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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最为基本的物质条
件，也是现代食品工业的主要原材料。现阶段，农产品依
然是大多数农民经济收入的基本来源，所以唯有充分保证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才可以有效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切
实保证农民的基本利益。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作为一项基本
民生工程，相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监控力度，切实做好提升
工作，如此不但能够保证农民以及消费者的利益，还可以
保证社会和谐安定，有助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健康长
远的发展。

一、农产品概念分析
对于农产品来讲，其主要指的是一些来源于农业的初

级产品，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活动当中获取到的植物、动
物以及微生物等各类产品都可以称作是农产品。自古以
来，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就遍布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无论是
严寒地带还是酷暑干旱地带，都存在着大量的生物。人类
出现之后，为了满足生存所需，开始对周遭的植物以及动
物等进行利用，以此来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相应物
质保障。后来随着阶级以及商业等陆续出现，原生态的动
植物开始无法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产品随即应运而生。
受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力推动，目前产品的种类以及数量正
在持续增多，人们开始将最初级的、可以被人们进行利用
的、源于自然的，以及未经过深加工的产品划分为一类，
这一类便是现代人常说的“农产品”。

在我国的相关规定中，初级农产品主要指的是一些种
植业、渔业以及畜牧业产品，这其中不包括已经经过加工
的产品。农产品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产品：一是烟
叶，二是毛茶，三是食用菌，四是瓜果蔬菜，五是花卉、
苗木，六是药材，七是粮油作物，八是牲畜、禽以及昆
虫、爬虫，九是水产品，十是林业产品。随着人类社会的
不断发展进步，农产品的种类千差万别，而且渗透到了人
们的吃、穿、住、行等多个方面，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
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开展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监控工作的作用分析
（一）能够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对于农产品竞争力而言，其属于一种综合概念，一个

国家农产品竞争力的强弱，一般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
响：一是农业生产结构，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三是农产
品科技含量，四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现阶段农产品
国际化竞争正在持续加剧，这使得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内
在质量以及种植方式等，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内容。
而站在国际角度来看，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其
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所以有必要顺应市场变化逐步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控力度，尽可能地完善质量安全标准化体
系以及健全监控技术手段等，以此来推动其质量安全水平
不断提高，从而促使其核心竞争力能够持续提高，在国际
市场上站稳脚跟。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影响因素和监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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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监控对策，以此来推动我国农产品不断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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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够推动农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

严峻，是长期以来限制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两大要素。
这两个要素交织在一起，如果未能及时进行处理或者处理
不当，很容易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那将对我国农业
发展产生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通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控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显著降低化学药物投入量，推动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进一
步发展，有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农
业实现健康长远的发展。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划分研究
目前来看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体上可以分为

以下三种：一是有机农产品。此类型农产品通常强调的是
有机农业背景下的产物，一般主要指的是产自于有机农业
生产体系，并且结合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以及相关标准
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同时此类产品还必须通过相应的有
机食品认证机构的认证。二是绿色农产品。此类型农产品
主要指的是切实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严格依照特定生产
方式方法进行生产，同时经过相关机构认定以及授予使用
绿色食品商标标识权力的相应无污染、安全、营养以及优
质的各类农产品。三是无公害农产品。此类型农产品主要
指的是产地环境、产品质量以及生产过程等必须满足国家
相关标准、要求和相应规范，通过认证合格之后获取相应
认证证书，同时准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识的一系列未经
过加工以及经过加工的农产品。

四、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产品产地环境因素
一是大气污染影响。农田大气属于影响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该因素当中，煤烟型大气污染属于
最为严重的污染物，一般包括粉尘、烟尘以及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可以直接影响农作物生长
发育过程中的光合作用，逐渐形成弱苗，从而导致其抗病
虫害能力严重变弱，使得农产品质量以及数量持续下降。
二是水质污染影响。现阶段，我国很多地区的地表水以及
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些污染源主要来自于
生活污水以及工业废水，从而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受到影
响。三是土壤污染影响。土壤污染一般由废气、农药残留
以及废水污水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受过污染的土壤会出现
板结、重金属偏高以及生物毒素含量持续增加等问题，这
些都会造成农产品有害成分超标，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
全。

（二）农产品生产环节因素
一是农业投入品未能合理使用。在农业生产中，化

肥、农药、饲料以及兽药等属于主要投入品，也是农业生
产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类重要物资。为了提高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近几年，我国已经明令禁止了很多高毒、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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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以及能够对人体产生潜在威胁的农业投入品的生产、销
售和使用，并且也对投入品的具体使用方法和规范给出了
明确严格的规定。但是结合现状来看，仍有经营者以及生
产者为了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擅自生产以及使用这些
投入品，这种行为不但扰乱了市场秩序，同时也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产生了直接影响。二是农户自身产生的逆向思想
和行为。这一点主要指的是部分农户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
驱使，为了能够让产品早日上市、美化外观以及增加产量
等，对兽药、化肥以及农药等投入品进行滥用，甚至有部
分农户大量使用一些违禁的添加剂、激素以及催生剂等，
这些思想和行为都严重地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三是技术影响。相对而言，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仍然属于
传统农民，其自身接受新鲜事物少，接受能力较弱，所以
对于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养殖方式、施肥原则以及管理
手段等都未能充分了解和掌握。同时对于国家以及国际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要求也未能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知。
这导致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技术落后、应用不够合理，
农业知识缺乏等问题频频出现，从而难以保证农产品的质
量和安全。

（三）贮运以及初加工环节因素
农产品在销售的过程中需要进行运输，而在运输以及

贮藏时，农户为了保鲜以及延长保质期，必须要用到冷链
流通车或者是一些必要的保鲜剂。目前来看，存在部分农
产品超量以及超标使用添加剂的问题，这些行为会导致原
本已经达到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变得不再达标。除此之
外，初级农产品的加工作业也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产生一
定的影响。例如：加工场地选择不够合理、人员操作不够
规范以及卫生条件不达标等等。

五、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监控对策
（一）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控
优化和改良农业生态环境，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此，应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控
力度，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强化政府职能，注
重多渠道开展农业生产环境保护以及治理宣传工作，促使
生产者认识到农业环境保护以及治理的重要性，逐步增强
其环保意识，并且改变其只追求生产效率而忽视质量的传
统观念。二是注重对农业环境保护法规的完善。各地政府
部门应该制定相关产地环境标准以及农产品投入品准入制
度，同时将其贯彻落实下去，并且切实结合产地环境实际
情况开展科学合理的建设以及规划工作。三是注重大力发
展生态农业。借助无公害、绿色以及有机认证，打造一批
优质标准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推动当地农业结构向着合
理化方向发展，农产品向着无害化方向发展。四是注重加
大对环境污染的监控力度。针对目前已经存在污染的农产
品产地，相关部门需要联合环保部门充分做好监管工作，
给出缓解或者彻底治理的方案以及相应措施。五是注重对
一些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环境方面的监测以及检测工
作，切实保证农产品的生产环境可以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和
要求。

（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和对生产环节的监控
相关部门应该充分意识到，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主要

是生产过程决定的，而不是通过后期的检测工作检测出
来。因此，有必要对生产者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在生
产环节加大监控力度。对此，应注重做到以下几点：一是
借助新旧媒体平台广泛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教育工
作，注重讲解质量安全重要价值和意义，以及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以此来增强生产者的质量安全意识，并且营造出
一个全社会共同监督管控的氛围。二是对于农民质量安全
生产技术以及知识匮乏问题，相关部门应注重组织专业人

员开展下乡进户宣传教育活动，也可以借助现代化网络信
息技术手段，向广大农民普及和宣传先进生产技术以及生
产知识，帮助其生产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并树立良好的
“绿色”理念，促使当地农业可以实现健康长远的发展。
三是相关部门应确立科学、规范以及统一的种养标准，特
别是对当地的一些大型农场需要开展规范化建设工作，大
力推行现代化集约式种养方式方法，针对一些小型的个体
散户等相关农产品生产者，需要定期开展监控工作，严禁
使用禁用物质，以此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四是结
合当地农产品实际生产情况，建立健全监管部门之间的联
动机制，并且建立监管信息交流平台，保证各类信息可以
依照要求及时进行报送，切实保证监控任务能够落实到位。

（三）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控
对于农资市场的监控，不但需要对生产者进行监控，

同时也要对经营者以及买卖者进行监控。对于我国而言，
农业投入品生产企业非常多，为了保证投入品的质量，必
须要进一步加强监控力度。对此，应由国家建立健全相关
政策，科学合理地提高技术门槛，同时严格监管以及规范
生产过程，以此来提高投入品的质量，保证其切实满足国
家以及国际标准，坚决消除一系列产品不合格以及不安全
的隐患，从而在投入品方面切实保证农产品的生产质量和
安全。

此外，对于一些高毒农药应该实行定点经营，此类药
物进货以及出货都必须要有台账，同时要求购买者必须实
名购买。对于饲料、添加剂、兽药以及种子、化肥、普通
农药等，应该要求经营者在进货前严格查明生产方的各方
面资质以及证明，确保产品安全高质。除此之外，对于一
些地下非法经营的黑作坊，必须要给予严厉的监控，及时
发现及时摧毁，遏制各类违禁产品流入市场。

（四）加强对运输贮藏环节的监控
一是对于运输以及贮藏的农产品，必须要切实满足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运输条件以及贮藏环境要给予严格
审查，如有问题必须立即开展整改工作，针对一些超范围
经营以及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流通企业，必须要给予严
肃查处。二是对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需要先开展检测工
作，确认达标之后方能开展运输并进入市场，同时还要标
明农产品具体来源，以此来做到有根可查以及有源可溯。
三是定期对当地农产品初加工场所开展检查工作，确保生
产流程、人员操作以及环境卫生等都满足相关标准和要求。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农产品质量与安全而言，能够对其产

生影响的因素众多，任何一个环节存在问题，都会对其产
生不利影响。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大监控力度，注重从
农产品生产源头抓起，做好农业生态环境、生产者宣传教
育、生产环节以及运输环节等的监控工作，同时还应该对
农资市场大力监控，保证相关投入品能够满足质量安全标
准和要求，如此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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