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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有机食品发展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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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阐明了有机食品的基本概念和发展宗旨, 论述了发展有机食品的意义和必要性, 分析了西部地区有机

食品发展现状及发展有机食品的有利条件和资源优势, 展现了有机食品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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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将面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的

问题。因此, 很多发达国家都把“国家生态安全”作为

国家基本安全战略之一, 同国防、政治、经济、安全并

列一起而构成国家安全的四种基本要素, 而生态安

全是其他三个要素的载体和基础。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

即生态安全问题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 已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无疑, 发

展“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

一选择方向。

我国西部地区地大、物博、人稀, 是工业和农业

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但也是生态类型多样, 自然资

源丰富, 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地区。随着我国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实施, 建设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将是“十

五”期间发展的方向,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其可行的选择。要在围绕提

高经济效益, 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的统一

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在农业方面要发展

生态农业, 生产生态食品; 在工业方面要注重生态技

术, 实现清洁生产, 制造生态产品; 在城乡生活方面,

倡导生态消费, 提供生态服务, 建设生态乡村和

城市。

一、有机食品的概念及其发展宗旨

(一)有机农业的定义

有机农业, 作为一种新兴农业, 有过多个定

义[1～ 3 ]:

1. 欧洲把有机农业描述为: 一种通过使用有机

肥料和适当的耕作、养殖措施, 达到提高土壤长效肥

力的系统。在有机农业生产中, 仍然可以使用有限的

矿物物质, 但不允许使用化学肥料, 运用自然的方法

而不是用化学物质控制杂草和病虫害。

2. 美国农业部把有机农业定义为: 一种完全不

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

禽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在最大范

围内尽可能采用作物轮作、作物秸秆、畜禽粪肥、豆

科作物、绿肥、有机废弃物和生物防治病虫害的方

法, 保持土壤生产力和可耕性, 供给作物营养并防治

病虫害和杂草的一种农业。

3. 我国有机农业工作者将有机农业定义为: 遵

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 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

得的生物及其产物, 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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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 而是遵循自然规律

和生态学原理, 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 采用一

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 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

生产过程。这些技术包括选用抗性作物品种, 建立包

括豆科植物在内的作物轮作体系, 利用秸秆还田、施

用绿肥和动物粪便等措施培肥土壤保持养分循环,

采用物理的和生物的措施防治病虫草害, 采用合理

的耕种措施, 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保持生产体系

及周围环境的基因多样性等。

(二)有机食品的内涵

有机食品, 不是一种化学定义。食品, 从物质的

化学成分来分析, 是由含碳化合物组成的有机物质。

有机食品其实是国际市场上安全环保食品的一种商

业名称, 这种商业名称, 已为大多数国家所公认。它

是指由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按照严格的要求进行生

产和加工, 并经独立认证机构认证, 达到有机生产标

准的农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它要求在生产和加工

中, 不使用化学农药、化肥、化学防腐剂等合成物质,

不采用辐射处理, 也不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 是

一类真正来自于自然、安全、富营养、高品质的环保

生态食品。

有机食品应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原料必须来

自已经建立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或采用有机方式

采集的野生天然产品; (2)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必

须严格遵循有机食品的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要

求; (3) 产品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 有完善的跟踪审

查体系和完整的生产、销售档案记录; (4) 必须通过

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审查。[1～ 3 ]

(三)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发展宗旨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IFOAM ) 发展有

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基本宗旨是: 生产足够数量的

优质营养食品; 保持和提高土壤的长期肥力; 充分利

用当地农业系统的可再生资源; 尽可能利用农业系

统中的有机质和养分; 尽可能减少农业生产活动而

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各类污染; 保持动植物的生存环

境和生物的多样性; 在减少资源浪费、保护环境的同

时为人们提供真正无污染、纯天然、高品位、高质量

的健康食品。[1 ]

二、发展有机食品的意义及必要性

1. 发展有机食品是解决农业面临增产不增收问

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江泽民、朱　基同志曾多次指

出: 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农业增

产不增收, 而有机食品因其自身具有高附加值、强竞

争力及其具有国际性等特性, 一旦实现常规农业向

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向有机农业的转换, 将是解决这

一严峻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 也是维持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最有效地措施。

2. 发展有机农业可以帮助解决现代农业带来的

一系列问题。如严重的水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和化

肥、农药大量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 能源危机, 物种

多样性的减少等。

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 打破了生态

系统中的生态平衡。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 也伤害

了有益生物特别是鸟类及益虫, 进而危及整个生态

系统, 使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大量化学肥料的投入和

农家肥用量的减少使土壤有机质耗竭, 土壤保水、保

肥能力大大下降, 加剧了水土流失和旱涝灾害。据研

究, 施入农田的化学氮肥有一半以上不能被植物利

用而流入环境。我国九五期间重点治理的滇池、巢

湖、太湖都是以水体富营养化为主要特征的, 而从农

田进入水体的化学氮磷肥是造成湖泊富营养化的重

要原因。有机农业强调农业废弃物如作物秸杆、人畜

粪便的综合利用, 既利用了农村的废弃物, 也减轻了

农村废弃物带来的环境污染。

3. 有助于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 减少环境

污染。化学肥料和合成农药的生产通常需要消耗的

是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发展有机农业可以减

少化肥、农药的生产量, 从而降低人类对不可再生能

源的消耗, 同时也可减轻化肥、农药在生产过程中所

产生的工业污染。

4. 发展有机食品有助于有机食品种植者、加工

者及贸易者收入的提高, 以实现“环境保护要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目标。

由于有机食品种植过程中不允许使用人工合成

的化肥、农药, 因此, 有机农业成本通常比常规农业

减少 40% , 而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比同类普通食品

高 20%～ 30% , 且具有独特的竞争力和巨大的国际

市场, 使我国经济走向世界, 实现我国经济国际化的

目标。有助于增加农民、加工厂和贸易单位的收入。

5. 发展有机食品可以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优质的

环保生态食品, 满足人民新的消费需求。有机食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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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已经有了较长的发展历史, 已经形成了一定规

模的市场。我国自 1990 年开始开发有机食品出口欧

洲以来, 国际上需求不断增加。在欧洲等国家有机食

品产业占食品、饮料消费量的 3%～ 8% 之间, 而我

国目前仅占不足十万分之一, 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

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对污染问题的普遍重视,

有机食品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有机食品开发

有着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向社

会提供富营养、品质高、口味好的环保生态食品。当

前, 有机食品在国内外受到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其质优味好、富营养、无污染。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愿

出高价钱购买有机食品既是出于自身健康的考虑,

也是在为保护生态环境作贡献。

6. 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进农业产

业化。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有机食品产业及其所依托的

有机农业, 正是以市场为导向逐步发展起来的, 从一

开始就走产业化道路。邻近南京的江苏省溧水县共

和乡原为贫困乡, 近几年靠发展有机农业吸引了很

多国内外客商到该乡投资, 现在有机食品生产、加工

和贸易已初具规模, 不用多久, 就将甩掉贫困乡的帽

子。我国近几年来的有机食品生产实践证明, 开发有

机食品是推进农业产业化, 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而现实的途径。解决农村

就业问题, 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压力。

有机食品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消费主流, 年均

增长率达 30% 左右。有机农产品的价格比普通农产

品的价格高 30% , 有的甚至高出 60%。目前, 许多国

家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 不断提高食品的安

全卫生标准, 设置安全壁垒。在国际贸易组织达成的

有关协议中, 规定不得阻止任何国家采取措施保护

人类的健康和环境。

7.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就业率。有机农业即传统

农业是指沿用长期以来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为主要

技术的农业生产模式, 生产过程中以精耕细作、农牧

结合、小面积经营为特征, 不使用任何合成的农用化

学品, 用有机肥、绿肥培肥土壤, 以畜力进行耕作, 采

用农业和人工措施或使用一些土农药进行病虫害防

治。是一种劳动集约和技术集约型产业, 需要的劳动

力比较多, 农民可以利用较多的时间从事有机农业

的生产和加工, 从而得到较多的就业机会, 得到较高

的报酬。

8. 有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有机食品的开发、生

产强调充分利用一切可再生资源和利用农业生产中

的废弃物质, 减少化肥、农药等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

严重污染, 有利于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 维持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1～ 2 ]

三、国内外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现状

(一)国外有机食品产业发展概况

有机农业的迅速发展是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

联合会”( IFOAM ) 成立为标志。 IFOAM 的主要工

作范围包括: 促进有机农业在生态、社会以及经济和

健康等方面的发展, 并发展可持续农业体系。进行有

机农业信息交流、标准制定、委托授权、培训以及通

过开展各种活动包括科技会议、贸易会议、博览会等

形式, 以促进全球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贸易的发

展。[1 ]

1. 欧洲是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发展较快的地

区, 德国、丹麦的发展更快。德国大约有 5% 的农场

专门从事有机食品原料的生产, 德国有机食品市场

在整个食品市场的占有量为 5% , 婴幼儿食品基本

上都是有机食品。奥地利, 有机农场占所有农场的

8% , 有机农场面积占总农业面积的 10. 1%。瑞士,

有机农场占全国农场数的 7. 6% , 有机农业面积占

农田面积的 6. 7%。冰岛, 到 21 世纪, 将不用合成农

药和化肥, 100% 生产有机食品。丹麦, 1995 年已有

有机农场 1 094 个, 面积 35 002 公顷, 约占总农场面

积的 2% , 2000 年有机农场的面积发展到了 10% 以

上。[4～ 6 ]

2. 美国, 目前有机食品年销售量超过 42 亿美

元, 21 世纪初达到 65 亿美元, 有机食品的销售量以

每年 40% 的速度递增。专家预测, 到 2005 年, 美国

有机食品得销售量将占食品销售量得 50%。美国市

场调查表明, 现在已有 1ö3 的居民转向购买有机食

品, 83% 的消费者考虑更多的有机食品, 全美几乎所

有的超级市场和连锁店都销售有机食品。2001 年,

美国传统市场的有机食品销售额首次超过自然食品

专卖店。[2 ]

3. 亚洲国家有机食品的开发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初。除少数国家 (日本、韩国)外, 大多数处于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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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仅有少数国际认可的颁证组织, 大多数是由西

方国家派检查员。出口的产品以有机原材料居多, 缺

乏深加工企业, 有机食品市场也尚未发育成熟。日本

有机食品生产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97 年有机食

品销售额为 10 亿美元, 40% 左右的有机作物由国内

生产, 60% 左右的有机作物依靠进口, 有机食品的销

售额每年以 30%～ 40% 的速度增加, 2000 年有机食

品销售额达到 26 亿美元。[2 ]

目前世界上生产有机食品的国家有 100 多个,

其中非洲有 27 个国家, 亚洲有 15 个国家, 拉丁美洲

有 25 个国家, 欧美发达国家都生产有机食品。目前,

国家有机食品市场上销售的有机食品主要有: 粮食、

油类、肉类、奶制品、蛋、饮料、酒类、咖啡、可可、茶

叶、草药、调味品、甜味品等, 此外, 还有动物饲料、种

子、棉花、花卉等有机产品。

有机食品的市场主要在发达国家。国际市场上,

有机农产品的价格至少比普通农产品高 30% , 有的

甚至高出 60% 以上, 并且供不应求。据 ITC 的调查

报告, 1993 年世界有机食品贸易额约 50 亿美元, 美

国、德国、日本、法国等 10 个发达国家 1997 年有机

食品销售额在 100 亿美元以上。在过去 5 年中, 欧

盟、美国及日本的有机食品销售额, 年均增长 25%

～ 30%。到 2006 年, 有机食品市场销售额, 欧盟将增

至 580 亿美元, 美国将增至 470 亿美元。目前, 有机

食品需求量最大的是西欧国家, 其销售量已占食品

销售总量的 10% 以上, 德国、荷兰、英国每年进口的

有机食品分别占有机食品销售总量的 60%、60% 和

70% ; 美国所需的有机食品 80% 以上依赖进口。据

预测, 到 2005 年, 世界有机食品的销售量将占食品

销售总量的 20% 以上。有机食品正在成为发展中国

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

(二)我国有机食品产业发展概况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农业生产历史的大国。过

去, 传统农业从不使用化学物质。但自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 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合成物质已经成为农

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目前, 除了还保持传

统农业生产的少数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以外, 绝大

多数地区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普遍使用农药、化肥等

农用化学合成物质, 而且农业生产几乎完全取决于

外界化学物质的投入水平, 真正有意识地按照有机

农业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地地区极少。

我国有机食品开发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起步较晚, 规模很小, 而且基本上面向国际市场。

1990 年浙江省进出口公司第一次开发有机茶叶出

口到西欧市场, 1994 年辽宁开发了有机大豆出口日

本。1994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成

立以后, 我国的有机食品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

阶段, 制定了我国自己的有机食品管理法规和标准;

在一些贸易商的积极参与下, 开发了一批天然的有

机食品, 如: 高山茶、东北的大豆、野生果品、中药材

等。此后, 随着外商需求多样化, 我国开发的有机食

品的种类也迅速增加。现在, 大多数栽培作物都已有

了有机食品。目前, 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有机食

品生产和认证体系, 经国家环保总局认可的认证机

构共有 16 家, 认证的作物主要有谷物、豆类、蔬菜、

饮品、中草药等类别近 100 个品种, 其中大部分销往

日本、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市场, 也有部分产品在国

内市场销售。据统计, 我国有机食品出口贸易额已从

1995 年的 30 万美元, 增加到 1997 年的 800 多万美

元, 截至 1998 年底已经建成产销一条龙的有机食品

生产企业 30 多家, 有机食品年出口额达 1 000 万美

元, 1999 年, 仅经O FDC 认证的按有机方式种植和

按有机方式采集的作物的面积已达到 6. 67 万公顷,

出口销售额约 1 500 万美元, 2001 年, 我国有机食品

出口销售额约为 1 亿美元, 国内销售约为 5 亿人民

币。近几年的年出口增长率都在 30% 以上。[1, 2 ]

我国有机食品的开发主要采用“公司+ 农户”的

模式, 即由贸易公司 (多数是外贸公司或直接从事出

口业务的食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农户

在公司的指导下按有机方式生产, 公司包销产品。实

践表明, 这种模式比较适合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和目

前的生产力水平。农民把他们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

交给公司经营, 便于统一管理和有机农业技术的开

发及应用。

四、西部地区有机食品产业发展潜力

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耕地面

积占全国的 27. 7% , 草地面积占 3ö5, 水资源年均总

量占全国的 46. 6% , 加上丰富的光照资源, 西部地

区已经成为我国棉花、烤烟、水果、蔬菜、粮食、花卉

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因此, 在西部地区发展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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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

自然资源丰富, 绝大部分地区仍然采用传统农业进

行耕作, 这种传统农业技术可以直接运用到有机农

业生产中; (2)西部大多属于山区、边远贫困地区, 农

业生产中很少使用或不用农药和化肥, 容易转换成

为有机农业生产基地; (3)西部地区拥有许多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其中相当一部分适合发展有机农业;

(4)秦巴山区、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的生物

品种相当丰富, 且绝大部分动植物品种未经过基因

重组, 很多农副产品可以通过有机转换成为有机产

品; (5) 西部地区在我国属于欠发达地区, 劳动力资

源丰富, 能够适应有机农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6)近年来生态农业在西部地区得到高度重视, 特别

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西部各省、区先后

建立了许多生态农业生产基地,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

农业生态技术, 这些生态农业技术大多数适合在有

机农业生产中运用; (7)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人们购买有机食品的要求

会越来越强烈, 特别是婴幼儿食品以及直接供人食

用的瓜果蔬菜等。[7 ]

我国有机食品有着巨大的国际市场和潜在的国

内市场。国际上对我国有机产品的需求逐年增加, 越

来越多的外商想进口我国的有机大豆、稻米、花生、

蔬菜、茶叶、果品、蜂蜜、中药材、有机丝绸、有机棉花

等产品。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国内市场已经

有有机食品销售, 而且消费呈上升趋势。目前, 我国

有机食品的生产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

求。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 经过 5～

10 年的努力, 我国有机食品将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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