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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农业标准化监督体系。建立标
准符合性检测、监督抽查、认证评价等推
荐性标准监督机制，强化推荐性农业农
村标准制定主体的实施责任；建立以团
体自律和政府必要规范为主要形式的团
体标准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团体
标准的优胜劣汰作用；建立企业产品和
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的监督机制，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市场化机制，培育
企业标准领跑者；建立农业标准实施信
息反馈和实施效果评价机制，发布农业
农村标准实施应用报告白皮书，强化农
业农村标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以
社会团体、检测机构、新闻媒体、企业和
消费者为主要力量的社会监督机制，共
同监督农业农村标准实施。

开展农业标准化效果评价。根据评
价对象的特点，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标
准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定
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加强对农业标准实施情况的审评、监督、
检查，适时开展农业标准化战略规划实
施的效果评估和监督检查。跟踪分析实
施进展，明确影响农业标准实施效果的
关键控制点和亟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并根据外部因素和内部条件变化，进
行中长期评估和调整优化，提高农业标
准化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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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实施效果

“健全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加快
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体系”，是我
国《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提出的一项重
要任务和目标。随着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断深化、农
业产业融合不断加
深、农产品消费日益
升级，构建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对支撑农业全产业转
型升级和引领农业向
高质量发展，都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近些年，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数
字化技术开发和应用，在推动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化方面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其中，美国利用大数据、互联
网等信息化技术对农业投入品、农业
生产过程等农业各环节进行精准把
控和标准化改造，提高了农业规模化
经营效率和质量；德国政府与企业共
同开发的“数字农业”技术，有效整合
了地块特征、作物类型、光照强度、土

壤水分、肥料分布等农业生产信息，
为农民提供了标准化生产和产业链
化的解决方案，显著提高了作物产量
和效益；日本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有效采集农场24小时的耕作信息，
并通过手机客户端向农户实时提供
农场信息化服务，同时将农业生产的
信息与食品环节进行有效衔接并提
供给消费者，彻底实现农业产业链
的标准化生产和可追溯管理。

农业全产业链是指由农资供应
与采购、农产品生产、农产品仓储与
物流、农产品加工与深加工、品牌建
立与营销、农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
组成的完整的产业链系统。而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是在农业全

产业链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所
形成的覆盖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全
过程和全要素的各类标准的有机体，
标准体系中的标准不仅是齐全、成套
的，而且是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关
指标优化的、有特定功能的整体。

把握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内涵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从
结构上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按
照功能要素划分为安全、质量、服
务、支撑4个方面的标准子体系。第
二个层次包括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4个子体系所涵盖标准的主要服
务方向和领域，如安全标准子体系
包括农药残留安全标准、兽药残留
安全标准、重金属残留安全标准等9
个要素，质量标准子体系包括种子

种苗质量标准、良好农业操作规范、
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等8个要素，服
务标准子体系包括农资供应服务标
准、农业生产服务标准、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标准等10个要素；支撑标准
子体系包括农业质量基础标准、农
田基础设施标准、水利基础设施标
准等7个要素。第三个层次按照标准
的范围划分为种植业、林草业、畜牧
业、渔业4个行业。

厘清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框架

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
量安全、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等重
点领域，支持各类标准化技术机构、
科研院校、社会团体、农业经营主体
等广泛参与标准研制，着力构建全
要素、全链条、多层次的现代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体系，有效支撑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建设，建立适用于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
到2025年，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更加完善，标准实施更加有效，基础
能力有效提升，国际化水平明显提
高。到 2035年，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化体系基本完善，标准覆盖率明显
提升，标准供给质量基本满足农业
发展需要，支撑保障和引领作用更
加凸显。

确定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目标

开展全产业重要标准制定/修订，保
证标准有效供给。以农业投入品质量安
全保障、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分
级、农产品流通与农资供应管理评价、高
标准农田建设等为重点，开展农业全产
业链安全、质量、服务、支撑标准研制。加
强地方优质、特色、绿色农产品标准研制，
开展农产品品牌培育、评价与保护标准制

定/修订。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和农产品电商等新模式，推进循环农
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等标准化建设。鼓
励和支持本区域具备相应能力的行业学
会、协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
技术联盟协调本区域规模生产主体，制定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团体标准，增加区域
内农业农村团体标准的高效供给。

创新全产业标准化服务模式。扶持
标准化技术机构、科研院校、技术推广机
构和标准化服务组织等积极开展农业农
村标准化服务。组织农业农村标准化技
术机构、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产业联盟
等，建立农业农村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
广平台，积极开展标准制定/修订、标准
指标验证、农业标准示范推广、标准宣贯
培训、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农产品品牌
评价、产品质量追溯等服务。充分发挥

“互联网+标准”的创新驱动作用，强化
对国内外农业标准的收集整理和数据挖
掘，构建国家农业标准大数据集成应用
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行
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
积极性，形成以标准为纽带的“企业+标
准+基地+农户”的标准化示范推广模式。
并围绕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业机械化、农
业信息化、农产品流通、农产品品牌建设、
生态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等重点内容，
加强农业标准化示范、良好农业规范试
点、园艺作物标准园、畜禽养殖标准化示
范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林业标准化
示范、农产品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农产品品牌示
范区、农产品流通体系标准化试点等标
准化示范项目建设，强化标准集成应用。

强化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有效实施

发达国家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模式借鉴 明确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重点

我国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