 亿 t 的缺口[5] 。

212 　食品污染问题严重

兽药及饲料添加剂造成的动物性食品污染问题

严重。有人对取自广州肉品市场的 200 例食用猪肝

进行病理学分析 ,68 %猪肝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病变 ,

病变种类多达 25 种 ,不仅有肝细胞的萎缩和各种变

性、水肿、囊肿、出血、坏死和钙化等 ,还发现恶性肿

瘤[6 ] 。23 %的猪肉和猪肝中检出有“瘦肉精”,18 %

的禽肉及水产品中检出有激素 ,10 %～20 %的不同

奶粉中检出硝酸盐类物质[7 ] 。另外 ,食品中有毒有

害物质残留量高。据对海南省的茶叶、乳猪、菠萝罐

头、蔬菜、水产品等 21 种食品中 BHC、DDT 残留分

析 ,有机氯农药检出率为 40 % ,最高值为 01169 2

mg kg - 1[8]。有关部门监督监测结果显示 ,目前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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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每年食物中毒超过 20 万人. 中国经济时报. 2001210208

(2)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卫生部通报 2005 年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2006203220

(3)藏粮于地———春天的新话题.《人民日报》第 14 版. 2005202226

场上有 5112 %的蔬菜农药残留量超标 ,其中生产基

地、批发市场及农贸市场的蔬菜农药残留量超标率

分别为 2212 %、5613 %和 6516 % ,其中有些蔬菜甚至

检出了国家禁止使用的剧毒致畸、致癌性的农药[9 ] 。

213 　食物中毒事件增多 ,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我国每年食物中毒报告例数约为 2～4 万人 ,专

家估计这个数字尚不到实际发生数的 1/ 10 ,也就是

说我国每年食物中毒例数至少在 20～40 万人(1) 。

1996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21 日 ,云南曲靖地区会泽

县发生利用甲醇制售有毒假酒致死人命特大恶性案

件 ,有 192 人中毒 ,其中 35 人死亡 ,6 人致残 ; 1998

年 2 月 ,山西省朔州、忻州、大同等地又连续发生多

起重大制售假酒中毒事件 ,有 200 多人中毒 ,共夺去

了 27 人的生命 (1)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 ,1998 年

至 2005 年 ,我国共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2 152 起 ,中毒

人数 82 555 人 ,造成死亡人数 1 489 人 ,相当于平均

每年发生中毒事件 269 起 ,中毒 10 319 人 ,死亡 186

人[10 ] (2) (详见表 1) 。

表 1 　我国近年来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1998 年至 2005 年)

Table 1 　Statistics of food poisoning accidents in the past few

years (1998 ～ 2005)

年份 Year
中毒事件 (起)

Poisoning event

中毒人数 (人)

Poisoned persons

死亡人数 (人)

Dead persons

1998 55 5 838 88

1999 97 4 999 103

2000 150 6 273 150

2001 706 22 193 184

2002 128 7 126 138

2003 379 12 876 323

2004 381 14 229 268

2005 256 9 021 235

小计 Total 2 152 82 555 1 489

平均 Mean 269 10 319 186

214 　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食品可持续生产能

力面临潜在威胁

　　目前 ,我国面临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非常突

出 ,对 21 世纪中国食品可持续生产能力构成潜在

威胁。

1)耕地资源锐减。目前 ,我国耕地数量不足 ,

2004 年全国耕地面积总计 1130 亿 hm2 ,人均仅有

0110 hm2耕地[11 ] 。10 多年来 ,我国共减少优质耕地

累计近 46617 万 hm2 ,折算损失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约

4 000 多万 t ,占我国目前粮食总产量的 10 %左右(3) 。

耕地资源减少 ,不仅是数量 ,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以及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大量高质量

耕地被占用 ,加之耕地普遍存在重用轻养 ,片面强调

数量的“占补平衡”以及环境恶化等 ,耕地总体质量

下降 ,耕地质量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2)水土流失加剧。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367 万 km2 ,占国土面积的 3812 % ,且还以 10 000

km2a - 1的速度流失[12 ]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我国每

年流失地表土壤 50 亿 t ,并带走大量的氮、磷、钾营

养元素 ,从而导致土地的贫瘠化现象十分严重 ,再加

上我国人口多 ,耕地少 ,土地后备资源相对匮乏 ,每

年的净增人口数大 ,而耕地却以每年数以百万亩 (1

亩 = 667m2)的速度锐减[13 ] ,今后耕地供需矛盾更加

尖锐。年复一年的水土流失加速了本来就十分珍贵

的土地资源的丧失。

3)土壤污染问题严重。我国的土壤污染问题严

重 ,但是目前对土壤污染的问题还没有像对大气污

染和水污染那样重视。土壤污染直接或间接影响了

食物链的平衡 ,形成有毒有害的物质积累 ,最终影响

人的健康。据报道 ,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

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 2 000 万 hm2 ,约占总耕地面积

的 1/ 5 ;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 1 000 万 hm2 ,污水

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 330 多万 hm2 ;另一方面 ,我国

有 1 300～1 600 万 hm2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14 ] 。我

国耕地中重金属及其他有害元素的污染相当普遍 ,

少数地方比较严重 ,对我国多数大中城市如南京、沈

阳、保定、南昌等地的调查结果显示 ,主要的蔬菜都

不同程度地受到重金属及氟元素的污染[7 ,9 ,15 ,16 ] 。

全国每年就因重金属污染而减少粮食 1 000 多万 t ,

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 1 200 万 t[17 ] 。

4)生物多样性降低。近几十年在全世界范围

内 ,物种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和基因 (如生物多样

性)的下降甚至是消失速度都在增加。生物多样性

的下降会影响到与粮食有关的生物体以及与育种有

关的亲缘植物 ,并因此对粮食安全造成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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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集约化农业包括现代育种系统 ,会大幅减少适

应当地具体情况的特有品种以及传统品种。目前 ,

已收集保存了 3515 万份农用植物遗传资源 ,仍有约

15 万份亟待原位或收集保存 ;中国在农业生产上大

约种植了 600 种栽培植物 ,但随着人口增加、良种推

广 ,生产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 ,形成栽培植物的多样

性急剧减少 ,其结果形成栽培植物种类较少 ,作物品

种单一和遗传基础狭窄 ,由此已数次使生产造成巨

大损失[18 ] 。生物多样性具有保持水循环、稳定水文

功能、维护集水区的植被调节和防止水分流失及促

进土壤生成和保护 ,减少土壤肥力的损失 ,减少水土

流失等多种经济价值。生物多样性降低会使其经济

价值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种

链式作用。以水库、湖泊为例 ,由于上游的水源涵养

林、植被受到破坏 ,使水土流失增加 ,河流中的泥沙

含量增加 ,从而造成下游水库、湖泊中泥沙淤积 ,使

水库灌溉能力下降 ,将造成农田产量下降 ,又由于农

田产量下降将使人们生活质量下降 ,或者造成饲料

减少 ,使畜牧业受到影响而带来经济损失 ,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机

会 ,所以当生物多样性在降低的同时 ,其造成的经济

损失也在逐渐加大[19 ] 。

5)自然灾害频繁 ,且呈不断加剧趋势。我国是

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4 年全国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 2 250 人死亡 ,155 万间房屋倒

塌 ,3 711 万 hm2农作物受灾 ,436 万 hm2农作物绝收 ,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1 602 亿元[20 ] 。可见 ,自然灾害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对我国今后食品可持续生产

能力构成不利影响。

215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存在许多问题

我国现已制定和发布包括食品污染物和药物残

留限量标准、食品卫生操作规范在内的食品卫生及

其检验方法、食品质量及其检验方法、食品添加剂、

食品包装、食品贮运、食品标签等方面的国家标准近

1 000 项 ,行业标准 1 000 余项 ,约有 23 %采用国际

标准 ,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一套安全标准体系[21 ] 。但

是 ,与国际水平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形势

的要求相比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存在许多

问题。首先 ,标准总体水平偏低。如我国粮食类食

品的黄曲霉素指标要求为 10～20μg kg - 1 ,而国际上

一般要求 2 ～ 5 μg kg - 1 ; 又如 1997 年发布的

GB1077021997《婴幼儿断奶期补充食品》规定 ,蛋白

质不低于 510 % ,较同类产品的 CAC 标准 ( CODEX

STAN 7421981《以谷物为主的婴幼儿食品》) 低 10 个

百分点[22 ] 。其次 ,重要标准短缺 ,部分产品无标可

依。发达国家一般都制定有比较完善的农药残留限

量标准和检验方法。同时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的比例偏低。食品法典 (CAC) 是国际公认的

食品安全基本标准 ,目前发达国家已普遍采用 ,而且

基本垄断了 CAC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但这一标准在

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家标准的总体采标率

为 4315 % ,实际上真正采标 (等同国际标准) 的只有

24 % ,如应采用的国际制酪业联合会 ( IDF) 标准共

41 项 ,我国只采用 2 项 ,仅占 419 % ;应采用的国际

公职分析化学家协会标准共 148 项 ,我国只有行业

标准采用 1 项[21 ] 。另外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研究薄

弱 ,缺少科学依据和监测网络与实验室分析手段 ,中

小型食品企业普遍存在着人员素质低、食品安全控

制技术水平落后、设备设施老化等问题 ,导致无法真

正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进行食品生产和流通。

3 　生态农业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方面
的重要作用

　　随着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和食品生产过程中合

成添加剂、防腐剂、人工色素等的普遍使用 ,食品污

染和品质下降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具

有显著的增产、增收、增效作用的生态农业是新世纪

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主导模式之一 ,在解决

当前及今后我国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将发挥重要

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311 　生态农业的增产作用

由于生态农业具有绿色覆盖率高、光能利用率

高、资源转化率高的“三高”特点 ,这就决定了其具有

显著的增产作用 ,因而对解决我国食品“数量安全问

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科学研究和生产实

践表明 ,推广生态农业模式 ,一般可较当地的“常规

农业模式”增产 8 %～ 12 % ,高的可增产 15 %～

20 % ,尤其是推广现代高效生态农业模式 ,其增产幅

度可达 25 %以上[23～26 ] 。

312 　生态农业的增收作用

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

和难点 ,是破解“三农”的瓶颈。突破这个瓶颈 ,涉及

到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多给予 ,少收取 ,扩大农民自主

贸易权等政策的方方面面 ,在求得政策等方面倾斜

的同时 ,应高度重视发展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 ,

有利于增加农产品种类 ,提高农产品质量 ,降低生产

成本 ,有利于合理利用农业资源 ,尤其是充分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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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废弃物 ,做到“变废为宝”,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农

民收入的增加 ,又可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种植粮

食作物的积极性 ,从而为维护粮食与食品安全提供

保障[27 ] 。

通过发展生态农业 ,农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间

接和直接地实现收入的增加。第一 ,发展生态农业 ,

是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

结果。由于农民由体力型向技术型转变 ,对种田以

外的新型工业的生产技术的掌握有一个通过培训学

习掌握技术的问题 ,因此 ,让农民发展生态农业 ,成

为技术型的农民 ,就为农民提供了学习科学技术的

机会 ,从目前我国的科技兴农、科技扶贫角度来看 ,

农民接受这种科学技术的培训一般是免费的 ,免费

接受科学技术的培训学习 ,实际上是收入的隐形增

加 ,从而为步入小康奠定基础。第二 ,在农村 ,过去

由于农民为提高土地地力 ,农药、化肥使用的投入较

多 ,而粗放经济和农产品原料的附加值较低 ,农民增

收只能是一种期盼。生态农业减少了物质和人工的

投入。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 ,农民参加绿色农副

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利润的分配成为现实。这种

利润的分配 ,与过去提供农产品原料相比 ,农民的收

入往往是成倍地增长。目前 ,农民对农产品的上游

的农业、中游的食品加工业、下游的食品营销业的利

润增加值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第三 ,生态农

业增加了物质产出。推广生态农业模式 ,一般可比

传统种植模式增产 10 %～20 %左右。浙江省温州

市苍南县龙港乡奶牛场采用以沼气建设为纽带 ,通

过“牛 —沼 —菜”生态模式 ,达到农业废弃物的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生态化的要求 ,最终实现了农民

增收的目标[28 ] 。

313 　生态农业技术的环境保护作用

保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农民生存和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需要 ,又是农业高产丰收的基础 ,

也是开发绿色食品的可靠保证 ,更是治理我国生态

环境恶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绿色食品是指以保护

环境 ,维护生态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源泉为基

础 ,以高科技为先导 ,集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于一

体 ,生产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

种养、加工、科技一条龙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要求

产品原料的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态环境标

准。首先 ,发展生态农业 ,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可最

大限度地减少“废物”的排放 ,实现废物“减量化”;其

次 ,发展生态农业 ,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可最大限度

地对“废物”进行再次利用、多次利用和循环利用 ,做

到“废物不废、资源再生”,真正实现废物“资源化”和

“无害化”,从而有利于农村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314 　生态农业产品的优质性和安全性

目前 ,西方发达国家对食品污染指标控制日益

严格 ,日本等国已经明文规定对进口大米等农产品

中各类污染物含量进行严格限制。可以说 ,未来的

市场将是“无污染”的市场。发展生态农业 ,就是要

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生态种植技术、生态养殖技

术、生态加工技术、生态减灾技术、生态恢复技术等

一整套“清洁生产技术”,其最终成果是生产出无公

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这正是保障食品“质

量安全”之要求。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绿色食品 ,

在近几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并以其高质量而获得

了良好的声誉。因为绿色食品强调无污染、安全、优

质、营养 ,既要求食品的品质好 ,更要求食品的安全

性高 ,强调生产过程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也就

是要求物质生产的可持续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持

续 ,所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已成为多数地方经济增

长、农民增收、产业结构调整、产品质量提高、生态环

境改善的重要举措 ,能大大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

315 　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和技术是确保食品安全的

最有效措施

　　生态农业具有增产、增收、增效、环保的功能 ,能

够生产出安全、健康的优质食品 ,这是目前为止确保

我国食品安全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值得在全国广大

地区进一步推广。中国的生态农业借鉴了国外各种

替代农业形式 ,强调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保护生

态环境 , 注意农业发展中资源、产品、效率、结构、环

境的协调与统一 ,在引进国外替代农业持久发展的

先进思想与技术的同时 ,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具有自

己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及技术。如通过以农产品加

工为纽带 ,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链 ,将产品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利用公司 + 农户的现

代农业模式构筑生态农业链条等[29 ] 。

4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切实保障食品
安全

　　我国农产品贸易已出现逆差 ,绿色壁垒是必须

充分正视的关键问题 ,只有构筑良性循环的生态农

业产业链 ,顺应农业向企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商品

化方向发展的潮流 ,兼顾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才能有效规避绿色壁垒 ,并促使生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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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断焕发勃勃生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生态农业在世界各国

有了较大发展。目前 ,在世界上实行生态管理的农

业用地约 1 055 万 hm2。其中 ,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

积最大 ,拥有 529 万 hm2 ,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

50 % ;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 ,分别有 95 万 hm2和 90

万 hm2 ;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 ,

欧洲国家普遍较高 ;生态农产品产值方面 ,据统计 ,

现在全球每年生态农业产品总值达到 250 亿美元 ,

其中 ,欧盟 100 亿美元 ,澳大利亚 35 亿美元 ,美国和

加拿大共 100 亿美元[30 ] 。

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 ,我国的生态农业建设已从

生态农业户、生态农业村 (场) 、生态农业乡 ,发展到

生态农业县。全国生态农业试点已经达到 2000 多

个 ,遍布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生态农业建

设面积 67 万 hm2 ,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7 %左右[31 ] 。

为从根本上保障食品安全性 ,必须作好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

1) 加强对生态农业的认识。目前 ,我国各级领

导和广大群众对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已有一定认识 ,

但为了今后生态农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还必须加强

宣传工作 ,以引起更广泛的重视。

2) 大力普及生态农业知识。要全面普及生态

农业知识 ,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

质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实行“绿色证书”制度。即可

进行分类、分级、分步培训 ,颁发《资格证书》,实行持

证上岗。

3) 全面推广生态农业技术。要使生态农业有

一个大发展 ,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农业的示范和推广

工作。当前 ,应在全国各地重点示范和推广如下生

态农业技术 :一是高效立体农业技术 ;二是沼气综合

利用技术 ;三是北方“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技术 ;

四是农作物间、混、套、复、轮作、再生作多熟与多样

化种植技术 ;五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 ;六是农业废

弃物的资源再生技术和环境污染的综合整治技术 ,

等等[32 ,33 ] 。

4) 全程监控农业生产过程。生态农业的一条总

的要求就是“全程实行清洁生产”。这就要求我们对

整个农业生产的过程、环节进行全程监控 ,确保每个

环节的“规范化操作”。一是加强对“产前”的管理 ;二

是加强对“产中”的管理 ,即要强化生产过程 (这里主

要指农田生产过程)的农事操作 ,要求采用“保护性耕

作措施”;三是加强对“产后”各个环节的管理 ,尤其是

产后加工、运输、储藏、保鲜等各个环节。总之 ,全程

监控 ,即是要完成从“田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的监

控和管理 ,切实有效地维护食品安全。

5) 强化生态农业科学研究。一是要进一步研

究生态农业增产、增收的生理生化机制 ;二是要研究

不同生态农业模式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机理及其调控

途径 ;三是区域生态农业模式的差异性和高效性 ;四

是深入研究不同生态农业模式对食品可持续生产能

力的影响及可持续性机理 ;五是要筛选和集成现代

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体系 ,并使之模式化、

规范化、标准化 ,同时增强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6) 重视科技化 ,实行产业化 ,确保我国食品安

全。生态农业实际上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载体 ,尤其

是发展新型高效生态农业 ,更离不开高新技术的运

用。因此 ,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必须高度重视农业

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产

出率和转化率 ,要以“科技化”带动生态农业不断向

前发展。要在生态农业科技化的前提下 ,实现生态

农业的产业化。

此外 ,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进一步

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 ,也是维护我国食品安全

必不可少的环节。

综上所述 ,食品安全离不开生态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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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FOOD SAFETY

Zhao Qiguo1 　Huang Guoqin2 　Qian Haiyan3

(1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 , Nanjing 　210008 ,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Ecological Science ,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Nanchang 　330045 , China)

(3 Remote Sensing Center , Office of MRL Development in Jiangxi Province , Nanchang 　330046 ,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has aroused worldwide concern1 In our country food safe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ssues of improv2
ing people’s life quantity , safeguarding people’s health ,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 etc11 It

can be said in some degree that to safeguard food safety is to maintain ecological safety , economy safety , and national safety1
Currently , the country is confronted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the aspect of food safety : 1) Insufficient food supply and low

up2to2standard rate ; 2) High residue of poisonous and harmful materials in food and increased food poisoning accidents ;

3) Prominence of resource ,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problems , and latent threats to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capability ; and

4) Incomplete legislation for food safety , and inadequacy in law enforcement and management1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an im2
portant orientation for agricultural to develop in the current society , 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 functions of boosting production , in2
creasing income ,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 and its great contribution to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2environment and production of healthy quality safe food1 It can be said tha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solving a number of problems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in the aspects of food supply , quality and

safety ,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od production1 In order to guarantee safety food in the new century , China must make

more efforts in develop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adopt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agri2
culture ; to popularize eco2agricultural knowledge ; to expand and apply eco2agricultural knowledge countrywide ; to intensify sci2
entific research o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industrializa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1

Key words 　Food safety ; Ecological agriculture ; Harmonious society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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