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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有机食品运动与我国的有机水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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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环境 !资源是新世纪人类面临的 重要问

题 世界范围的食物供应压力更是为世人所关注 ∀随

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以专业化 !一致性和可控

性为主要生产原理的传统工业化农业对环境的强烈

副作用以及对人类健康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现出

来 ∀ 世纪 年代瑞士人缪勒发明的 ⁄⁄×以及由此

引发的化学治虫方式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各种

抗生素的发明和生产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以及其它

化学药品 !添加剂等的使用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产量

的提高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 ∀但是这种生产方式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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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生态平衡遭受了巨大破坏 自然环境受到严重污

染 自然界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损失 其高残留量严

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投入与产出的低效率等等层出

不穷的有关环境与发展 !生命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困

扰着人类 ∀从保护环境 !保护自身健康的目的出发 我

们希望获得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体系 希望获

得有利健康 !环保的食品 ∀

伴随着人们对健康 !对环保食品的追求 !环保主

义运动 ! 发达国家农产品过剩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

盾 有机农业生产思想渐趋流行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

联合会 ƒ 于 在德国成立 目前该组织已

经有 多个国家的 个组织会员 ∀该联盟提出了

有机农业的新思想 它以保持环境的持续发展 !尊重

人性需要为研究内容 协调世界范围内的有机食品运

动 ∀

有机农业与有机食品的定义

有机农业是一种基于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思想

的农业生产体系 它从环境 !社会 !经济诸方面全面提

高农业产品的健康生产 土壤肥力被看作是进行成功

农业生产的关键 ∀通过与植物 !动物和环境的自然属

性协调发展 有机业生产者全面优化农业和环境的质

量 ∀有机农业禁止使用所有化学合成的肥料 !杀虫剂 !

化学药物 大大减少外部物质的输入 通过与自然界

的协调 增加农业产量 减少疾病发生 ∀

有机食品是国际上通行的环保生态食品概念 指

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 根据有机农业原则和国际

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的 !并通过

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农副产品 包括

粮食 !蔬菜 !水果 !奶制品 !禽畜产品 !水产品 !调料

等 ∀这些食品在生产 !加工过程中 不使用任何人工合

成的化肥 !农药和添加剂 养殖或种植的品种没有经

过遗传修饰 并通过有关颁证组织检测 确认为纯天

然 !无污染 !安全营养的环保健康食品 ∀有机食品比国

内外通行的绿色食品的环保标准更高 ∀有机食品体系

认为人类的健康直接与所摄取的食物有关 终与这

些食物的生产环境有关 ∀

养殖或种植过程中运用生态学理论改善生物生

活环境 提供合适的活动空间 减少或避免环境压力

保证健康生长 ∀有机食品生产允许为了提高养殖动物

的福祉 !减少其痛苦和环境压力而采取的一些物理措

施 允许使用一些被批准的疫苗和药物 ∀但养殖动物

的健康主要通过改善环境条件 !减少外界压力 !给予

来自天然且营养丰富的饵料 !增加动物的活动空间来

保证 ∀

有机食品认证是一个符合生态学原理的生产过

程主张而非产品主张 它控制的是生产活动和生产过

程中应用的所有材料 !原料 它要求自始至终保持完

整的生产记录 有机生产者必须如实记录对生产系统

所使用的全部物质和操作 ∀

有机食品生产有利于提高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

性 有利于系统的持续发展 ∀有机食品生产通过限制

那些降低和改变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相互联系的有害

物质和操作 提高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例如在牲

畜饲养过程中 有机化标准要求通过采取措施 小化

外界压力 !允许自由活动 !提供合适的生活条件 !喂养

有机饲料等良好健康管理措施来优化牲畜的健康 降

低其对包括抗生素类药物的依赖 ∀

世界有机食品的生产现状及我国的

有机农业发展

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给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 人们不得不去探讨和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

的农业生产方式 ∀人们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 根据农

业生产的生态学原理 提出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 ∀

随着对这种生产方式认识的深入 有机食品的生产逐

渐发展起来 ∀由于传统农业生产的食物其营养价值不

到有机食品的一半 而且大多含有化学毒素 因此 近

几年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等化学品而生产出来的有

机食品开始风靡全球 渐渐变得深得人心 ∀

近几十年有机食品生产蓬勃发展 目前世界上有

多个国家约有 万 的按照有机食品生产

规章进行有机食品的生产 ≈ 其中澳大利亚 万

阿根廷 万 意大利 万 美国 万

英国 万 ∀在亚洲 进行有机食品生产的土

地比例仍然非常低 总共约 万 其中中国约

万 但正在向有机生产转换的土地正在增加 ∀有

机生产土地占总土地的比例 高的国家是列支敦士

登 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 ! 瑞士

! 意大利 ! 芬兰 ! 丹麦

而中国只有 ∀

据估计 年世界有机产品零售额在 亿美

元 年约 亿美元 而 年迅速增加到

亿 ∗ 亿美元 其中美国 亿 ∗ 亿美元 德国

亿 ∗ 亿美元 英国 亿 ∗ 亿美元 意大

利 亿 ∗ 亿美元 法国 亿 ∗ 亿美元 ∀据预

测到 年可达 亿 ∗ 亿美元 ≈ ∀

可以看出 目前有机食品的市场主要在发达国

家 ∀据了解 世界有机食品的零售价格一般比普通食

品高 ∗ 在欧洲有机食品的零售价格比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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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要高出 甚至高出几倍 ∀

我国于上世纪 年代就加入了国际有机农业运

动联合会 ƒ 并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 近些年我国的有机食品生产也获得了长足的发

展 ∀但是 我国的有机食品目前无论是规模还是发育

程度还很低 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 ∀从市场份额看

有机食品目前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还很低 现有的认证

有机产品都是面向国际市场的 ∀但综合分析国外发达

国家的需求趋势以及未来国内市场的逐步成长 中国

有机食品无疑有着广泛的市场前景 ∀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日益

尖锐 大量使用化肥 农药的用量也十分惊人 任意加

大农药用量的现象相当普遍 有的地方还在继续使用

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农药 使农作物受农

药残留物的污染日益严重 ∀另外 农药污染对我国农

产品的出口创汇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目前 农药对

农产品的污染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一大批高残留农

药如/ 杀虫脒0 !/滴滴涕0等被国家明令禁止生产和使

用 并大力推广无公害食品的生产技术 逐渐减少对

化学杀虫剂的依赖 ∀随着高效 !低毒 !低残留新型农药

和植物杀虫剂的开发应用 无公害蔬菜 !水果 !粮食等

农产品已经开始进入我国普通百姓家庭 ∀

有机农业的思想在我国已经获得广泛接受 有机

农业已得到大力推广 我国已通过认证的有机食品生

产基地有十几万 颁证产品主要有谷物 !豆类 !蔬

菜 !饮品 !中草药等类别的近 个品种 其中大部分

销往日本 !美国 !加拿大及欧洲市场 ∀由于目前用有机

方法培育出来的水果和蔬菜 在美国也只占到其总产

量的 所以价格会比一般食品高出近 倍 ∀因此

有机食品正成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

产品之一 我国 近几年的年出口增长率都在

以上 ∀

世界有机水产品的生产及发展趋势

随着天然渔业资源的日趋枯竭 人们的目光转向

具有重大生产潜力的水产养殖 ∀在上世纪 年代后

世界水产品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产量迅速增加 据统

计 至 年 世界水产品产量已经超过 万

其中养殖产量超过 万 ≈ ∀水产养殖在为人类提

供大量水产品的同时也使海洋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

的压力 由此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发生 引起了世人的

争论 ∀ 传统的投饵养殖方式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以至严重破坏 投饵养殖对天然鱼类资源造成严

重破坏 饲料中的各种添加剂的残留影响人类的

身体健康 养殖过程中防病治病的药物残留对人

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由于养殖技术和滥用药物

等因素传统养殖的鱼类与自然资源鱼类相比味道大

为逊色 传统养殖方式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多样

性 ∀可见 传统的海水养殖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资源衰

退和环境污染负责 ∀因此 采取什么形式的养殖方式

应对传统的养殖方式所带来的问题 是一个正日益引

起人们关注的问题 ∀

有机水产品的需求是伴随着世界有机食品运动

的兴起而发展的 ∀有机水产品运动的兴起 目的是在

该行业引入有机生产的原理 使养殖系统达到平衡状

态 解决目前水产品生产中面临的养殖环境退化 !环

境污染和水产品含有的对人类的不安全因素 ∀

世界有机水产品研究始于 年 英国的水产

业者为了让他们倡导的优级水产品能够得到认知 要

求制定水产标准 英国土壤协会 ≥ 顺应

时势起草了水产标准第一稿 ∀ 年英国来自有机食

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热情空前高涨 英国

土壤协会顺应潮流 参考了 年第一稿和其它国

家有机食品活动的情况 并与有机食品生产行业 !环

境保护团体和其它有关组织磋商 完成了新的水产标

准 该标准于 年 月英国土壤协会委员会作为

过渡标准通过 年有机鲑鳟鱼类在英国上市销

售 ∀英国土壤协会委员会之所以将该标准作为过渡标

准 是基于该标准仅仅是一个开始 它需要顺应有机

生产原理 需要进一步研究发展 ∀经过努力 在原土壤

协会过渡标准基础上 与该领域有关的 个英国有机

认证组织 ≥ ƒ ≤ ≥

ƒ ƒ 于 年 月共同颁布了联

合王国有机水产标准 ∏ ∏ ∏ ≥ 2
但土壤协会委员会认为有机生产研究需要进

一步发展 该标准仍然被作为过渡标准 ∀ 年 月

联合王国有机食品注册机构认可了由 个认证组织

共同颁布的联合王国有机生产标准 ≈ ∀

年之后 美国 !英国 !德国 !瑞典 !挪威 !新西

兰 !爱尔兰等国纷纷开始有机生产品的研究 ∀为了协

调 !统一该研究 全球有机食品组织 ) ) ) 国际有机农

业运动联盟 ƒ 起草了有机水产基本标准 并在

年年会上作为有机运动的指导方针获得通过 ∀

在美国 迄今为止国家有机产品计划 ° 已经

提交了 个有关有机农作物和陆养家畜生产 ! 加工 !

管理和标记等内容的标准供公众审议 后一个标准

也在获得认证组织的认定合格后于 年底公布执

行 ∀但以上标准不涉及水产生物 有关水产生物的内

容一经指定将被补充进 终标准中去 ∀美国有机食品

标准委员会 ≥ 对有机水产品标准虽然已数易其

稿 但要使该标准切实可行尚需若干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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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有机家畜规章于 年 月实施 该规章

认可渔业生产有机产品是合格的 但欧盟没有专门的

有机食品生产规则 ∀鉴于该情况 欧盟各成员国可以

颁布自己的标准或认可非官方标准 ∀

新西兰有机食品认证机构 2 于

年首先公布了有机食品生产标准 并于 年 月

以新标准 2 新西兰有机生产标准之水产养殖

业有机生产标准 模块 代替 年版标准 ∀新标

准从水域条件 !转换期 !管理措施 !饵料 !病害防治 !加

工运输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并对鱼类 !贝类 !甲壳类

等种类的养殖生产提出了具体要求 ∀同样 德国提出

了自然大地计划 瑞典制定了 ∂ 标准 其它国家

也制定了类似的有机水产品标准 ∀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ƒ 于 年 月

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召开了有机食品代表大会 来自

世界 个国家的 名代表参加了该次会议 会议

期间就有机水产品的生产进行了广泛讨论 ∀

现在有机水产品生产过程中 通常使用生物净化

技术来消除养殖池塘内存在的大量有机物和有害物

质 ∀利用优选细菌产生大量的酶类通过自然氧化过程

降解有机废物 ≥ 等 ∀使养殖池塘

形成一个有利于养殖生物生长和发育的优良环境 ∀在

饵料中添加生物制剂 利用其中含有的活化细菌 改

善养殖生物的内环境 抑制体内有害细菌的生长 维

持其体内外环境的平衡 促进和提高其器官的功能

帮助养殖生物抵抗外界环境的压力 ∀

有机水产品生产的主要原理

有机产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健康 !环保的

高品质食品 同时保护水域环境和周围水体的生物多

样性 保证水域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进行有机水产

品生产 通常需考虑以下问题 ∀

水域环境
进行水产捕捞的天然海域必须有明确的界限

不受外界污染 远离养殖区域且不受养殖区域影响 ∀

进行有机水产品养殖生产的封闭水域生产前必须有

一定的过渡期 有机水产品养殖活动必须保证周围环

境的生态平衡和稳定 保证周围水域的生物多样性的

持续性 且不受周围污染源和常规养殖场的影响 ∀鱼

类从鱼苗到捕捞都必须生产在有机体系中 其它水生

生物至少其生命周期的后 在有机体系中养殖 ∀

苗种

有机水产品生产提倡使用自然繁殖的天然苗种

限制使用非自然繁殖的人工苗种 禁止使用采用生物

工程等生物技术进行遗传修饰的人工苗种和运用三

倍体技术生产的人工苗种 ∀人工苗种繁殖培育过程中

禁止使用抗生素类等药物 ∀

饵料

进行有机水产品生产使用的饲料必须是经过有

关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机饲料或者是野生的水生饵料

有机饲料加工过程允许使用天然矿物质 !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 允许使用细菌 !真菌 !酶制品 !食品工业的副

产品和初级植物饵料 禁止使用人粪尿和直接使用动

物粪肥 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生长促进剂 !色素 !诱食

剂 !化肥等化工产品 禁止使用运用生物工程进行遗

传修饰的生物产品以及来源于相同物种的原料 !经化

学提取的原料 ∀

病害防治

进行有机水产品的养殖生产必须运用生态学原

理 例如通过养殖体系中植物群落的完整性等 提高

养殖水域的健康状况 通过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提高

养殖生物的抗病力 所有的管理措施都应以提高养殖

生物的健康状况和抗病力为目标 ∀有机水产品生产过

程中禁止使用抗生素 !激素 !寄生虫药 !除草剂和其它

合成药品 允许使用生石灰 !茶籽饼 !高锰酸钾对养殖

水体和底泥进行消毒 当有发生某种疾病的危险而不

能通过其它技术进行控制时可以接种疫苗 可以使用

天然中草药 但不允许使用基因工程疫苗 ∀

同时 有机食品生产要求 在有机食品生产过程

中生产者不应为了保持有机化不对患病的养殖动物

进行治疗 假如生产者采取了一切有机化生产准许的

手段后仍然不奏效 作为 后采取的手段必须使用抗

生素类药物对患病动物进行治疗 但经此处理的动物

必须标记 !分离 并且不再被作为有机食品 ∀

动物福利

有机水产品生产必须考虑养殖密度的限制 必

须对患病的生物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治 一旦发现生产

者不对患病动物进行治疗而使其遭受痛苦 其有机食

品生产执照将可能被取消 ∀

加工运输

运输过程中要充分照顾运输对象的健康 避免

或减少运输对象的胁迫 !机械损伤和意外死亡 禁止

使用化学合成的镇静剂和兴奋剂 ∀水产品的加工应该

采用经过认证的设施和设备 ∀

有机水产品的管理特点

有机水产品的有机生产体系与传统的水产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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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体系相比 具有以下特征 在发展的目标上 有

机水产品生产体系不追求高产量 而体现的是均衡 !

持续发展 特别注重高效益 有机水产品生产体系

强调环境保护 追求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统一 有机水产品生产体系强调全过程的质量

管理而非产品主张 因此要求全部生产过程进行生产

记录 在技术路线上 强调自然的生产方式和运用

自然原料 !环境 排斥现代技术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

的运用 在生产方式上 通过制定标准 推广生产

操作规程 配合技术措施 进行科学管理 将农业生产

过程的诸环节紧密融为一体 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的高

效率 !高效益产出 在管理方式上 通过对产品实

行统一 !规范的标志管理 实行了质量认证和商标管

理的结合 从而使生产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明确了

自身的组织行为和生产行为规范 ∀

我国的有机水产品生产

我国自上世纪末开始有机水产品的研究工作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成立有机食品发展中心

简称 ƒ⁄≤ 协助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行使有机产品

行业管理职能 同时接受国家有机食品发展管理委员

会的监督 ∀目前 它是中国唯一国家级有机认证机

构 ∀ 年 月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

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简称

ƒ⁄≤≤ 年 月正式被 ƒ 认可为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有机认证机构 ƒ⁄≤先后在

个省 ! 市 ! 自治区建立了分中心或行业分中心 以

ƒ⁄≤ 为纽带的中国有机农业运动网络正在形成 ∀

ƒ⁄≤是中国 早加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简

称 ƒ 的成员 ∀ ƒ⁄≤ 于 年 月颁布了

5 ƒ⁄≤有机认证标准6 其中对水产养殖的有关生产

环节例如养殖场所的转换期 !养殖场所选址 !养殖水

体环境 !饵料 !健康与安全 !苗种繁殖 !捕捞与运输等

各个环节都进行了规定 ∀

我国有机水产品生产是率先在内陆水域进行的

目前已经有几个淡水水产品养殖企业向我国的有机

水产品认证机构 ƒ⁄≤ 申请了认证并得到批准 ∀例

如 浙江淳安县千岛湖 有机鱼类鲢 !鳙 !银鱼 !白鱼昌

等 !浙江省云和县 有机鱼类 !江苏的滨海县 稻田

养殖有机鱼 !虾 !蟹 !辽宁省盘锦市 稻田养鱼 !河蟹

等地已经开始了内陆水域有机水产品的生产 ∀

在这些内陆水域有机水产品的生产中 一般都是

在优质生态环境中的国家一级标准水体中纯天然生

长和放养的鱼 它不经任何人工饲料喂养 鱼类完全

靠一级水质和天然觅食生长 或者是在有机稻田中混

养鱼类 !虾类 !蟹类等 都是在有机体系中严格按照有

机生产要求进行生产获得的有机水产品 ∀

我国在海洋水产养殖有机化生产方面 目前江苏

省赣榆宋庄镇已经开始进行有机水产品的生产示范

基地建设 该示范区规划面积为 首期

已建成投产 主要进行对虾 !缢蛏 !梭鱼混养 按中国

对虾 !缢蛏 !梭鱼 Β Β 的比例投放无污染的野

生种苗 严格按照有机水产生产原理管理 养殖中禁

用一切化学合成肥料 !药物 !生长调节剂等 一律采用

畜禽粪便进沼气池发酵制成有机肥后肥水 通过轮

养 !混养 !物理 !生物及生态调节等措施综合防治病

害 并实行培育种苗 2喂养 2起捕上市等环节化管理 !

全程建档 ∀第一年已经生产有机东方对虾 !

有机缢蛏 !有机梭鱼 并全部出

口日本和韩国 获利 元 较常规养殖净增

元 ∀该示范基地的建设 填补了我国海水养

殖有机食品的空白 ∀

目前有关方面也已经开始进行探索 有机水产品

原理 !健康养殖的概念得到深入认识 ∀全国沿海有机

水产品养殖的热情也已经提到一定的高度 开展了一

系列的养殖环境优化措施 采用吸附剂 !水生植物 !人

造水草 !微生物等手段提高海水养殖的环境质量 ∀广

东顺德采用中草药 !生物制剂进行养殖鱼类生产 开

发了 种中草药制剂 基本可以对鱼类疾病进行预

防和治疗 ∀加入 • × 水产业既面临着挑战 也面临

着机遇 ∀目前发达国家所设置的绿色壁垒 已经给我

国的水产品出口带来了严重影响 ∀因此 大力发展有

机水产品的生产 必然会给水产品出口带来新的契

机 同时对于保护我国的海洋环境 提高水产养殖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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