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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对民众的
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具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农产品市场环境日
趋复杂的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优化改进成为必然。但
是，在实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过程中，存在监管力度偏弱、
监管全面度偏低的问题，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质
量安全监管陷入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死循环。对此，本
文将从两个方面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治理路径进行分析，旨在
通过明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要问题，强化相关工作人员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治理的重视，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优化提供
思想支撑。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要问题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质量

安全意识不强，意识是行为的指导，对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具有直
接影响，目前，我国民众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较为淡薄，在消
费阶段，主要体现在民众对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认可度偏低，
在生产阶段，主要体现为激素、农药以及化肥等生产副产品的违
规使用，在加工阶段，主要体现为添加剂、保鲜剂以及防腐剂的
大量投放。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治理的难度；二是治理压力过大，近年来，我国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地方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部门更多采用的是强硬的执法态度，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采用的是“零容忍”的处理措施，在此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
治理的工作压力逐渐提高，“以罚代管”“堵不死”等问题也逐渐
显露而出，进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质量的提升产生不良影
响；三是市场影响，市场影响主要表现在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由于
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民众对其接受度偏低，再加上长效成长机制
的缺失，使得绿色农业缺乏保障，无销路问题的出现，使得农民
对绿色农业的重视程度偏低，进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升产生
不良影响；四是质量监管统一性偏低，主要表现为农产品质量监
管机制有待完善，各职能部门缺乏统一标准，存在各自为政的问
题，进而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存在监管力度不足；五是犯罪
成本偏低，主要反映着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惩罚力度不足。目
前，我国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处罚以罚款为主，而罚款的
上限较低，获利远大于罚款，进而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存在
处罚力度不足的问题，难以根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治理路径
（一）加强质量安全意识培养，降低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难

度
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培养主要包括管理部门、农产品生产经

营者以及消费者多方面，针对质量安全意识培养的优化，应当注
意以下几方面：一是针对性把控，管理部门应当明晰不同人群农
产品质量安全意识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农产品生产经
营人员，应当侧重于引导其合理使用农药与化肥等农业产生副产
品，并通过加强法律宣讲的方式，约束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在农产
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环节的行为，从根本上降低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意识的培养，应当侧重于引导消费者加强对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
认可度与接受度，为无公害农产品提供市场发展环境，为农产品
生产活动安全性的提升创造条件；三是管理人员，通过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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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食品安全意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生产经

营农产品过程中，更加重视产量与经济效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程度偏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有待完善，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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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的方式，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治理
工作的落实提供思想保障。

（二）完善质量安全治理体系，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落
到实处

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工作落实
的重要支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针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的优化，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
监管主体，一般而言，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主体应当包括政
府领导、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在优化管理体系的过
程中，应当对各部门的职责进行细化，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管理
的方式，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工作的有序展开；二是强制制
度，主要是指应当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际情况，制定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相关标准，并通过强化人品监管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力度的提升；三是包装标示管理，农产
品包装标示管理侧重于加工环节的管理，针对包装与标示管理的
优化，首先应当推行科学化的包装方式，对包装材料进行规定，
并通过推行先进标识技术的方式，避免农产品在包装环节受到污
染，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高；四是产地管理，主要是指在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强化农产品出汗地管理，致力
于推动农业的标准化与品牌化发展，进而达到提升农产品生产质
量的目标；五是评估制度，在完善评估制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
风险分析和评估标准的制定，同时还应当构建信息公布平台，将
评估信息及时公布而出，提升对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约束力；
五是监管机制，在优化监管机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监管联动机
制、检验检测机制以及巡查机制的优化，通过强化监管力度的方
式，约束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而达到降低提升农产品质量
的目标；六是氛围营造，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落实信用管理的方
式，监理“红黑名单”和“诚信通报”机制，通过这样的方式，
强化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并坚守重预
防，强监管的原则，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为良好农产品质
量安全氛围的构建创造条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重视程度日渐提升，在此背景下，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治理逐渐成为管理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在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
治理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强化为治理体系优化的重视，为农产品
质量安全治理工作的落实和质量的提升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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