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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论述了目前食品加工 HACCP 体系中原料安全控制存在问题及主要原因，并

就农业生产集约化在提升 HACCP体系有效性方面的作用和途径进行粗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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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 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良好操作规范(GMP)和卫生标准操作规

程(SSOP)基础之上，控制食品安全危害的预防性体系，它的主要控制

目标是食品的安全性，因此它与其他的质量管理体系相比，主要关注

对象是影响产品安全的关键控制点，而非每一个生产步骤。 

在食品加工企业 HACCP体系中，通过危害分析可知来源于种植、

养殖的农产品原料中的农兽药残留问题确系显著危害，且无法通过后

续的生产环节加以控制，因此原料验收环节被普遍设为关键控制点。

但在原料收购环节如何有效控制原料农兽药残留，保证食品安全的目

的，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HACCP 体系中原料安全控制有效性亟待提升 

国家质检总局于 2002 年颁布《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管理

规定》（总局 20 号令），规定在六大类出口食品生产企业中建立并实

施 HACCP体系。十多年来在检验检疫部门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下，六大

类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普遍建立并有效实施 HACCP体系，有效扼制了出

口食品的安全卫生问题，大大提升我国出口食品的国际信誉。但近年

来，我国食品农产品安全卫生问题却屡见不鲜，输欧水产品“氯霉素”

残留超标、输日烤鳗“恩诺沙星”、“孔雀石绿”残留超标、输美鲶鱼



“氟喹诺酮”残留超标以及输日茶叶“氟虫腈”残留超标等。 

通过分析进口国官方通报数据来看，三份之二的不合格原因都是

来自原料中化学残留超标；在检验检疫日常监管中我们也发现，目前

大部分食品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制定 HACCP计划时，均将原料验收作为

关键控制点，监控的显著危害主要是农药、兽药和工业环境污染物的

残留，监控的方法是审阅供应商的合格证明以及官方出具的相关证明

等。但在实际运行中，原料验收人员关注的是原料的数量、等级、外

观品质等，无法真正对原料的农兽药残留实施控制。即使有的企业专

门配备了快速检测仪器（或批批送有资质的实验室），对每批原料均

进行残留检测。但这种检测只能是起到验证作用，无法真正预防原料

中潜在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即使是 HACCP体系运行非常正常的企业，其成品仍

然在国内外市场上频频出现食品安全事故，极大地影响了 HACCP体系

的有效性和消费者对 HACCP体系的信心。 

二、农产品生产集约化水平不高是导致原料验收环节失效的主要

原因 

针对频频发生的农产品超标事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建立

了完备的 HCCP 体系，并投入大力气、大价钱运行，依然屡屡发生食

品安全事件”“为何批批对原料进行了农残检测，还依然出现超标事

件”。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目前，多数食品农产品企业的 HACCP体系主

要是基于 CAC 或美国 FDA 的标准和模式建立起来的，食品安全控制

集中在原料入厂后到产品出厂的整个过程，对原料和辅料实施的控制

方法是验证。而这种验证是建立在集约化生产、良好农业操作规范



（GAP）及健全的诚信体系基础上的。 

但在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分散经营仍是农业种植养

殖的主要组织形式。据统计，中国目前约有 2.4亿家农户，每户平均

拥有土地面积不足 1.3亩，而在发达国家，每户拥有数百至数千亩土

地。加之，当前我国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

公共监管体系尚未健全完善，农兽药市场上禁药、假药、劣药难以杜

绝，分散的农户由于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对市场上

鱼目混珠的农药兽药进行准确甄别和正确使用，在初级农产品种植和

养殖过程中极易由于误用禁药或对敏感药品使用不当造成药残超标；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原料生产者存在诚信缺失，通过违规使用药品

谋求不正当利益。同时，在分散经营模式下，由于个体农户原料总量

较小，因此食品农产品生产企业在日常监管中无法对每个农户进行监

管，原料收购时也无法对每个农户的原料进行检测。 

所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种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原料，在现有

的 HACCP体系的原料验收环节下实施验证必然是失效和流于形式的。

因此，要想提升 HACCP体系在原料验收环节操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就必须建立集约化的农业种养殖方式、提高农业种养殖组织化、专业

化水平。 

三、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集约化种养殖模式的建议 

在我国，小规模农户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将是农业经营的主体和

基本组织形式。农户经营的分散化使他们无法提供维护农产品质量安

全生产所必需的技术、资金和人才成本，所以必须把农户组织起来，



从组织层面承担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在现阶段国情下，要想

建立集约化的种养殖模式有以下几种形式。 

1、“生产企业自有基地模式”建立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 

当前，出口食品种养殖基地管理制度主要有两种方式，即生产企

业自有基地模式和出口公司+基地+农户（标准化）模式。但由于出口

公司+基地+农户（标准化）模式管理模式组织上较为松散，对个体农

户约束力不高，原料安全风险较大。因此近年来，食品生产企业纷纷

投入巨资建立自有基地，提高原料安全水平。据统计，截至 2013 年

安溪出口乌龙茶质量安全示范区内企业自有基地约 21000亩，占全部

备案面积的 45%左右。 

该模式优点是种植基地在企业直接管理之下，种植风险清晰、可

控；但缺点也较明显，主要表现在由于生产企业在建立自有基地时，

除投入巨资外，也必须对原料基地配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无疑

大大占用了企业资金，提高了企业管理费用。同时，由于大部分生产

企业对基地管理经验不足，生产过程必然会产生大量浪费，导致人为

增加了生产成本。此外，自建基地在实际中也无法企业全部满足生产

需求。 

2、建立公司+农户的“联作制”管理模式 

所谓“联作制”是指企业在备案基地内对分散农户的一种管理模

式。联作制协议基地根据“自愿组合、连带责任、严格用药、相互监

督、捆绑签约”的原则，由 5-12户自愿结合组成一个小组，实行统一

发放农药肥料、统一指导施肥用药、统一农事活动、统一收购毛茶原



料、统一质量检测的“五统一”管理。同时通过小组内部农户间相互监

督、相互制约，最终达到整个基地合理用药、规范用药，为企业提供

质量安全的原料的目的。在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公司以高于同期市场

价的价格收购联作制农户的产品，留样封存后销售，同时全程记录农

事活动，最终实现整个基地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及质量安全可追溯。 

在福建安溪县茶叶质量安全控制中，此模式有效提高了原料安全

水平，但是，经验表明当合作小组内户数超过 15 家时，联作制的效

果将大大降低。同时，“联作制”模式仅仅只是对农户进行简单捆绑，

保证了个体农户的信用，并未进行种植、加工环节的整合，因此实际

该模式并非真正的集约化生产。 

3、大力推广“公司+农业合作社”模式 

大量研究表明农业合作社在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有其自身

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减少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成

本。由于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具有同质性，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检测、

技术服务可以发挥它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规模优势；(2)可

以实施有效监督。由于它是农户自有的组织，可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和

监督机制，督促农户实施。(3)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组织及农户利益

有效合一。 

大量实践也表明分散的农户通过建立合作社实施农兽药的统一

采购、统一管理、统一配送和统一指导使用，同时在合作社内辅以严

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地突破个体农户在资金、技术、信息、

自律等方面劣势，从而达到甄别、选择和正确使用农兽药品，保障用



药安全，提高食品农产品原料质量的作用。任国元等(2008)对浙江省

嘉兴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质量控制中的表现也进行了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2005 年畜禽、水产、蔬菜、生猪的抽检合格率分别

为 91%、100%、97.5%、99.2%，而农业合作社对应的合格率都是 100%。

2006年四种产品的抽检合格率分别为 99.2%、92.2%、99%和 99.5%，

而农业合作社的合格率仍是 100%。调查结果表明，农业合作社不仅

可以有效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方面也是富有

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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