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产品名称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公司名称 西安创昕联合认证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8号1幢11602室（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2989281770 13891918581

产品详情

无公害农产品是指有毒有害物质控制在安全允许范围内，符合《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的农产品，或以此
为主要原料并按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加工的农产品，是最基本的市场准入条件。 定义
无公害农产品 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的生态环境质量，生产过程必须符合规定的
农产品质量标准和规范，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控制在安全质量允许范围内，安全质量指标符合《无公害
农产品(食品)标准》的农、牧、渔产品(食用类，不包括深加工的食品)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无公害
农产品标识的产品。 广义的无公害农产品包括有机农产品、自然食品、生态食品、绿色食品、无污染食
品等。除有机农产品外，这类产品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限品种、限时间地使用人工合成的安全的化学
农药、兽药、肥料、饲料添加剂等。无公害农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但比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
标准要宽。无公害农产品是保证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最基本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市场准入条件，普通食
品都应达到这一要求。 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认证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是为保障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安全而实
施的政府质量安全担保制度，属于政府行为，公益性事业，不收取任何费用。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采取产
地认定与产品认证相结合的方式，产地认定主要解决产地环境和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控制问题，是产
品认证的前提和基础，产品认证主要解决产品安全和市场准入问题。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
审批事项是对申报种植业、畜牧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项目进行审核，审核其产地环境、
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特点
四性：公益性、普遍性、公正性、专业性。 公益性： 1、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公众利益所在。
2、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国家利益。 普遍性： 1、保障基本安全。 2、满足大众消费。
3、示范普通农民。 公正性： 1、非歧视合格评定。 2、中立的第三方行为。 专业性：
1、农业生产技术。 2、认证检测技术。 3、质量认证和管理方法。 环节 ①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完成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包括产地环境监测)，并颁发《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②省级承办机构
接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申请书》及附报材料后，审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核实材料内容是否真实、
准确，生产过程是否有禁用农业投入品使用不规范的行为；
③无公害农产品定点检测机构进行抽样、检测； ④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所属专业认证分中心对省
级承办机构提交的初审情况和相关申请材料进行复查，对生产过程控制措施的可行性、生产记录档案和
产品(检测报告)的符合性进行审查； ⑤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根据专业认证分中心审查情况，组织
召开“认证评审专家会”进行最终评审；
⑥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颁发认证证书、核发认证标志，并报农业部和国家认监委联合公告。 状况
表一:认证产地数量 2002年，农业部启动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其中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经过5年



的不断努力，认证企业和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公害农产品（畜牧业产品）认证方面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畜牧业产品认证分中心依托全国畜牧总站承担具体认证工作，各地也相继
成立了认证工作机构，全国共有无公害畜产品认证检测机构66家，从事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工作人员上万
人。初步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整的无公害畜产品认证体系，为无公害畜产品认证提供了有
力的组织保障。 从2003年开始实施认证工作以来，无公害农产品（畜牧业产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数
量逐年增加，规模逐步扩大。2003年，畜牧产地认定数量370个；2004年，畜牧产地认定数量1527个；200
5年，畜牧产地认定数量1628个；2006年，畜牧产地认定数量1663个；2007年，畜牧产地认定数量3303个
。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认定畜牧产地8491个，认定规模达43.2亿（头/只）。（见表1）
表二:认证产品数量 2003年，认证畜牧业产品253个，企业241家，产量267.6万吨；2004年，认证畜牧业产
品1050个，企业964家，产量412.79万吨；2005年，认证畜牧业产品538个，企业495家，产量135.41万吨；2
006年，认证畜牧业产品643个，企业583家，产量260.04万吨；2007年，认证畜牧业产品1585个，企业1029
家，产量340.79万吨；2008年8月31日前，认证畜牧业产品1352个，企业928家，产量260.2万吨。截至2008
年8月31日，全国共认证畜牧业产品5569个，企业4184家，总产量1676.83万吨。（见表2） 在全面加快发
展、不断扩大总量规模的同时，农业部加强获证监管，保证了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稳定可靠。2007年
在农业部开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中，无公害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100%；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的例行监督抽检中，无公害畜产品合格率也是100%。在各地开展的无公害畜产品监督抽检中，
获证的畜产品质量也是保持在较高水平。畜牧业产品认证分中心始终重视认证的无公害畜产品质量，并
提出“质量与数量并重，质量第一”的工作原则。每个申报产品必须经省级工作机构组织进行现场检查
，同时分中心对每年申报的产品按5%的比率进行现场核查。这也充分保障了认证产品的质量水平。 一直
以来，畜牧业产品认证分中心十分重视开展专业培训，提高认证水平。在配合好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培训安排和满足各地无公害畜产品培训需求的同时，分中心也精心组织策划了专业性强、涉及内容
广、师资力量雄厚的技术培训班。先后组织现场检查员培训、认证技术培训、标准化生产培训等5次，培
训人数达500人。参与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国检查员、内检员培训数十余次，累计培训畜牧专业
检查员、内检员3000余人。 行动计划 为适应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进一步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
民收入增加。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加快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的要求和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精神，农业部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四城市试点的基础上
，从200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目标 通过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体系，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控，有效改善和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无公害生产，保障消费安全，质量安全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水平。有
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应积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重点 通过加强生产监管，推行市场准入及质量跟
踪，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强化执法监督、技术推广和市场信息工作，建立
起一套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突出抓好“菜篮子”产品和出口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工作重点是进一步集中力量，下大力气解决好植物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动物源性产品兽
药残留和药物滥用三个重大问题。 推进 （一）加强生产监管 1、强化生产基地建设。2、净化产地环境。
3、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4、推行标准化生产。5、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二）推行市场准入制
1、建立监测制度。2、推广速测技术。3、创建专销网点。4、实施标识管理。5、推行追溯和承诺制度。
（三）完善保障体系 1、加强法制建设。2、健全标准体系。3、完善检验检测体系。4、加快认证体系建
设。5、加强技术研究与推广。6、建立信息服务网络。7、加大宣传培训力度。8、增加投入。 实施 农业
部于2002年7月23日下发的《全面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组织实施。 技术保障 无公害农产品的技术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环境控制技术 无公害农产品开发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将农业环保工作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转化为现实经济效益的一种形式和途径。无
公害农产品开发也是将生产建设与环境保护于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公害农产品以
生态农业为技术保障，生态农业以无公害农产品为市场载体，从而形成以产品开发带动生态农业，以生
态农业建设促产品开发的良性发展机制。因此，无公害农产品开发基地应建立在生态农业建设区域之中
，在生态农业建设中强化无公害技术份额。具体地说，其基地在土壤、大气、水上必须符合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环境标准，其中土壤主要是重金属指标，大气主要是硫化物、氮化物和氟化物等指标，水质主要
是重金属、硝态氮、全盐量、氯化物等指标。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评价是选择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的标
尺，只有通过其环境评价，才具有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的条件和资格，这是前提条件。



2、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过程控制技术 无公害农产品的农业生产过程控制主要是农用化学物质使用限量的
控制及替代过程。重点生产环节是病虫害防治和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要以不用或少用化学农药为原则
，强调以预防为主，以生物防治为主。肥料施用强调以有机肥为主，以底肥为主，按土壤养分库动态平
衡需求调节肥量和用肥品种。在生产过程中制定相应的无公害生产操作规范，建立相应的文档、备案待
查。 3、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控制技术 无公农产品最终体现在产品的无公害化。其产品可以是初级产品，
也可能是加工产品，其收获、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后续过程均应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执行标准
。 产品是否无公害要通过检测来确定。无公害农产品首先在营养品质上应是优质，营养品质检测可以依
据相应检测机构的结果，而环境品质、卫生品质检测要在指定机构进行。 管理办法 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年4月29日联合发布（第12号令），共八章四十二条，对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产地认定、产品认证和监督管理等活动做出明确法律规范。 
《办法》第二条规定：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
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
《办法》第三条规定：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工作，由政府推动，并实行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的工作模式。
《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生产单位和个人申请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
《办法》第八条规定：国家适时推行强制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 《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省级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的规定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的认定工作。 《办法》第三十
条规定：农业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管理办法》。 《办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转让、买卖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产品认证
证书和标志。 之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2年11月25日联合公告发布
（第231号公告）。《办法》对全国统一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申请、使用及监督管理做出明确规定，农业部
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对全国统一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志实行统一监督
管理。 全国统一无公害农产品标志基本图案： 全国统一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标准颜色由绿色和橙色组成。
标志图案主要由麦穗、对勾和无公害农产品字样组成，麦穗代表农产品，对勾表示合格，橙色寓意成熟
和丰收，绿色象征环保和安全。标志图案直观、简洁、易于识别，涵义通俗易懂。 产品标准 无公害农产
品标准是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质量监管的基础，其结构主要由环境质量、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标准三部
分组成，其中产品标准、环境标准和生产资料使用准则为强制性国家及行业标准，生产操作规程为推荐
性国家行业标准。截至2007年，农业部共制定无公害食品标准386个，使用277个：产品标准127个，产地
环境标准20个，投入品使用标准7个，生产管理技术规程标准117个，认证管理技术规范类标准6个。
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评价应从调查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的环境条件（空气、灌溉水、土壤）入手，搜集评价
所需信息，按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选定评价因子、评价模型、评价标准，对基地环境质量状况进
行综合评定，从而正确评价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环境质量状况，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有效开发提供
环境质量依据。 生产技术 无公害化生产是清洁生产的初级阶段，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主要生产方式，包
括耕地净化、品种优质高抗、投入品无害化、栽培管理等关键技术和检测与加工等配套技术。只有严格
执行关键技术规范，合理运用配套技术，才能生产出真正的无公害农产品。 质量标准 8项国家标准：《
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无公害水果安全要求》、《无公害水果产地
环境要求》、《无公害畜禽肉产品安全要求》、《无公害畜禽肉产品产地环境要求》、《无公害水产品
安全要求》、《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我公司主要经营ISO9001质量，ISO14001环境，OHSAS18001职业健康

我们的地址：高新区科技五路数字大厦电话：02989281770联系手机：13891918581  期待您的咨询

 西安创昕联合认证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经营企业管理资询、国际体系认证、企业电脑系统规划、建
设及户外拓展训练的综合性服务机构。成立，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支来自机械、电子、化工、汽摩、
食品、建筑、建材、冶金、纺织、服务、房地产等各行业专业技术的认证咨询队伍，拥有咨询师、高级
咨询师20余名，专业技术专家10余名，已形成严谨、高效的认证咨询体系。    专业的ISO9001质量体
系认证、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GJB9001B国军标认证、ISO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HACCP认证、ISO27000信息安全体系认证、中国环境标志认证、中国环保产品认证
、节能产品认证、CE、CCC、QS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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