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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业标准化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
萌芽阶段

美国分析化学
家协会

（AOAC）

欧美
工业国

国际制冷学
会（IIR）

国际兽医局
（OIE）

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

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
（CAC）

第二阶段
国际合作互助新阶段

世界卫生组织
（WHO）

1884年 20世纪初 1908年 1924年 1947年 1948年 1963年

•  德国率先
建立国家标
准检定委员
会；

• 随后美国建
立了国家标
准局；

• 英、法、日
等工业国纷
纷建立国家
标准局或标
准化组织。

• 职能：制定
动物和动物
产品国际贸
易中的有关
卫 生 规 则
（如国际动
物健康法典、
诊断试验和
疫苗标准手
册等），保
障世界贸易
的食品卫生
安全。

•  职能：通过
应用危害分
析和关键控
制 点 体 系
（HACCP），
指定农业领
域内国际公
认的农产食
品安全基准
标准。

• 我国于1984 
年成为CAC
的成员国。

• 职 能 ： 负 责
制 定 全 球 卫
生 规 范 和 标
准 ， 以 及 给
世 界 各 国 提
供 卫 生 监 测
和评估。

• 职能：主要
以传播和推
动制冷领域
的先进技术
为目标，下
设食品科技
学部以及冷
藏盒运输学
部。

• 职 能 ： 促 进
流 行 病 和 地
方病的防治;
提 供 和 改 进
公 共 卫 生 、
疾 病 医 疗 和
有 关 事 项 的
教学与训练;
推 动 确 定 生
物 制 品 的 国
际标准。

• AOAC是世
界上最早的
农产品、食
品行业性国
际标准化组
织。

• 职能：组织
实施分析方
法的有效性
评价。

• 被国际认可
为“金标准”
的颁布者和
验证者。



美国农业标准体系概况

审批、管理标准

• 农业市场局(AMS)
• 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
• 动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
•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
• 检验包装储存管理局(GIPS)
• 环境保护署(EPA)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

制定标准

组织协调

标准制定机构

美国

农业

标准 
体系

自愿性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

技术法规

行业协会
制定

农场主或公司
制定

美国法典（USC）

联邦法规（CFR）



美国猪业标准体系概况

美国

猪业

标准 

体系

产品标准

安全卫生标准

动物疫病控制
标准

生产技术标准

包装储存标准

生态环境标准

投入品及其合
理使用标准

畜禽产品质量分等分级标准、采购规范，进出口技术要求

饲料评价与登记标准、兽药中禁用物质标准

兽药、农药残留限量、微生物与化学物质残留检测方法

疫病检测技术和防治规范

畜禽产品安全生产过程控制标准

畜禽产品包装、储运与标签等标准

生产过程中农药、兽药、生产废弃物对环境释放的要求



美国猪业标准体系概况

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局制
定的《猪胴体分级标准》 联邦法规（CFR） 第21卷

556部分规定了食品中兽
药残留限量



美国农业标准体系特点

美国农业

标准体系

特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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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标准和品质标准分开

• 安全标准以农药，兽药，微生物等危害因素在
不同农产品中的允许量为主。

• 品质标准以产品类型为划分单元，主要包括产
品质量分等定级，包装运输及相关标准。

2. 标准的制定或修订过程中注重公
众意见

3. 技术法规与标准之间关系密切

• 在制定标准时，由政府机构或政府授权的机
构牵头，成立由政府官员、利益主体（农场
主、加工商、行业协会）及技术专家组成的
工作组或委员会，负责标准的拟定；

• 标准草案完成之后，政府部门利用公文或网
站向社会征求意见，有关利益团体也会利用
或举办技术咨询活动来征求意见，如公众多
数同意才上报得以论证。

• 国家标准协会协助政府部门或机构制定
技术法规，而政府部门或机构也派官员
参加国家标准的制定。

• 标准与法规既紧密结合，又范围明确。
• 自愿性标准主要是推荐性质量分级标准、

采购规范和商品条款描述文件。
• 技术法规主要是规定微生物限量、农兽

药残留限量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食品安
全要求。

• 为了避免相互重复，政府立法规定可以
采用已有的国家标准，要尽可能少的制
定政府（采购）标准。如动物源食品中
的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由FDA制定，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由环境保护署制
定。



欧盟农业标准体系概况

• 主要有条例（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决定（Decision）等类别的法
律文件组成，是欧盟的第二级法律体系；

• 凡涉及产品安全、工业安全、人体健康、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标准（如农产品、
食品中农兽药残留限量），通常以技术法规的形式发布。

欧盟标准化 
组织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

欧盟标准

技术法规

自愿性
技术标准

制定

• 技术标准是欧盟技术法规的具体化；
• 制定技术标准的目的在于支持欧盟技术法规，消除成员国之间技术性贸易壁垒；
• 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通过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包装和标志以

及绿色壁垒等来实现。

• CEN是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区域性标准化组织，� 在
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CEN负责制定其他所有领域的标准，如生物和生物工
艺学、卫生保健、日用品、体育用品及娱乐设施、个
人防护设备、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设备、质量认证、
环境、消费品、食物、材料、农业、机械工程、建筑
和土木工程、燃气用具、冷却装置、取暖装置、通风
设备等。



欧盟猪业标准体系概况

欧盟

猪业

标准 

体系

产品标准

安全卫生标准

动物疫病控制
标准

生产技术标准

包装储存标准

生态环境标准

投入品及其合
理使用标准

如胴体分级等级标准

饲料评价与登记标准、兽药中禁用物质标准

兽药、农药、微生物和生物毒素残留、污染物限量

疫病检测技术和防治规范

育种、生产管理、设备设施

畜禽产品包装、储运与标签等标准

生产过程中农药、兽药、生产废弃物对环境释放的要求



欧盟猪业标准体系概况

欧盟条例(EC) No 396/2005
规定了欧盟食品中农药最高残
留限量标准

欧盟条例(EC) No 1831/2003
规定了动物营养添加剂



欧盟农业标准体系特点

• 充分考虑与有关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合作，
致力于将欧洲标准或欧盟成员国标准转化
为国际标准，40%的CEN标准也是ISO标准。

• 为了使本国农产品获得有利的国际贸易地
位和国际市场份额，在国际农产品标准制
定活动中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保证
本国农业标准适应国际标准。

欧盟农业

标准体系

特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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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对农产品源头的管理与控制
• 重视对农产品源头的管理与控制，按照

“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理念进行
“塔式结构”的垂直管理。

• 标准数量多，涉及面广，几乎涉及了从
农业生产，农业物资品应用，产地要求，
动物防疫保护，运输储藏，流通销售，
出口贸易等各个方面的标准。

2.加强国际合作

3.立足实际，注重贸易保护

• 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保证本地区和
成员国的根本利益。

• 针对保护本国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控制外
国农产品进入的目标，充分利用WTO/ 技
术贸易壁垒协定（TBT）和实施卫生和植物
卫生措施协定（SPS）的有关条款，制定一
系列苛刻的标准，形成技术壁垒，为外国
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设置障碍，具有极强
的贸易保护性。



日本农业标准体系概况

农林水产省

农业标准委员会
（JASC）审核

有关单位起草
农业标准草案

委托

提交草案提交审议报告日本

农业

标准 
体系

国家标准

（JAC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

批准发布

行业团体

专业协会

社团组织

制定

制定
企业

制定行业标准的原则是:
①作为国家标准的补充，使之规定更 加具
体化;
 ②为制定国家标准作技术准备，待实施和
验证后上升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即行终
止;
 ③尚处于发展中的新技术、新产品;
 ④由于种种原因，制定国家标准有困难。



日本农业标准体系特点

日本农业

标准体系

特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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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引导，多方协作

2. 重视标准的市场适应性

3. 充分发挥专业团体的作用
• 在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体现

“专家制定”原则，这种机制能
够确保发布的标准符合行业发展
要求，也成功克服了政府主导型
体制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 在日本农业标准化工作中起
到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是
日本农协；

• 利用农协加工、保险、包装、
运输和信息化等优势，统一
集中销售农产品；农协对农
产品都有统一的规格和质量
要求，市场计划性强，销售
量大，价格合理；

• 日本农协己成为对接农产品
生产和销售的有效组织者。

• 重视反映和跟踪市场需求的
变化，随时对不适应市场需
求的标准进行修订，同时随
着市场的需要而制定新的标
准，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澳大利亚农业标准体系概况

澳大

利亚

农业

标准 
体系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 澳新食品标准局

• 良好环境选择有限公司

• 行业协会或组织

制定

澳大利亚标准
（AS标准）

澳新联合标准
（AS/NZS标准）

澳大利亚标准国际有限公司
（SAI）

制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330个
联合技术委员会（JTC）

制定

• 澳新食品标准法典
• 良好环境选择标签标准
• 有机标准、有机农业标准
• 有机和生物动态产品标准
• 食品和纤维加工和制造标准
• 等级标准
• 养殖标准
• 质量管理、质量保证标准

• 澳大利亚的标准本身都是自愿性的。

• 当标准（主要是农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农业、农产品标识）被法律法规所引用，或被法规作为符合性法规
的证明时，该标准的性质转化为强制性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由澳新食品标准局制定和修
订，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法规部长级参议会提出政策方针并批准，并强制执行。



澳大利亚农业标准体系特点

澳大利亚农业

标准体系

特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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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较为严格的产品监管体系

2. 重视对农产品质量的控制和引
导性

3. 重视有机、可持续发展
• 政府把产业流程细分为“农场前”、

“农场”、“运输”、“加工”、“分
销”和“上市”6个阶段，每个阶段均由
专业部门负责，以确保其权责明确、监
管严密，从而最大程度上的保障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

•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被欧盟接受
的有机农产品供应国。

• 州政府立法控制农用和兽用化
学品的使用，产品处于经常性
的监督状态下。

• 农业生产者运用最先进的技术
监测病虫害，以最大限度减少
化学品的使用，使土地、水和
植被资源得到良好的长期维护。• 政府制定严格的农产品分等分

级标准，完全实现优质优价，
从而引导农场主养殖优质品种
的积极性。



国外农业标准体系特点

01.标准制定和实施的

法律化、系统化

02.标准化参与主体的

多元化、市场化

03.农产品生产过程的

标准化、产业化

04

03

02

01
国外农业

标准体系

特点

04.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制度化、

认证体系严格化





我国农业标准化发展历程

起步阶段 停滞阶段 恢复阶段 快速发展阶段 新时代

1949-1966年 1966-1978年 1978-90年度中期 2017年-至今1996-2017年

• 主要涉及畜牧兽药、
植物保护等方面。

• 首次明确相关部门
的标准代号，比如
农业为NY。

• 在畜牧业领域，对
优良种畜饲养标准
的制定，如《种羊
饲养标准》、《种
猪词养标准》。

• 这段时期的农业标
准化在很大程度上
并不具备农业标准
化生产和发展的社
会经济环境。

• 标准使用范围大多
局限于生产环节。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我国农业标准
化工作向纵深方向
发展，建立健全农
业标准化结构，先
后成立农作物种子、
绵山羊、肥料和土
壤等十余个农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积极开展各项标准
的制定。

• 这一时期农业标准
化发展的重点仍然
是追求数量增长，
与农产品市场、贸
易和消费需求还未
实现有效衔接。

• 1988我国第一部标
准化法出台

• 1996年，国家技术
监督局部署了第一
批67个农业标准化
示范项目，与此同
时，全国各地开始
推进农业标准化发
展。

• 自2001年起，即加
入WTO后，为了与
国际标准接轨，我
国开始建立健全农
业标准化体系，形
成较为完善的农业
标准体系。

• “文化大革命”运
动，使处于起步阶
段的农业标准化工
作进入停滞期，甚
至出现倒退。

• 各地使用不科学的
“土标准”，甚至
出现了不符合科学
规范的以个人经验
为指导的“眼标”、
“手标”等，标准
化工作遭受重创。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修订发
布，使标准化工作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发展对外
经济关系的需要。

• 标准制定范围扩大
到碳中和、碳达峰、
粪污资源化利用等
环境保护类、食品
安全类、检测新方
法类、优质产品类
等。



我国农业标准体系概况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统一
规划

标准化工作组

组织

有关单位研制
标准

标准化工作组，
组织专家审查

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报批

报审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发布 发布

农业农村部

我
国
农
业
标
准 
体
系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 制定

学会、协会、产业技
术联盟等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强制性标准

推荐性标准

企业

制定

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

农业农村部公告
（=强制性标准）



我国农业标准体系概况

• 农业农村部公告是我国农业标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于涉及到农药、兽药残留限量
等安全问题，常在以农业农村部
官网以公告的形式发布，具有法
律效力和强制性。

• 2015年后，农业农村部组织对农
业标准体系进行清理整合、验证
转化，先后将农药、兽药残留限
量公告内容转化为国家标准。

• 对于新上市、尚未有相应标准，
但关系到农产品安全的药物限量，
仍以农业农村部公告形式发布。



我国农业标准制标流程

标准申请立项
形成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
（草稿）

定向征求意见 形成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
（预审稿）

向标委会秘书处
或工作组秘书处

申请预审
预审会

形成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
（预审稿）

挂网公开
征求意见

形成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
（送审稿）

向标委会秘书
处申请终审 终审会 报批

函  审
（推荐性国标）

立项

预审

公开征求意见

终审

报批

国标或
WTO成
员国公
示60天

发布



我国农业标准制标流程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推荐性国家标准
GB/T

农业行业标准
NY/T

提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

归口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

发布单位：市场监督总局和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提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

归口单位：全国畜牧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发布单位：市场监督总局和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提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种业管理司及相关司局）

归口单位：全国畜牧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发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



我国畜牧业标准体系框架

我国

畜牧业

标准 

体系

框架

（10个

子体系）

牛业（含肉牛）

禽业

草牧业

畜牧环境及废
弃物利用

奶业（含奶牛）

猪业

蜂业

特色畜牧业羊业

综合及其他

• 基础类
• 品种与种质资源：资源保护和评价、品种、繁育技术、生产性能测定、

遗传材料质量及检验
• 饲养与管理：营养需要、生产管理
• 产品：产品质量、产品分级、产品加工、产品安全

• 基础类
• 草种：种质资源、品种选育、生产加工、产品质量、检验检疫
• 草产品（含粗饲料）：种植管理、产品加工、质量分级、检疫检测
• 双碳控制：减碳技术、固碳技术、监测评估、碳汇交易
• 草原建设与生态管理：基础设施、改良治理、人工草地、饲草料地、

生物灾害、自然灾害、资源开发、管理技术、调查监测

• 基础类
• 养殖环境：环境监测、环境管理、环境评估
• 畜牧养殖设施设备：畜舍建设、养殖设备
• 废弃物利用：粪污处理、设施设备、粪肥施用、监测评估
• 兽医器械：实验用器械、生产用器械
• 双碳控制：减排技术、监测评估、固碳技术



我国畜牧业标准体系变化趋势

国家标准起草变化趋势

国家标准在2008年研制最多，强制性标准基本完善 行业标准在2015年研制最多，有较完善的行业标准体系

行业标准起草变化趋势



我国畜牧业标准体系变化趋势

地方标准起草变化趋势

地方标准在近5年有所增加

团体标准起草变化趋势

团体标准在近3年有所增加



我国畜牧业标准体系研制热词
国家标准热词 行业标准热词

地方标准热词 团体标准热词

标准体系热词



我国猪业标准体系发展现状——标准类别

我国猪业标准分类情况
（数据截至2020年12月）

标准类别 国家标准(项) 行业标准(项) 合计(项)

基础标准 30 19 49

品种标准 19 20 39

繁育技术标准 2 2 4

饲料营养标准 113 82 195

饲料检测标准 109 46 155

生产性能测定标准 2 6 8

遗传材料质量及其检测
标准 2 0 2

生产管理标准 4 11 15

猪产品及屠宰加工标准 52 38 90

设备及耗材标准 23 29 52

猪病标准 44 21 65

进出口标准 / 85 85

合计 400 359 759



我国猪业标准体系发展现状——标准有效期

• 标准有效期又称为标龄，通常指标准自实施之日起，至标准复审重新确认、修订或废止的时间。
• ISO标准通常每5年复审一次，平均标龄约4.92年，我国国家标准的标龄一般为5年。
• 整体来看，我国现行猪业标准的标龄普遍偏长，平均标龄约10.3年，标龄最长的迄今已有34年。

GB：国家标准；NY：农业行业标准；
SN：商检行业标准；HG：化工行业标准

我国不同标龄猪业标准的占比情况



我国猪业标准体系发展现状——标准性质

我国猪业标准的属性分布特征
GB：国家强制性标准；GB/T：国家推荐性标准；
GB/Z：指导性国家标准；NY/T：农业行业推荐性标准；
SN/T：商检行业推荐性标准；HG/T：化工行业推荐性标准

•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以强
制性国家猪业标准为基础，推荐性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为配套，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协同有序发展的生猪产业标准体系。

• 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底线标准，是生猪企业安
全生产的最低要求，尤其是涉及产品质量和
安全的标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性。

• 大型生猪企业要适应市场竞争，应在符合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多采用推荐性国家
标准。

• 此外，国家层面应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制定出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
提高养猪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以获得最佳
经济效益。



我国猪业标准体系发展现状——采标率

标准类别 总数
（项）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采标合计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国家标准 400 12 3.0 48 12.0 60 15.0

行业标准 359 0 0 21 5.8 21 5.8

合计 759 12 1.6 69 9.1 81 10.7

我国猪业标准的采标情况

采标是指将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的内容经分析研究和试验验证，等同或修改转化 
为我国标准，并按我国标准审批、发布程序审批及发布。

• 我国猪业标准的采标率约
10.7%;

• 主要通过修改采用国际或国
外先进标准;

• 国家标准的采标率约15.0%;
• 行业标准的采标率约5.8%。



中外猪业标准比较

• 目前，国际猪业标准主要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国际兽医局（OIE）
制订和发布的标准。

• 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畜牧业发达国家的猪
业标准体系较完善，发达国家发布的猪业国家标准
有不少被ISO直接引用或编制转换成ISO标准。

• 与CAC相比，我国猪肉及其制品质量安全限量标准
涉及的农药种类相对较少，且两者限量值不完全一
致。

• 中美两国虽然同时对红霉素等15种药物在猪肉及其
制品中的残留量进行限定，但具体残留限量各不相
同。

• 总体而言，我国猪业标准与国外猪业标准在技术指
标、产品质量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分类与
数量均不等。

兽药

肌肉 脂肪 肝脏 肾脏 副产品 皮

中
国

美国 中国
美
国

中国
美
国

中国 美国
中
国

美国
中
国

美
国

杆菌肽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
素

0.05 0.01 ‒ 0.01 0.05 0.01 0.05 0.01 ‒ 0.01 ‒ 0.01

头孢噻呋 1 2 2 ‒ 2 3 6 0.25 ‒ ‒ ‒ ‒

氯羟吡啶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敌敌畏 0.1 0.1 0.1 0.1 ‒ 0.1 ‒ 0.1 0.1 0.1 ‒ 0.1

多拉菌素
0.00

5
‒ 0.15 ‒ 0.1 0.16 0.03 ‒ ‒ ‒ ‒ ‒

红霉素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 0.1 ‒ 0.1

非班太尔/芬苯达唑/奥
芬达唑

0.1 2 0.1 ‒ 0.5 6 0.1 ‒ ‒ ‒ ‒ ‒

氟苯尼考 0.3 0.2 0.5 ‒ 2 2.5 0.5 ‒ ‒ ‒ 0.5 ‒

庆大霉素 0.1 0.1 0.1 0.4 2 0.3 5 0.4 ‒ ‒ ‒ ‒

林可霉素 0.2 0.1 0.1 ‒ 0.5 0.6 1.5 ‒ ‒ ‒ ‒ ‒

我国和美国在猪肉及其制品中药物残留限量的差异比较



我国猪业标准化存在的问题

2

1 4

32.标准更新不及时
• 我国猪业标准更新速度较慢，标龄普遍超过10

年，如GB/T 8475—1987《三江白猪》、
NY/T 64—1987《瘦肉型猪活体分级》等猪
业标准甚至发布超过30年都未曾进行修标或复
审。

• 许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和测试方法均已不适应
新时代养猪业发展的需求，部分标准存在方法
陈旧落后、系统性不够、毒物限量偏低等问题。

4.标准实施效果不理想
• 标准可操作性不强。由于调研不足，一些标准重学

术、轻生产，研制与应用脱节，难以在养猪生产中
推广应用。

• 猪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滞后于产业需求。生猪企业
作为使用标准的市场主体，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
的积极性不高。

• 猪业标准化协调推进机制不完善。我国猪业标准涉
及的技术面广、产业链长、管理部门多，存在各方
立场不一、协调难度大等问题。

• 在ISO发布的112个猪业标准中，关于质量安全
限量及检测方法有14项，关于饲料营养及检测方
法有98项，主要制定者为欧美等发达国家，而我
国主导制订的标准为0 项。

• 我国在国际猪业标准制订方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有待加强，由我国提出和主导制订的国际猪业标
准数量很少。

3.猪业标准国际化水平不高

1.标准体系不够合理

• 猪业标准有效供给不足。当前有关猪业环境保
护、生猪产品与质量安全检测等标准需求迫切。

• 猪业标准统一性和衔接性不够。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间存在交叉、重复或脱
节的现象。

• 养猪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和监管技术方法
标准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牧法》《动
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衔接配套不够，不利于
依法开展质量安全监督。





加强猪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意义

01. 是保障生猪产品质
量与安全的重要途径

• 将现代养猪生产经营、生猪
产品流通、市场消费、质量
监管等全过程串联起来形成
生猪产业全链条的标准化体
系，是促进猪业标准化、产
业化、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措
施。

• 也是突破生猪产品质量安全
壁垒及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技术支撑。

02. 是规范生猪产业
市场的重要抓手

• 我国发布实施的生猪产品质
量等级标准，既规范了购销
秩序，稳定了生猪产业经济，
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安全优质
生猪产品的需求。

• 实施猪业标准化，可从多方
面规范生猪产品质量，从源
头管控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
不法行为，防止假冒伪劣产
品对生猪市场的冲击，维护
生猪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利
益。

• 通过建立健全高质量的猪业
标准化体系，有助于消化、
吸收世界猪业先进科技成果
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生猪
养殖水平，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生猪市场体
系，提升我国生猪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

• 标准是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和
国际贸易壁垒，各国家均借
助标准来限制不符合本国标
准的服务和产品进口，从而
保证本国利益。猪业标准体
系建设是我国生猪产品走出
国门的有力技术支撑。

03. 是推动养猪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由于缺乏高端种源，导致我国
繁殖效率较低，饲料转化率偏
低等问题，致使我国养猪业的
国际竞争力较弱。

• 要解决这些矛盾或问题，就必
须加快猪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引导市场主体按标准化流程生
产，对养猪生产中的品种、疾
病、营养、环境和设备等要素，
以及生产、加工、包装储运和
市场流通等环节进行质量管控，
保障水平。

04. 是我国生猪产品
国际贸易的有力保障



我国猪业标准体系的改进与建议

提高认识，
加大猪业标准体系资金投入

• 广泛开展群众性猪业标
准化宣传普及活动。

• 加大对猪业标准化体系
建设的资金投入，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猪业标准
化体系建设，形成多元
化的市场投入机制。

• 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
调动生猪企业、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猪业
标准制（修）订工作的
积极性，形成猪业标准
化体系建设的合力。

01 040302 科学引导，
健全猪业标准化体系建设

对标国际，
提升猪业标准国际化水平

加强宣贯，
促进猪业标准推广应用

• 创新制标机制，引导生
猪企业积极参与研制猪
业新标准，形成政府引
导、市场驱动、社会参
与、协同推进的猪业标
准化工作格局。

• 优化猪业标准体系，改
善标准结构，适应国家
需求。

• 加强猪业标准化发展规
划建设，坚持立、改、
废并举，对现行猪业标
准进行清理。

• 加大国际猪业标准跟踪、
评估力度，吸收和借鉴
国际猪业标准化建设的
经验与成果。

• 深化猪业标准化国际合
作，提高实质性参与国
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

• 加大我国猪业标准向国
际标准的转化力度，推
动我国猪业标准“走出
去”。

• 加强猪业标准宣贯工作，
开展猪业标准进企业、
猪业标准化知识培训等
活动。

• 普及猪业标准化社会教
育，及时向社会大众发
布生猪产品标准等相关
信息，调动社会大众共
同监督标准实施。

• 加强对重要猪业标准实
施的指导和监督，建立
猪业标准分类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