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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有机农业行业运行现状及投资预测研究分析报告》涵盖
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
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
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703/506124.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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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前言
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

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
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
    一般定义

有机农业是遵照一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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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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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
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事实上，如今有不少农场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种养，却提出
了不一样的概念。
有机农业

“有机农业”一词最早出现在出版于1940年的诺斯伯纳勋爵（Lord
Northbourne）的著作《Look to the Land》中。然而事实上，有机农业就是最古老的农业形
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农民们没有从石油中提炼的化学制剂（合成的肥料与杀虫
剂），因此别无选择。后来人们发现战争期间发明出来的技术对农业生产颇有帮助。例如，
被作为炸药使用的化学药品硝酸铵摇身一变，作为肥料派上了用场，而被用作神经毒气的有
机磷化合物后来被用作杀虫剂。
    新增定义

近来，农民们正在转而回归有机农业，但是今天的有机农业采用了注重生态的系统方法，
包括长期规划、详细跟踪记录以及对设备和辅助设施的大笔投资。尽管这一产业规模还是很
小，但是从事有机农业的美国农民数量正在以每年约12%的速度增长，而现在全美国已有超
过12,000人从事有机农业。

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有机食品销售额达到238.2亿元。尽管我国有机食品的市场容量很
大，但以全国每人每年平均食品消费额计算，有机食品销售额仅占常规食品销售额的0.1%
，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相比，相差20倍。目前，制约有机食品消费的关键在价格。相对
于常规产品，有机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产量低，价格自然要高一些。目前国外有机食品的市
场比较成熟，有机食品价格一般比常规食品偏高30﹪；而我国有机食品市场还不成熟，有机
食品价格为常规食品的3-5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导致普通大众对有机食品难以接受。对
此，专家认为，这主要与有机产品人工投入成本高有关，也与某些不法商贩看准了消费者对
有机食品的日益重视心理，乘机赚取高额利润有关。随着中国有机食品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价格将逐渐趋于合理，有机食品也将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2011-2013年我国有机食品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本对有机农业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咨询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
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咨询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
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国对有机农业
行业研究报告是2015-2016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
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
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咨询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
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对有机农业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对有机农业行业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对有机农业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
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
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目录：
第一章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综述 1
1.1有机农业的相关概述 1
1.1.1有机农业概念 1
1.1.2有机农业特征 2
1.1.3有机农业与其他形态农业的关系 3
1.2有机农业背景分析 3
1.2.1有机农业发展背景 3
1.2.2有机农业的起源 4
1.2.3有机农业目标和原则 4
1.2.4有机农业的发展意义 6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双重任务，但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常常会导致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浪费。

在所有产业中，农业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和特殊，农业生产既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也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并浪费大量资源。如不当的耕作造成水土流失；过度种植
与放牧使土壤地力下降；过量的施用化肥和不当的灌溉破坏了土壤结构，加速了次生盐渍化
，使土壤生产能力日益下降，而为了维持农田眼前的生产，愈益依赖于化肥，如此反复的恶
性循环，导致土壤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防止有害生物的危害，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和除草剂
，虽然暂时控制住了病虫草的危害，保住了产量，但与此同时，杀灭了天敌，破坏了自然界
动物区系及昆虫、微生物与植物之间的生态平衡，有害生物抗药性逐渐增强，最终会导致病
虫害的暴发，甚至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此外，森林和草原面积的减少使风沙加剧，人类生
存环境更加恶化，农业的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理有甚者，农药、化肥的滥用不仅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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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土壤与河流，也直接威胁到我们的食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使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
矛盾越来越尖锐。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代价，世
界各国都在积极探讨既能实现发展目标，又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途径，寻求农业持续发
展之路，而发展有机农业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

当前，世界农业和农村发展主要面临食品质量与粮食安全、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农民增
收与经济安全等问题，而有机农业正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国际有机
农业运动联盟主席GUNNAR RUNDGREN先生曾把发展有机农业的理由总结于下表中。
发展有机农业的理由 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方案 与有机农业的相关性 农药带来的健康问题
不用化学农药 高度相关 畜禽养殖中使用抗生素、激素导致的健康问题 改进养殖系统
高度相关 养殖和种植结合 高度相关 满足畜禽的需要，使用替代的疾病治疗方法 高度相关
农用化学品导致的污染 不使用农用化学品 高度相关 畜禽粪便和有机废弃物导致的污染
养殖和种植结合，降低畜禽饲养密度，提高动物饲料的自给率 高度相关
周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不使用农用化学品 高度相关 不使用基因工程作物 高度相关
多样化种植 高度相关 农业生产内部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作物品种多样化 高度相关
不使用农用化学品 高度相关 不使用基因工程作物 高度相关 种植和养殖结合 高度相关
毁林（与伐木业无关的） 木柴的替代燃料 有一定的相关性（沼气） 改变农业耕作方式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植树来满足多种需要（燃料、固氮、饲料、覆盖、水果） 高度相关
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高度相关 土壤退化导致产量下降 控制水土流失 高度相关
增加有机物；生产多样化；植树，建立农田防护林体系 高度相关
现代农业生产力下降（害虫更多，抗性更强）农民利润低
更好的管理，土壤增肥，预防，多样化种植，品种改良，生物防治 高度相关
降低生产成本，以市场为导向的多样化种植 在外部投入成本高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时相关
增加收入 存在有机食品市场时相关 投入费用的低效率
改善管理和技术，更有效地利用本地（农场内的）资源 高度相关 自然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养殖和种植结合，计算养分平衡，制定轮作周期或生产周期的养分计划 高度相关
养分在系统内循环 高度相关 水资源制约 减少水污染 高度相关
改善土壤的水容量，植树，农田防护林，护根和覆盖作用 高度相关 外汇问题 增加出口额
在价格的提高能弥补可能的产量下降的情况下相关 减少投入物的进口 高度相关
出口市场的环境要求 环境认证，培训和组织农民 高度相关 市场准入的限制
获得竞争优势，获得市场准入 高度相关 小农户 提高产量
在传统种植方法未达到最佳效益时相关 降低生产成本
在外部投入成本高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时相关 增加收入 存在有机食品市场进相关 改进技术
高度相关 组织农民，直接进入市场 有一定的相关性 从社区获得肥料
相关性取决于废弃物的质量，社区的意识，清洁措施 向城市迁徙导致的贫困
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地区的货币流通，组织和培训农民 有一定的相关性 区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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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地区的货币流通，增强农村基层组织 有一定的相关性
社会和文化退化
激活老的价值体系或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提高农村及农民的自给能力和地位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食品保障受到威胁 增加产量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获得生产资料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增加收入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稳定产量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减少对外部投入的依赖 高度相关 增加多样性，减少风险，改良土壤，提高适应性 高度相关
本地资源的优化使用 高度相关 食品安全 限制不安全的食品 高度相关 增强消费者的意识
高度相关 食品主权 本地生产 有一定的相关性 本地种子 有一定的相关性 本地投入 高度相关
增强消费者的意识 高度相关 社会状况 缩小贫富差距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民主，透明，参与，组织 相关性取决于具体情况
发展有机农业的意义
1、有机农业有利于环境保护

现代农业主要依靠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这就使得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农药在
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伤害有益生物特别是鸟类及益虫，进而危及整个生态系统，使生物多样
性减少。大量化学肥料的投入和农家肥用量减少使土壤有机质耗竭，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大
大下降，这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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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外部物质的投入，既利用了农村的
废弃物，也减轻了农村废弃物不合理利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化学肥料和合成农药的生产均需要消耗能源，通常是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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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减轻化
肥农药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污染。

在生态敏感和脆弱区发展有机农业可以加快这些地区的生态治理和恢复，特别是水土流失
的防治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践表明，在常规农业生产地区开展有机农业转换，可以使农
业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天敌数量和生物多样性也能迅速增加，农业生产环境可以得到有
效地恢复和改善，土地、水资源、植被和动物界所受到的破坏与损害的程度将较轻。因此，
从保护农村环境的角度来看，有机食品产业又是新兴的环保产业，是农业生产体系中的清洁
生产。
2、有机农业可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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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有机产品"的消费。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也向着更有助于健康的方向演变，例如
减少对烟、酒、咖啡、肉类、糖的消费，而增加对植物性产品的消费。在发达国家，食品消
费支出占整个家庭支出的比例普遍较低，因此，即使他们因购买有机食品导致支出增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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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经济承受范围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食物中的农药残留对人体的影响不仅表现为直接的毒

害，间接危害也很严重。有报道说，农药在降解过程中将形成各种各样的中间体，其中某些
中间体的分子结构与动物体内的雌性激素十分相似，这可能是导致整个生物界雄性退化的重
要原因。在日本，儿童皮肤过敏症非常普遍，也可能与食用基因工程食物或食物中的农药残
留有关。近几年，发达国家消费者对基因工程食物的潜在影响普遍比较担忧，而有机食品禁
止引入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消除人们的疑虑。
3、有机农业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根据联邦德国农业部的农业年度报告，以有机农业生产方式从事生产的农业企业的多年平
均纯收入水平，无论是按单位土地利用面积、单位劳动力还是农户计算，均至少不低于以常
规方式生产的同类农业企业。这主要是因为有机农业的企业通过投入较多劳动的方法，自己
来进行土地肥力保护和植物保护工作（而常规农业则是通过购入化肥与农药来"购入"土地肥
力和植物保护），并且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饲料而不是购入饲料。这就是说，其生产的购入
物资成本较低。
再者，目前国际市场上有机食品的价格比常规食品高20-50%，有些产品（如豆类等）可高
出一倍甚至更多，生产加工厂家和贸易部门拓宽了国内外市场的同时，也依靠自身产品的质
量优势，获取了较高的销售价格。近年来国内很多单位积极开拓有机食品这一新兴环保产业
，通过开发有机食品帮助部分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和环境的持续发展。

另外、有机农业生产企业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将一些营销部门的功能承担过来，即他们自己
也从事营销。通过直销、定点供应、连锁店和专卖店的短链销售，减少流通环节，获取更高
的利润。
4、有机农业可增加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有机农业生产基地和有机食品发展，是以市场为导向逐步发展起来，走的是产、供、
销一体化的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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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贸易已经初具规模，预计不用多
久，该乡就将甩掉贫困乡的帽子。在我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5、有机农业可增加就业机会
由于有机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和单畜生产力较低 减轻了对过剩农产品市场的压力，这将减轻

政府为消除过剩产品所必须支付的财政补贴负担，有助于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保护生产者
的利益。由于传统农业中的农药、化肥和杀虫剂等农业措施在有机农业中尚未找到良好的替
代措施，很多诸如病虫草害防治等农业劳动要通过手工来完成，所以有机农业也是一种劳动
密集型产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1.3有机农业产业链分析 12
1.3.1农业产业链简介 12
1.3.2传统农业产业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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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有机农业产业链 13
1.4有机农业生产模式分析 13
1.4.1自有生产模式 13
1.4.2合同生产模式 14
1.4.3混合生产模式 14
1.4.4农民合作社模式 14
第二章中国有机农业市场环境分析 15
2.1有机农业政策环境分析 15
2.1.1行业管理体制 15

我国有机农业行业主管部门是国家农业部。国家农业对有机农业行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1）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生产企业的生产行为，引导企业规范生产和销售；
  （2）制定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

（3）采取措施激励企业进行科研创新，提高行业发展水平。 部门名称 主要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一）研究拟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拟定农业
开发规划并监督实施。
（二）研究拟定农业的产业政策，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
品品质的改善；提出有关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关税调整、大宗农产品流通、农村信
贷、税收及农业财政补贴的政策建议；组织起草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乡镇企业等农业各
产业（以下简称农业各产业）的法律、法规草案。
（三）研究提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集体经
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按照中央要求，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政策，调节农
村经济利益关系，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和耕地使用权流转工作。
（四）研究制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针政策和大宗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促进农
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组织协调菜篮子工程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研究提出
主要农产品、重点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建议；预测并发布农业各产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
供求情况等农村经济信息。
（五）组织农业资源区划、生态农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草原
、宜农滩涂、宜农湿地、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和水生野生动植物工作；维护国家渔业权益，代表国家行使渔船
检验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权。
（六）制定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及其队伍 建设的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实施科教兴
农战略；组织重大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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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拟定农业各产业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组织实施农业各产业产品及绿色食品的质量监
督、认证和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组织协调种子、农药、兽药等农业投入品质量的监
测、鉴定和执法监督管理；组织国内生产及进口种子、农药、兽药、有关肥料等产品的登记
和农机安全监理工作。
（八）起草动植物防疫和检疫的法律法规草案，签署政府间协议、协定，制定有关标准；组
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组织、监督对国内动植物的防疫、检疫工作，发布疫情并
组织扑灭。
（九）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组织有关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十）指导直属事业单位的工作及部属企业改革；监督部属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按照权
限管理直属单位人事、劳动工资、机构编制工作；指导有关社会团体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
（十一）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1.2行业相关政策动向 17
2.1.3有机农业发展规划 72
2.2有机农业经济环境分析 73
2.3有机农业社会环境分析 75
2.3.1中国食品安全状况 75
2.3.2中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 77
2.3.3有机标识认知度尚待提高 77
2.4有机农业技术环境分析 78
2.4.1国内有机农业专家的农场规划 78
2.4.2有机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 81
第三章国内外有机农业总体发展状况分析 83
3.1世界有机农业发展分析 83
1、有机农业的产生和发展
按照有机农业产生和发展的时间顺序，将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分为产生、扩展和增长3个阶
段。
1．1产生阶段(1924～1970)

有机农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4年由德国的鲁道夫·施泰纳(RudolfSteiner)开设的“农业发
展的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其理论核心为:人类作为宇宙平衡的一部分，为了生存必须与环境
协调一致；企业作为个体和有机体:要求饲养反自动物；使用生物动力制剂；重视宇宙周期
。德国的普法伊费尔(H.Pfeiffer)在农业上应用这些原理，从而产生了生物动力农业(biodyna
micagriculture)。至20世纪20年代末，生物动力农业在德国、瑞士、英国、丹麦和荷兰得到
了发展。
20世纪30年代，瑞士的汉斯·米勒(HansMueller)推进了有机生物农业(organic-biological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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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lture)。他的目标是:保证小农户不依赖外部投入而在经济上能独立进行生产，施用厩肥以
保持土壤肥力。玛丽亚·米勒(Maria·Mueller)将汉斯·米勒的理论应用到果园生产系统。拉什(
HansPeterRush)强调厩肥对培肥地力的作用，丰富了通过土壤生物保持土壤肥力、促进有
机物质循环的理论。汉斯·米勒和拉什为有机生物农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使有机生物农业在
德语国家和地区得到发展。
英国的霍华德爵士(SirAlbertHoward)被认为是现代有机农业(organicfarming)的奠基人。他

总结了在印度长达25年的研究结果，1935年出版了“农业圣典”一书，论述了土壤健康与植物
、动物健康的关系，奠定了堆肥的科学基础。1940年，美国的罗代尔(J.I.Rodale)受霍华德
的影响，开始了有机园艺的研究和实践。1942年出版了“有机园艺”一书。英国的伊夫·鲍尔
费夫人(LadyEveBalfour)第一个开展了常规农业与自然农业方法比较的长期试验。在她的推
动下，1946年成立了英国“土壤协会”，该协会根据霍华德的理论，提倡返还给土壤有机质，
保持土壤肥力，以保持生物平衡。20世纪50～60年代，有机农业(lemaire-boucher)在法国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成立了“自然和进步协会”，在唤醒消费者在食物对健康影响意识上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的冈田茂吉(MokichiOkada)于1935年创立了自然农业(naturalagricult
ure)，提出在农业生产中尊重自然，重视土壤，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主张通过增加土
壤有机质，不施用化肥和农药获得产量。20世纪60年代加剧的环境和健康问题促进了自然
农业在日本的兴起。自然农业技术纲要成为日本有机产品标准的重要内容。
  1.2扩展阶段(1970～1990)
20世纪60年代后，有机农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扩展。特别是70年代的

石油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和生态环境问题，如高投入低效益、农产品品质下降和环境
污染加剧等，促使人们对现代农业进行反思，探索新的出路。以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环
境、低投入、高效率、食品安全为宗旨，回归自然、寻找替代以及持续农业的思潮和模式，
包括有机农业、有机生物农业、生物动力农业、生态农业、自然农业等，概念得到扩展，研
究更加深入，实践活动活跃。
1970年，美国的威廉姆·奥尔布雷克特(WilliamAlbrecht)提出了生态农业(ecologicalagricult

ure)的概念，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纳入了有机农业的生产系统。英国“土壤协会”于20世纪70
年代在国际上率先创立了有机产品的标识、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1972年，国际上最大的
有机农业民间机构—国际有机农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OrganicAgricultureMov
ements，IFOAM)成立。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有机农业协会和研究机构，如法国国家农业生物
技术联合会(FederationNationaled'AgriculteureBiologiques，FNAB)和瑞士的有机农业研究
所(ForschungsinstitutfuerbiologischenLandbau,FiBL)—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机农业研究所
，都成立于20世纪70～80年代。这些组织和机构在规范有机农业生产和市场，推进有机农
业研究和普及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立法工作在有机农业标准制定后逐步展开。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分别与1974和19

79年采用有机农业法规。美国农业部于1980年对美国23个州的69个有机农场进行了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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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对美国有机农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潜力和研究
方向进行了分析，定义了有机农业，提出了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和行动建议，对促进美国有机
农业立法和有机农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法国于1985年采用了有机农业法规。
  1.3增长阶段(1990～)
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有机农业进入增长期，其标志是成立有机产品贸易机构，颁布有机

农业法律，政府与民间机构共同推动有机农业的发展。1990年，在德国成立了世界上最大
的有机产品贸易机构—生物行业商品交易会(BioFachFair)。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有
机食品生产条例”。欧盟委员会于1991年通过欧盟有机农业法案(EU2092/91)，1993年成为
欧盟法律，在欧盟15个国家统一实施。北美、澳大利亚、日本等主要有机产品生产国，相继
颁布和实施了有机农业法规。1999年，国际有机农业联合会（IFOAM)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
AO)共同制定了“有机农业产品生产、加工、标识和销售准则”，对促进有机农业的国际标准
化生产有积极的意义。政府通过立法规范有机农业生产，使公众生态、环境和健康意识的增
强，扩大了对有机产品的需求规模，有机农业在研究、生产和贸易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
有机农业(organicfarming)是指在动植物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产调

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以及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
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稳
定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在欧盟有机农业法规中，有机(organic)、生物(biological),生物动力
(biodynamic)和生态(ecological)农业都被视为有机农业(organicfarming)。

国外有关生态或有机农业的名称各异，如有机农业、生物农业、生物有机农业、生物动力
农业、生态农业和自然农业等，其做法也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的特点是:通过生物措施保持
土壤肥力；尽可能减少外部投入；禁止施用化肥和人工合成的植物保护制剂；很大程度上封
闭的企业物质循环；利用自然的调控机制；保护自然资源；面积约束的动物饲养；符合动物
需求的动物饲养；适合当地环境；多样化的组织；生产高价值的食品。
2、进入21世纪，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国家加大了有机农业的立法和研究力度，如协调各国有
机农业法规、修订欧盟农业共同政策、制定和实施有机农业行动计划和拓宽有机农业研究领
域等。这些措施使国家成为有机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美国2002年通过的农业法案(2002,
FarmBill)对有机农业法规进行了修订，将国家有机产品的标识分为4级，即100%有机；有机
(有机含量大于95%)；含有机(有机含量70%～95%)和非有机(有机含量小于70%)。同时，法
案还对增加政府在认证费用分摊、促进低投入农业的发展和加强有机农业的研究推广、教育
方面的投入做出规定，为进一步降低有机产品成本和价格，扩大有机产品市场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日本农林水产省于2000年颁布了新的日本农业标准(JapanAgriculturalStandard,JAS)
，其中有机农业法规确定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和销售准则，对促进日本有机农业标
准化有积极的意义。拉丁美洲是目前世界上有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尽管有机农业面
积只占耕地面积约0.5%，但近几年保持了较高的年增长率。其有机农业的主要特点是: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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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和天然草地占比例大，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结合，民间组织为主要推动力，教育和推广
工作活跃。
3、世界有机农业进一步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有机产品的市场在持续增长，而有机产品的供给不足是限制有机产品的市场扩大的主
要原因。目前有机农业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1%，各国有机产品仅占国内市场的份额的1%～
2%，这种局面有待改变。

发达国家既是最大的有机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有机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有
机产品出口潜力，而且具有增长的国内市场潜力，然而这些机会仍有待开发。

有机产品的价格奖励面临市场竞争压力。为奖励和尊重农民对自然保护和人类的贡献，仍
需要价格奖励。价格奖励也是农民转换为有机农业的一个动机，但要强调有机产品需要公正
价格。

欧洲的有机农业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国家通过的一系列有机农业
支持法律和政策将有利地推动世界有机农业的发展。在有机农业立法、实施和监督等方面，
如何发挥欧洲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在刚开始发展有机农业的国家，如何提高有机产品的可信
度，以增强消费者信心和扩大当地市场。这些问题的研究都需要加强。

目前已有若干国际组织，如国际有机农业联合会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致力于国际有机农
业标准和认证的协调化，对推进有机产品的国际贸易十分重要，仍需得到各国更多有机农业
法规的支持。随着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公正的南北贸易关系对有机农业的进一步发
展也很重要。
4、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动态、问题和对策
中国的有机农业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是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农业

理论的研究、生态农业模式的推广和生态建设的实践为有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际有机食品市场对中国有机产品的需求推动了中国有机农业起步。 1990年荷兰有机认
证机构SKAL对中国浙江省茶园和茶厂的有机认证，标志着中国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生产的
正式起步。1992年农业部成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CGFDC)，成功地开发了绿色食品，
特别是AA级绿色食品标准和生产基地的建设，促进了绿色食品与国际有机食品的接轨，有
利地推动了有机农业的发展。

199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FDC)成立，致力于有机农业的研究、推广
和有机产品的认证，成为中国第一个有机认证机构。199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成
立了有机茶研究和发展中心(OTRDC)，推动了有机茶的生产、加工和认证。1995年国家环
境保护局发布了《有机(天然)食品生产和加工技术规范》和《有机(天然)食品标志管理章程
》。2001年颁布实施《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2002年4月1日施行《有机食品技术规范
》。这些法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

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初期开发的主要是天然有机食品，出口到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地区和
国家，由农户在从事出口业务的公司或企业的产销合同指导下进行。近年来，有机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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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很快，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认证有机食品部门认证的有机/有机转换
产品品种已达200多种，包括谷物类包括经济作物)、茶叶、蔬菜、水果、畜禽产品、水产品
、蜂产品、野生中草药和农用生产资料等。现阶段我国有机食品的生产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内
外市场的需求，发展的空间还很大，预计今后中国有机食品年出口额和年产量增长率都在30
%以上。

目前，中国有机农业的标准和认证体系仍与国际普遍执行的标准有一定差距，对有机产品
的生产、标识、加工和销售等环节的监控力度不够，有机农业理论研究相对缺乏，实用技术
不够成熟，有机产品开发力度不足，国内市场培育仍有待加强。

积极推进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对解决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问题，调整农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都具有意义。促进我国
有机农业和有机产品产业发展对策有:
（1）加强有机农业法规和政策建设。加快和完善

我国有机农业法规及政策，包括有机农业立法、有机农业支持法律和政策和有机农业国家
标准等，以尽快实现我国绿色食品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有机农业和有机产品向规范化、产
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以增强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大国家对有机农业的支持力度。发挥国家主导作用，从政策和措施上调动农民从事
有机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加强有机认证的机构监管体
系的建设，规范生产、加工和销售；加强我国有机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开发符合国情的有
机农业技术，完善推广服务体系。
（3）加强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公众食品健康意识，增进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普遍了解，扩
大有机产品的国内市场，将对我国的有机农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4）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民间组织对于因地制宜地指导当地有机农业的生产具有重要作
用，在技术推广、服务和区域市场开拓方面则更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通过国家法律
和政策，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发挥市场作用十分必要。
3.2其他国家有机农业发展状况分析 88
3.2.1欧洲有机农业发展状况分析 88
3.2.2美洲有机农业发展状况 90
3.2.3亚洲有机农业发展状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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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可用于有机食品生产的饲料添加剂 107
有机食品加工中允许使用的非农业源配料及添加剂 序号 物质名称 说明 国际标号INS 1 琼脂
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 406 2 阿拉伯胶 增稠剂。用于饮料、巧克力、冰淇淋、果酱。
414 3 碳酸钙 膨松剂、添加剂和加工助剂。用于面粉，30mg/kg a)。 170 4 氯化钙
凝固剂。用于豆制品。 509 5 氢氧化钙 玉米面的添加剂和糖加工助剂。 526 6
硫酸钙（天然） 稳定剂、凝固剂。用于面粉、豆制品。 516 7 活性炭 加工助剂。 8
二氧化碳 防腐剂、加工助剂，应是非石油制品。用于碳酸饮料、汽酒类。 290 9 柠檬酸
酸度调节剂，应是碳水化合物经微生物发酵的产物。用于各类食品。 330 10
膨润土（皂土、斑脱土） 澄清或过滤助剂。 11 高岭土 澄清或过滤助剂。 559 12 硅藻土
过滤助剂。 13 乙醇 溶剂。 14 乳酸 酸度调节剂，不能来自转基因生物。用于各类食品。
270 15 氯化镁（天然） 稳定和凝固剂，用于豆制品。 16 苹果酸
酸度调节剂，不能是转基因产品。用于各类食品。 296 17 氮气
用于食品保存，仅允许使用非石油来源的不含石油级的。 941 18 珍珠岩 过滤助剂。 19
碳酸钾 酸度调节剂，仅在不能使用天然碳酸钠的情况下允许使用。用于面食制品。 501 20
氯化钾 用于矿物质饮料、运动饮料、低钠盐酱油、低钠盐。 508 21 柠檬酸钾
酸度调节剂，用于各类食品。 332 22 碳酸钠 酸度调节剂，用于面制食品、糕点。 500 23
柠檬酸钠 酸度调剂剂，用于各类食品。 331 24 酒石酸 酸度调节剂，用于各类食品。 334
25 黄原胶 增稠剂，用于果冻、花色酱汁。 415 26 二氧化硫 漂白剂，用于葡萄酒、果酒。
220 27 亚硫酸氢钾（焦亚硫酸钾） 漂白剂，用于啤酒。 224 28 抗坏血酸（维生素C）
抗氧化剂，用于啤酒、发酵面制品。 300 29 卵磷脂 抗氧化剂。 322 30 磷酸铵 加工助剂。
31 果胶 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 440 32 碳酸镁 加工助剂，用于面粉加工。 504 33
氢氧化钠 酸度调节剂，加工助剂。 524 34 二氧化硅 抗结剂，用于蛋粉、奶粉、可可粉、
可可脂、糖粉、植物性粉末、速溶咖啡、粉状汤料、粉状香精。 551 35 滑石粉 加工助剂。
553 36 明胶 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 37 海藻酸钠 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 401 38
海藻酸钾 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 402 39 碳酸氢铵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膨松剂，用于需添加膨松剂的各类食品。 503 40 氩 用于食品保存。 938 41 蛋清蛋白
加工助剂。 42 瓜尔胶 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 412 43 槐豆胶
增稠剂。用于果冻、果酱、冰淇淋。 410 44 氧气 加工助剂。 948 45 酒石酸氢钾
膨松剂，用于发酵粉。 336 46 丹宁酸 酒类过滤助剂。 184 47 卡拉胶
增稠剂，用于各类食品。 407 48 巴西棕榈蜡 加工助剂。 903 49 酪蛋白 加工助剂。 50
云母（滑石） 加工助剂（填充剂）。 51 植物油 加工助剂。 a)该数值为GB 2760中规定
的该物质的最大使用量。对没有标明最大使用量的物质，则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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