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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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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综 述 了 无 公 害 蔬 菜 、绿 色 蔬 菜 、有 机 蔬 菜 的 基 本 概 念 、共 同 特 征 、主 要 区 别 和 相 互 关 系 , 对 指 导

生 产 与 消 费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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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食品安全问题普遍得到国内外关注。在我国 , 安全食品可分为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

食品 3 类。解决 食品无公害 问题的战略 进程 , 一是实 施无公害食 品 行 动 计 划 , 二 是 发 展 绿 色 食 品 , 三

是开发有机食品。我国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正在逐步成为百姓消费的热点。然

而 , 在 无 公 害 蔬 菜 、绿 色 蔬 菜 和 有 机 蔬 菜 的 研 究 、推 广 、销 售 和 消 费 过 程 中 , 我 们 发 现 不 论 是 生 产 者 ,

还 是 大 众 消 费 者 , 他 们 对 3 类 蔬 菜 的 认 识 、区 别 等 还 有 不 少 问 题 。 为 此 , 我 们 结 合 开 发 , 参 考 相 关 资

料 , 就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1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的基本概念

1.1 无公害蔬菜的概念

无公害蔬菜专指产地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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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或者初加工的蔬菜。无公害蔬菜在生产过程中允许

限 量 、限 品 种 、限 时 间 地 使 用 化 学 合 成 物 质(如 农 药 、化 肥 、植 物 生 长 调 节 剂 等), 但 其 农 药 、重 金 属 、硝

酸盐及有害生物(如病原菌、寄生虫卵等)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量均限制在允许范围或阈值以内。

1.2 绿色蔬菜的概念

绿色食品是 指遵循可持 续发展原则 , 按照特定生 产 方 式 生 产 , 经 专 门 机 构 认 定 , 许 可 使 用 绿 色 食

品商标标志 的无污染的 安全、优质、营 养类食品。可 持续发展原 则 的 要 求 是 , 生 产 的 投 入 量 和 产 出 量

保持平衡 , 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 又要满足后代人同等发展的需要。绿色农产品在生产方 式上是对

农业以外的能源采取适当的限制 , 以更多地发挥生态功能的作用。绿色食品包括绿色食品蔬菜或绿色

蔬菜。绿色食品分为 A 级和 A A 级两大类。

1.3 有机蔬菜的概念

有机食品是指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 根据有机农业原则和有机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标准生 产

出来的 , 经过有机农产品颁证组织颁发证书的一切农产品。所谓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

人工合成的 化肥、农药、生 长调节剂和 饲料添加剂 的生产体系 。有 机 农 业 的 原 则 是 , 在 农 业 能 量 的 封

闭循环状态 下生产 , 全部 过 程 都 利 用 农 业 资 源 , 而 不 是 利 用 农 业 以 外 的 能 源(化 肥 、农 药 、生 长 调 节 剂

和添加剂等)影响和改变农业的能量循环。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是利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土壤 4 种生

产因素的有效循环 , 不打破生物循环链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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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有机蔬菜的共同特征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的生产 , 虽然由于产前、产中、产后的生态条件、操作规程 , 或采

收、运输、加工、包装、贮藏的要求或标准不同 , 但都应具有环保、安全、卫生、优质、营养等特征。

环 保(无 污 染): 指 产 地 环 境 要 求 无 污 染 , 具 有 良 好 的 生 态 条 件 , 生 产 过 程 中 减 少 使 用 或 完 全 不 使

用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 有效地防止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在产销中除不能受环 境的

污染外 , 也不污染生态环境 , 能保持生态平衡 , 保持或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 , 并使蔬菜生产获得持续发

展的可能。

安全 : 指在产地环境无污染的基础上 , 实行从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 , 确保产品的整体质量 。

生产时不用 或在有关标 准的规定 范围内使用 人工合成的 化肥、农药 、植 物 生 长 调 节 剂 等 化 学 品 , 所 产

的蔬菜不含对人体有害、有毒的物质。要做到安全 , 不仅在蔬菜生产和产品加工中不使用不安全的化

学物质 , 而且要避免被动受到污水、大气和各种废料的污染。安全的含义还包括传统产品要求 的安全

性 , 如消灭病菌、寄生虫 , 脱除原料本身的毒性等方面。

卫 生(健 康): 指 不 使 用 尚 未 充 分 腐 熟 的 人 、畜 粪 尿 , 产 品 中 不 带 有 危 害 人 体 健 康 的 各 种 病 原 菌 和

寄生虫等。广义的卫生还包括重金属残留及物料内的毒性。

优质 : 指蔬菜的商品性状质量良好。

营养 : 指蔬菜中应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等营养成分。

标志 : 对产品依法实行标 志管理。3 类食 品都有一个 质量证明商 标 , 受《中华 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

保护。绿色食品标志、有机食品标志和无公害食品标志就是优质安全的象征。

3 类食品蔬菜 都是当前和 未来食品的 发展方向 , 但 3 类中以无公 害蔬菜对 质量要求的 标准较低 ,

目 前 较 易 普 及 ; 绿 色 蔬 菜 对 质 量 要 求 其 次 ; 有 机 蔬 菜 对 质 量 要 求 最 高 , 目 前 还 难 于 大 面 积 推 广 , 但 这

是蔬菜业发展的方向 , 今后应逐步向这方面过渡。

3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有机蔬菜的主要不同点

3.1 发源地、产生的时间和背景不同

无公害食品主要起源于中国。无公害农产品的提出是基于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和 环境污染备 受

关注的背景下 , 侧重于解决农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等已成为“公害”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江苏

省政府首次提出生产无公害蔬菜 , 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 , 无公害农产品开发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2002

年 , 国家启动 了“无公害食 品行动计划 ”, 建起了 100 个国 家级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生 产 基 地 , 并 相 继 出 台 了

200 多项无公害农产品行业标准。

绿色食品起源于中国。绿色食品的发展主要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 , 农副产品由紧缺到相对过

剩 , 人 们 开 始 关 注 身 体 健 康 和 食 品 安 全 , 特 别 是 环 境 污 染 和 产 品 安 全 问 题 的 突 出 以 及 我 国 加 入 W TO

和经济全球 化 , 使绿色食 品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1990 年 国家农业部 正式宣布向 社会推出 发

展绿色食品 , 实施绿色食品工程。

有机食品起源于国外。国际上有机食 品起步于 20 世 纪 70 年代 , 以 1972 年 国际有机 农业运动联

盟(IFO A M )的成立为标志。产生的背景是 , 发达国家农产品过剩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以及 环保主义

运动。IFO A M 的宗旨是推动世界各国有机农业发展 , 开发有机食品生产和营销。我国从 1989 年开始

了有机食品的开发。1994 年 , 国家环保总局在南京成立有机食品发展中心 , 标志着有机农产品在我国

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3.2 标准不同

就有机食品而言 , 不同的国家 , 不同的认证机构 , 其标准不尽相同。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

品发展中心制定了有机产品的认证标准即《D FD C 有机 认证标准》; 2002 年 12 月美国公 布了有机食 品

全国统一的新标准 ; 日本在 2001 年 4 月颁布了有机食品法(即 JA S 法); 欧洲国家基本使用欧盟统一标

准 EECN O 2092/91 及其修正 案和 1804/99 有机农 业条例。目前 , 以国际有机 农业运动联 盟的基本 标准

为代表的民间组织标准和各国政府推荐性标准并存 , 强调生产过程的自然与回归 , 与传统所指的检测

标准无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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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绿色食品标准是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组织指定的统一标 准 , 为推荐性 国家农业行 业

标准。A 级标准是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食 品法典委员 会(CA C )的标准、欧 盟质量安 全

标准制定 的 , 高于国内 同类 标 准 的 水 平 ; A A 级 的 标 准 是 根 据 IFO A M 有 机 产 品 的 基 本 原 则 , 参 照 欧 盟

及有关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标准 , 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

无公害农产品执行的是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强制性标准及农业部发布的行业标准。2002 年农业

部、国家质检 总局联合下 发了《无公害 农产品管理 办法》。国家 质 检 总 局 发 布 了 8 项 无 公 害 农 产 品 安

全 质 量 标 准 , 2001 年 10 月 开 始 实 施 , 其 中 涉 及 蔬 菜 的 有 G B18406.1-2001 无 公 害 蔬 菜 安 全 要 求 和

G B/T1807.1-2001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无公害蔬菜的产品标准、环境标 准和生产资 料使用标 准

均为强制性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 生产操作规程为推荐性的国家行业标准 , 其中部分指标等同 于国内普

通食品标准 , 部分指标高于国内普通食品标准。

3.3 标识不同

有机食品标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认证机构是不同的 , 呈现多样化。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

展中心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有机食品标识。2001 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的成员就拥有有机食品

标识 380 多个。

绿色食品的标识在我国是统一的 , 也是惟一的 , 它是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制定 并在国家工 商

局、香港和日本注册的质量认证商标。

无 公 害 食 品 的 标 识 最 初 由 于 认 证 机 构 不 同 而 异 。 山 东 、湖 南 、天 津 、江 苏 、黑 龙 江 、广 东 、湖 北 等

省、市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无公害农产品标识 , 其中湖北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拥有的无公害产品 标识

已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现在 , 无公害农产品执行全国统一的标志。

3.4 认证机构不同

在我国 , 有机 食品的认证 机构主要有 两家 , 一是 国 家 环 保 总 局 有 机 食 品 发 展 中 心 , 它 是 目 前 国 内

有机食品认证的权威机构 ; 其次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 在目前国内茶叶行业中认证 最具权威

性。另外亦有一些国外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在我国开展有机食 品的认证工 作 , 如德国的 BCS、美国的

O CIA 等。

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 负责全国绿 色食品的统 一认证和最 终认证审 批。1993 年 , 中 国 绿 色 食 品

发 展 中 心 加 入 了 IFO A M , 奠 定 了 中 国 绿 色 食 品 与 国 际 交 流 与 合 作 的 基 础 , 其 认 证 资 格 得 到 大 多 数 国

家和机构的承认。

无公害食品的认证机构较多 , 目前农业部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中 心和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 管

理委员会及许多省市的农业管理部门都进行无公害食品的认证工作 , 但只有在国家工商 局正式注册

标识或颁发了省级法规的前提下 , 其认证才有法律效率。

3.5 认证方法不同

在我国 , 有机食品和 A A 级绿 色食品的认 证实行检查 员制度 , 在认 证方法上 是以实地检 查认证为

主 , 检测认证为辅 , 注重生产方式 , 认证重点是农事操作的真实记录和生产资料购买及应用记录等。A

级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认证是以检查认证和检测认证并重的原则 , 同时强调 从土地到餐 桌的全

程质量控制 , 注重产品质量。在环境技术条件的评价方法上 , 采用了调查评价与检测认证相结合的 方

式。在生产过程中 , 对生产资料的投入物和生产操作规程进行检查监督 , 对申报产品进行质量 与安全

检测 , 对已获得标志的产品实行年度普检制度。

3.6 目标定位和质量水平不同

无公害蔬菜以规范农业生产、保障基本安全、满足大众消费为目标 , 达到中国普通蔬菜质量水平。

绿色食品蔬菜以提高生产水平、环境良好、食品安全优质、满足更高需求、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为目标 , 达到发达国家普通食品质量水平。

有机蔬菜以 保持良好生 态环境 , 回归 自然 , 人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共 生 为 目 标 , 达 到 生 产 国 或 销 售 国 普

通蔬菜质量水平。

无公害食品保证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最基本的需求 , 符合国家食品卫生质量标准 , 是最基本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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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准入条件 , 是满足大众 安全消费的 需求 ; 绿色食 品达到了国 家的 先 进 标 准 , 满 足 人 们 对 食 品 质 量 高

层次的 需求 ; 有机食 品是满足 更高层次的 安全消费。所 以 , 可以把 它 们 分 为 3 个 档 次 , 即 无 公 害 食 品

是基本档次 , A 级绿色食品是第 2 档次 , A A 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为最高档次。

3.7 运作方式不同

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的管理与质量监督工作 , 由农业部门、国家质量检验检疫部门和 国家认证认 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三定”方案赋予的职责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 分工负责 , 共同做好工作。即政府

运作 , 公益性认证 ; 认证标志、程序及产品目录等由政府统一发布 ; 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相结合。

绿色食品由 农业部所属 中国绿 色 食 品 发 展 中 心 在 全 国 各 省 、市 、自 治 区 设 立 的 40 个 委 托 管 理 机

构进行管理。其把绿色食品标准作为一种特定的产品质量证明商标注册 , 并以技术标准为依据 , 实行

检查、检验相结合的全程质量控制。

有机食品由政府授权、认可或确认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按法规、条例实施认证, 产品实施市场监管。

3.8 生产基础与产地环境不同

无公害农产 品的生产基 础是现代 化 农 业 生 产 , 要 求 优 质 、高 产 、高 效 , 无 公 害 蔬 菜 执 行 G B/T1807.

1-2001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绿色食品的生产是生态农业与现代农业相结合 , 产地大气、水 体、土壤等 质量标准符 合 2000 年农

业部发布实施的《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 Y /T391-2000)》。

有机食品生产属有机农业栽培技术体系 , 靠自然调节和系统内物质与能量平衡。产 地环境洁净 、

无污染 , 在纯 净自然的条 件下生产 产品 , 原料产 地至少 3 年未 使用 人 工 合 成 化 学 物 质 ; 基 地 无 水 土 流

失、风蚀及其它环境问题(包括大气污染), 土壤、灌溉水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从对蔬菜生产环境的要求上来看 , 一级比一级严格。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 , 我们的任 务是确保无

公害蔬菜 , 开发绿色蔬菜 , 选择性生产有机蔬菜。

4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的关系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都是经质量认证的安全蔬菜。

无公害蔬菜是绿色食品蔬菜和有机蔬菜发展的基础 , 绿色食品蔬菜和 有机蔬菜是 在无公害蔬 菜

基础上的进一步提高。

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都注重生产过程的管理 , 无公害蔬菜和绿色食品 蔬菜侧重对 影

响产品质量因素的控制 , 有机蔬菜侧重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控制。

无公害食品相当于绿色食品中的 A 级绿色食品 , 有 机食品相当 于我国制 定的 A A 级绿色 食品的

标准。

随着无公害蔬菜的进一步发展 , 其标准将日趋严格 , 并最终与绿色蔬菜走向统一。无 公害蔬菜和

绿色蔬菜尽管名称和具体标准不同 , 但其原则和宗旨都一样 , 二者都是为了能够提供安全、卫生、无污

染的蔬菜产品 , 以满足人们不断呼吁的回归自然的消费需求 , 所以二者的回归与统一也是必然的。

就目前情况而言 , 蔬菜生产首先必须达到无公害食品的要求 , 这不仅有 利于亿万民 众的身体健

康 , 而且有利 于提高生态 农业的技 术和管理水 平 , 有利于生 态环境 。 在 此 基 础 上 , 进 一 步 发 展 面 向 国

内中、高档消费群体的绿色蔬菜。最后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和生产管理标准 , 在生态环境和生 产过程中

控制好基地 , 有选择地生产有机蔬菜 , 近期目标是出口。以上 3 个层次可以相互带动 , 相互支持 , 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 达到发展我国蔬菜产业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

[1] 张 秀 省 , 戴 明 勋 , 张 复 君.无 公 害 农 产 品 标 准 化 生 产[M ] . 北 京 : 中 国 农 业 科 技 出 版 社 , 2002 .

[2] 李 秋 洪 , 袁 泳 . 绿 色 食 品 产 业 与 技 术[M ] . 北 京 : 中 国 农 业 科 技 出 版 社 , 2002 .

[3] 李 秋 洪 , 袁 泳 , 王 华 飞 . 论 绿 色 食 品 、有 机 食 品 和 无 公 害 产 品[J] . 中 国 食 物 与 营 养 , 2002(2): 58-60.

[4] 杨 顺 江 , 谢 振 贤 , 张 俊 飚 , 等 . 无 公 害 蔬 菜 - 中 国 蔬 菜 产 业 发 展 的 战 略 选 择[M ] . 北 京 :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 2003 .

[5] 贾 乃 新 , 刘 海 凤 , 王 晓 萍 , 等 . 对 有 机 食 品 、绿 色 食 品 和 无 公 害 食 品 发 展 问 题 的 探 讨[J] . 中 国 农 业 资 源 与 区 划 , 2002(5): 60-62 .

[6] 陶 正 平 , 潘 洪 玉 . 绿 色 食 品 蔬 菜 发 展 技 术 指 南[M ] . 北 京 :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 2003 .

[7] 吴 志 行 , 侯 喜 林 . 环 保 型 商 品 蔬 菜 生 产 技 术[M ] . 北 京 : 金 盾 出 版 社 , 2004 .



(上 接 第 56 页)

吉林省在大豆加工利用研究领域专利技术的数量不少 , 但研究水平和竞争实力稍差。从表 2 可以

看出 : 吉林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近 5 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所增加 , 但科研事业单位 和大专院校 的技

术优势并不明显 ; 非本大专院校和科研单发明的专利数量之多。这种现象 , 值得重视。

3 相关建议

我 省 的 高 等 院 校 科 技 开 发 研 究 中 心 以 5 项 大 豆 蛋 白 专 利 技 术 在 大 豆 加 工 利 用 领 域 3 中 位 列 第

10; 省内另有大豆加工利用研究机构约 5 家 , 近 5 年内均没有专利技 术产生。据 2002 年 统计 , 我省有

固定资产 500 万元以上的 大 豆 加 工 和 制 造 企 业 47 家 , 其 中 , 油 脂 生 产 企 业 28 家 、酿 造 企 业 13 家 、其

他产品(蛋白、磷脂及其他豆制品)的企业 6 家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很少。针对如此状况 , 建议从大

豆加工利用技术的高端入手 , 借助于现代高新技术 , 对传统大豆食品和最新大豆加 工利用产品 两个方

向开展创新研究。

传统大豆加工制品工艺技术现代化。从国内大众传统饮食习惯入手 , 利用我省大豆产区大豆品质

优良的有利条件 , 针对豆腐、豆酱、酱油等食品的加工开展技术创新研究 , 创立吉林省的优势品牌。

新兴大豆加工制品工艺技术研究与开发。建议与大豆品质育种研究相配合 , 从大豆功能活性物质

利用的开发研究入手 , 研制大豆功能食品。

续 表 2

分类 专利权人 数量 专利号 专利名称

CN 00110567 一种提高大豆蛋白质含量的速溶豆粉的生产方法

CN 01106289 无废渣、无废水的超微、纳米大豆制品的生产方法

CN 01113946 一种以大豆粕、玉米胚粕为原料生产分离蛋白过程中提取核酸的方法

CN 02132768 脲酶阴性、无豆腥味、可直接食用的大豆分离蛋白

CN 02133156 以高、低温豆粕为原料 , 生产蛋白质含量≥60% 的新型大豆蛋白的方法

2 CN 02109311 活性营养豆奶的制作方法

CN 03111630 安全高营养豆奶的制备方法

吉林大学 1 CN 02133017 用废塑料制作热收缩型管道包覆材料的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 CN 03111082 大豆寡肽生产工艺及用于实现该工艺的酶水解反应釜

4 CN 02109625 提取大豆异黄酮的方法

CN 02109626 提取大豆异黄酮的方法

CN 02109627 强化维生素 A 营养大豆油及其生产方法

CN 02109628 提取大豆异黄酮的方法

敦化市敖东食品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1 CN 00106652 玉米方便面及其生产方法

吉林省禾合农业高新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 CN 03111366 缓释非蛋白氮饲料及生产工艺

吉林省斯大机械有限公司 1 CN 00252689 豆粉豆腐机

吉林省育华生物技术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 CN 02109310 活性营养纳豆的制作方法

吉林市新科奇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1 CN 03133474 一种具有免疫调节、美容功能的口服剂型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辽源金昌企业集团公司 1 CN 03110931 超氧化物歧化酶同工皂甙胶囊

个人 玄龙云等 27 无毒建筑材料及其制造方法、专有设备; 营养米; 全脂蛋白饲料、医药等

注: 上述统计数据源自中国专利文摘(1985.9-2005.6)

吉林省方圆生物工程研究院 1 CN 01138945 家猪的放牧式饲养方法

吉林省威特生物应用

技术研究所

吉林省高等院校

科技开发研究中心

大专

院校

九台市东山粮库贸易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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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54 页 )sea buckthorn subspecies but could not identify the sex at the sam e tim e. U sing two prim ers, for

exam ple, A 11+A 13, A 11+E04 or A 11+E07 could identify the sex and subspecies at the sam e tim e. G 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 ussia and M ongolia sea buckthorn was rather closely because they have m any sam e band

patterns.

K ey words:Sea buckthorn;R A PD ;Identification ofsex;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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