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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标准系统与标准化体系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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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农业系统过程及其特点出发, 依据标准基本理论, 研究农业标准的类型、体系建立及运作方式, 提出

6 大农业标准体系及其 5 大亚系统, 阐述了农业标准体系中的元素组成、相互关系及标准综合体的表达, 认为农业

标准化系统由 5 大亚系统和 11 个子系统构成, 并初步建立了中国农业标准化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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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研究手段的不断改

进, 人们越来越发现农业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因素

为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我国农业历史悠久, 农业从业

人员占总人口近 70%。加入W TO , 农业标准化成为

我国农业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的一个首要问题。对此,

国人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付之行动。在短短几年

里, 有关农业方面的标准、技术规范等, 已经产生几

千项, 示范基地也在推动之中显现一片生机。然而,

作为一门科学, 理论的思维与探索十分必要。为了促

使我国农业标准化学科从实践到理论的迅速转变,

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之功能, 推动其稳步、快速发展,

尽快消除与W TO 规则之间的差距, 在短时间内跟

上国际贸易的步伐, 农业标准化的体系框架、基本理

论以及有效的实施途径等, 都是需要探讨的基本问

题。笔者在此就农业标准化基本理论框架体系进行

了初步探讨。

一、农业中的标准与标准化

1. 标准: 国家标准 GB öT 20000. 1- 2002 的标

准化基本术语中对标准作如下定义:“为了在一定范

围内获得最佳的秩序, 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的

机构批准, 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

件 (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1 ]

可见, 标准强调了客观上的重复性, 并为此建立

科学规则, 以便人们以此规则约束行为过程, 顺利达

到预定目标。标准的质量就是要反映过程的稳定性

和良好的再现性。

以此审视农业过程的标准诞生, 必见其特殊性

和产生的困难性。因为农业反映的是生命体; 具有显

著内在自运动性。其次, 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与多因

子的不可控性, 导致了同一过程在重复性上的明显

差异。

2. 标准化: 国家标准 GB öT 20000. 1- 2002 对

标准化的定义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

序, 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

用的条款的活动。”[1 ]显然, 标准化是一项活动过程,

是在系统基础上的标准实施最佳化保障体系。反映

在农业方面, 体系内的可塑性和动态性表现得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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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因为农产品的每一项最终指标, 都会在事先由

多个因素促成, 即同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有多个。这说

明标准化在农业领域往往是多方案系统, 其主体只

是在度与量的框定下, 自振与共振皆生的复合管理

过程。充分表明了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农业标

准化中的特殊作用。

二、农业过程中的标准类型

农业过程中, 由于生物系统发展的持续性特点,

围绕这种生产的标准要具有强烈的跟进性。

由于农业过程存在着自身特有的发育规律及许

多环境因子的不可控性, 人为作用只能在遵从这些

规律的前提下, 施以相对加速力, 同时具备当环境不

可控因子出现后的调整或补救能力。因此, 农业过程

的标准应当有: (1)用于某一生命过程中的技术操作

规范。(2)用于规范化操作者的基本能力与操作行为

的工作标准。(3)用于依据生物生长发育特点而制定

的生产分段 (关键期) 质量控制与达标检验标准。

(4) 用于生产规划、组织管理、完成系统生产并有监

督机制的管理标准。(5)用于最优生态条件认定的环

境标准和产品质量认定的质量标准。(6)用于有害生

物管理与危害风险评估的技术标准。

农业过程中的标准要求从客观上看, 表现得十

分复杂, 但并非无序。图 1 将农业标准需要及其不同

标准的管理范围加以综合示意。除此而外, 应对农业

突变因素及其灾后处理标准加以重视。

上述六类农业标准在围绕原定目标的农业生产

过程中被统一起来, 组装成一个整体, 形成了农业标

准大综合体。

三、农业标准体系的建立

农业标准体系的建立, 比农业体系以外的任何

一个标准体系都困难, 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任务。以

往人们将农业标准体系的目光总盯在产品质量及其

检验环节上是不够全面的。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这

在农业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工厂中产品不符合质

量要求时, 可以重来, 农业则无“返工”的机会, 每个

生产过程只有一次。农业的另外一个代价就是长周

期性。农业标准, 要从一个巨系统角度, 遵从农业许

多特性, 以标准要求的套路对农业全程进行审视研

究, 把握农业中的动和静, 确定各关键环节上的质与

量, 弄清这些质、量之间的因果联系, 分门别类而又

相互嵌套, 各有侧重又不能重叠地反映农业运作实

质, 逐步产生和完善各个环节标准, 再达到体系水平

上的标准, 是耐心而艰苦的工作。

农业标准体系的亚体系应当有: (1)农资与生产

环境标准体系 (决定生产基础与生产原料的达标) ;

(2)农业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标准体系 (监督生产过程

的达标) ; (3)有害生物管理标准体系 (外来可控有害

因子的抑制) ; (4)农产品质量检验认证标准体系 (农

产品最终认可与质量定级) ; (5) 农业服务标准体系

(实施上述四大体系过程中的技术保障)。在此基础

上, 依照不同生物生产过程及其特点归位, 形成“个

性”实施标准, 横向成为各自标准体系, 纵向则贯穿

为农业标准内容的体系[2 ] (见表 1)。

表 1　农业标准体系的元素组成及其关系

标准体系
农业生物类型

粮 油 棉 果 林 蔬 ⋯⋯ 畜 禽 渔 ⋯
标准化体系公式

Αij a 粮 a 油 a 棉 a 果 a 林 a 蔬 ⋯⋯ a 畜 a 禽 a 渔 ⋯ a 粮+ a 油+ a 棉+ ⋯= Βa

bij b 粮 b 油 b 棉 b 果 b 林 b 蔬 ⋯⋯ b 畜 b 禽 b 渔 ⋯ b 粮+ b 油+ b 棉+ ⋯= Βb

cij c 粮 c 油 c 棉 c 果 c 林 c 蔬 ⋯⋯ c 畜 c 禽 c 渔 ⋯ ⋯⋯

d ij d 粮 d 油 d 棉 d 果 d 林 d 蔬 ⋯⋯ d 畜 d 禽 d 渔 ⋯

eij e 粮 e 油 e 棉 e 果 e 林 e 蔬 ⋯⋯ e 畜 e 禽 e 渔 ⋯

� � � � � � � � � � � � B z = Β粮 + Β油 + Β棉 + ⋯

� � � � � � � � � � � � Β粮 = a 粮 + b 粮 + c 粮 + ⋯

B z Β粮 Β油 Β棉 Β果 Β林 Β蔬 ⋯⋯ Β畜 Β禽 Β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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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中的 Αij, b ij, cij, d ij, e ij, ⋯⋯代表某种 (类) 农

业生物在农业过程中不同方面的要求标准, 如 Αi 可

以代表环境标准, b j 可以代表某种生物的种子标准

中的某项, 等等; i 为不同生物种, j 为同一种生物的

某个阶段中的分项标准。Α则为某一类 (如动物或植

物或微生物)环境标准综合体; Βz 自然成为农业标准

综合体, Βx 则成为不同种 (类型) 生物的标准综合体

(x 指粮、油、棉⋯⋯)。这里生物类型的划分涉及到

适合于农业标准体系的分类问题, 另当别论。

以上模式, 使每一个具体标准出台时, 既反映应

有的客观事实, 又符合农业标准体系要求, 这无论对

标准的管理、分类, 还是监督、实施均处于清晰可辨、

游刃有余的主动地位。

四、农业标准化体系与运作

农业标准体系是农业标准化体系建立的基础,

农业标准化体系则是农业标准体系得以实现的保障

和动力。农业标准化体系的组成及各成份关系如图

2 所示。

农业标准化体系的运行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需

要相应的硬件支持体系, 又需要一支强大的、能够依

照标准要求实施各个环节的技术督导和实施队伍,

还需要营造良好顺畅的管理氛围。硬件体系就是能

够反映客观实际的标准体系。有关标准方面的法规、

高效贯穿机制、标准质量控制检测体系等构成标准

实施的有形框架。保证标准的技术实施, 要有一支结

构清晰, 链接顺畅、精明能干的标准推行队伍, 能够

承担农业标准化的培训、指导及质量把关任务, 特别

是对农民的标准知识贯穿培训和自身水平的不断提

高。同时良好的管理氛围也不能忽视。农业标准化

的实施, 几乎是一个全民的工程, 由于其复杂性和涉

及的广域性, 注定其实施与民俗、本土文化及农耕习

惯等紧密结合, 营造舒畅的管理氛围对任务的贯穿

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图 2　农业标准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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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标准化在我国历史上发展十分缓慢, 几乎

没有形成应有的理论体系。但在实践中, 劳动人民从

方方面面都形成了具有一定区域性的通用农业操作

方法来反映农事的本质,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标准的

推进和应用。加入W TO , 落后的农业标准形式成为

束缚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出口的瓶颈, 国家及时

调整和加强力量, 推动农业标准化机构及相关体系

的建立, 鼓励在农业标准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笔者

从事高等农业人才培养、科研和技术推广多年, 倍感

标准的重要, 以此文提出拙见, 试图勾画出一个框

架, 引出更加科学的农业标准化体系思路。

关于这一方面, 国外有多个联盟或者协会, 如:

IPPC、IOOC、L S IA、O IE 等, 出现过具体的制标方

法、注意事项或者标准规则, 如质量标准方面的

HA CCP, GM P, GA P 等。这些标准和规则多集中在

产品与市场方面, 形似企业或行业标准规则。由于我

国农业不同与国外农场式的生产体系, 我们既要考

虑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微观生产指导, 又要照顾到地

方及国家宏观调控及其整体农业生产过程的特点。

所以, 农业标准化框架体系是实现我国农业标准化

的前提和依据。[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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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 ries concern ing standards, agricu ltu ra l characterist ics as w ell as agricu ltu re

p rocess, the requ irem en ts of agricu ltu re standards, the app roach of opera t ion and estab lishm en t w ere

addressed. In the con tex t of agricu ltu re standard iza t ion, six standard system s in the p rocess of agricu ltu re

and five sub- system s invo lved in the agricu ltu ra l standard iza t ion system w ere pu t fo rw ard. Componen ts

in the p rocess of agricu ltu re, rela t ion sh ip s among them and exp ression of the agricu ltu ra l standards

in tegra t ion w ere exp lo red. A p relim inary fram ew o rk of agricu ltu ra l standard iza t ion w as estab lished.

Key words: standard; agricu ltu ra l standard; agricu ltu ra l standard iza t ion; standards in tegr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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