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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
以为农药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延续
农药登记是行政许可，农药登记证是行政许

可证件。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
“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
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
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农药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和《农药登
记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对于农药登记延续申请时
限和程序要求分别作出了相关规定。

因此，农药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后并不会自动
延续，应当由登记证持有人主动提出农药登记延
续申请。

误区二：
忽视农药登记延续申请时限要求
农药登记延续有着严格的申请时限要求，如

果未在规定申请时限提出登记延续申请的，农药
登记证就会失效。

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农药
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农药登记证有效
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生产农药或者向
中国出口农药的，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应当在有效
期届满90日前申请延续。逾期未申请延续的，应
当重新申请登记。

因此，农药登记证持有人应当在登记证有效
期届满90日前提出申请，但是为了保障行政审批
效能，最早申请时间不得早于有效期届满前180
日。

如果农药登记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按照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农
药登记证将会被注销。

误区三：
以为“握有”农药登记证就具有登记延续申请

人资格
农药登记证作为行政许可证件，其存续的首

要条件就是登记证持有人必须具备农药登记延续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有的农药登记证持有人认为，
只要手里“握有”农药登记证，就说明具备农药登
记延续申请人资格。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按照《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目前，农药登记证持有人有三类：第一类
是农药生产企业，即已经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
境内企业，可以作为新农药或者非新农药产品的
登记证持有人；第二类是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
即境外产品的农药登记证持有人；第三类是新农
药研制者，即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中国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新农药产品的登记
证持有人。

因此，境外产品的登记证持有人应为境外企
业，新农药首家登记证持有人可以是境内的新农
药研制者，除此之外，其他产品的农药登记证持有
人应当是农药生产企业，即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
农药生产许可证。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某些产品对于登记证持
有人资格有特殊规定的，必须满足其规定。比如，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868号规定，保留磷化铝
原药生产企业持有的磷化铝原药产品和制剂产品
农药登记证，因此，磷化铝产品的登记延续，其登
记证持有人必须具有磷化铝原药生产范围的农药
生产许可证，否则，不能批准其登记延续。再比如，
取得仅限出品农药登记的产品，按照农业农村部
公告第269号规定，如果延续的，登记证持有人必
须是取得相应生产范围的农药生产企。

此外，仅限出口产品还应当在境外取得农药
登记或取得进口国（地区）进口许可，如果不能满
足上述条件，则尽管“握有”农药登记证，也不能批
准其农药登记延续。

误区四：
以为受理后肯定会批准其登记延续
受理仅仅是行政许可的程序之一。有的农药

登记延续申请人认为，只要申请被受理，则表明登
记延续是符合要求的，其延续申请肯定会被批准
同意。这种认知也是错误的。农药登记延续的行政
许可程序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审批决定。因
此，受理仅是其中一个程序，最终能否批准其登记
延续，还要经过审查和审批决定环节，具体审查提
交的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登记延续条件，符
合的，才能作出同意登记延续的审批决定。

《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了农业农村部不予受理、不予批准的情形，农药登
记延续申请也要遵守此规定。

误区五：
忽视《农药登记资料要求》之外的农药登记延

续要求
《农药登记资料要求》第九章规定了农药登

记延续需要提交的申请资料，但有的申请人却忽
视了最后一项要求，即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资
料。之所以有此项规定，原因在于，农药登记延续
作为行政许可，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政策要求、
技术标准，会随着农药管理新形势新要求予以动
态完善，因此，《农药登记资料要求》规定了兜底
条款。农药登记证持有人申请登记延续时，要保
证所提交的资料符合现行相关规定、满足现行评
价要求。

以仅限出口登记为例，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69
号对仅限出口登记作出具体规定，相关产品登记
延续时应当遵守269号公告。比如，已有相同制
剂、相似制剂在境内取得登记的，不再批准该农药
产品仅限出口登记，对已批准的申请登记延续不
超过一次。这也是《农药登记资料要求》之外，仅限
出口登记延续需要遵守的规定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第
三十八条第二款关于虚假农药登记资料和试验样
品的行政处理措施，不仅针对农药登记，也包括农
药登记延续。如果农药登记延续申请时隐瞒有关
情况或者提交虚假农药登记资料和试验样品的，
也要按照此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走出农药登记证
延续前的“五大误区”

持有人应当在登记证有效期届满90日前提出申请

□农药科学与管理供稿

农药登记证是农药产品准予生产、经营、使用的许可证明文件，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准生证”。对于持有人而言，农药登记证是
“生命线”，是获取经济利益的根基。

在农药管理中，我们发现有些农药登记证持有人不重视农药登记延续，忽视相关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要求，造成农药登记证
无法延续或失效。对此，我们梳理了一些共性问题，以期指导农药登记延续申请。

农药生产企业、向中国出口农药的企业应当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申请农药登记，新农
药研制者可以依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申请农
药登记。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的负责农药检
定工作的机构负责农药登记具体工作。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的负责农
药检定工作的机构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农药
登记具体工作。

2022年4月7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
决定修改《农药管理条例》，自2022年 5月 1日
起施行。这项改变取代了2017年6月1日起正式
执行的《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管理办法》
《新的农药登记实验管理办法》以及细化农药标
签核准要求也相继出台。加上之前已出台的《农
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以及《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关于农药登记的
法律法规更加全面有效，这不仅大大规范了中国
农药登记政策，也提高了农药登记门槛。

新条例的颁布对于我国的农药管理将有着
深远的影响。新条例的核心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
人民健康，这是农药登记历史上的重大转变。新
条例规定了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对于濒危物种
和生态保护区禁止使用高毒农药和高残留农药，
同时加大对于非法农药以及假冒伪劣农药的打
击力度。除此之外，新条例要求农药生产企业必
须具备相应的技术和设备条件，而且必须取得相
关的许可证才能生产农药并且规定了农药使用
的范围、方法和数量等。在特别重要的生态区域
和敏感区域，农药必须进行特别审批，使用数量
也要严格控制。同时要求相关监管部门必须加强
对农药企业以及农药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以及对
于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特别是对危害环境和人
民健康的严重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严惩。新条例
从根本上涵盖了以往对于农药管理的理念和方
法，并且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控
制了农药对于环境和人体的危害。

2024年 10月 7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
2024年1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应用农
业农村部本级颁发的《农药登记证》《农药登记
试验单位证书》《肥料登记证》《兽药产品批准文
号批件》《国（境）外引进农业种苗检疫审批单》
共5种电子证照，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同步制
发、并行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2025年 1
月1日起，不再制发上述5种电子证照的纸质证
照。

据介绍，电子证照启用后，申请人可登录农
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平台，查看和下载电子证照。
社会公众可通过农业农村部政务服务平台核验
电子证照有效性，或通过手机浏览器扫描电子证
照二维码查询证照信息。凡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
取的信息，不再要求提供相应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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