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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Ø有机产品认证概况

Ø我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

Ø有机产品认证发展政策与市场环境

Ø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发展三阶段

l起源（1990年-2003 年）
                1994 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牵头建立了我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
l发展（2003年-2011年） 
                 2004年，原质检总局发布《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2005年，
《有机产品》（GB/T 19630-2005）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实施；2005年，认监
委发布《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体系正式建立



l提升（2011年-） 
            2011年至2014年，国家认监委先后对
标准、办法和规则进行修订，建立了统一的
有机产品认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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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我国共有81家认证机构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活动，共有1.2万
家企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2万余张。

u 2018年，获得认证的有机植物生产面积达到410.8万公顷，，
有机标志备案数量19.1亿枚。有机产品国内销售额估计约为
631.47亿元人民币。

u IFOAM 与FiBL《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2019）》有
机农业用地面积（世界第三），有机产品市场（亚洲最大，世
界第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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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8年中国有机产业发展整体概况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认证机构 25 23 24 31 45 64

证书数量 9957 11499（121） 12810（196） 15625（260） 18330（345） 19365(410)

获证企业 6051 8792（66） 10949（103） 10106（131） 11835（172） 16460(206)
有机种植面积（万公顷） 128.7 112.4（26.5） 92.7（32.7） 180.1（37.2） 302.3（29.8） 313.5(75.7)

有机种植产量（万吨） 706.8 690.3（96.5） 572.9（427） 1053.8（606.8） 1279.6（607.8） 1298.6(834.6)

野生采集（万公顷） 143.5 82.2 59.7 81.2 126 97.5
野生采集产品产量（万吨） 59.7 61.3 23.7 34.6 50.1 37
畜禽总产量（万吨） 106 105.8 107 334 400.72 518.2
水产品总产量（万吨） 31.6 29.4 30.3 47.98 53.38 60.1
加工产品产量（万吨） 286.4 257.3 259.3 422 668 701.5
有机标签备案数量（亿枚） 8.14 10.56 15.04 17.44 19.81 19.10

有机产品核销产量（万吨） 43.2 54.8 62.7 68.68 69.94

有机产品销售额估值（亿元） 200-300 302 357.8 450.6 606.67 631.47

* 括号内的数据是按照中国有机产品标准在境外认证的数据。



发证量 22 192 999 2370 2688 3104 4009 4810 7387 9957 11499 12810 15625 18657 19365
同期增长量 170 807 1371 318 416 905 801 2577 2570 1542 1311 2815 3032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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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类有机产品证书类型及分布
 认证类型 种植 加工 畜禽 水产 野采

2014
发证量 9872 4169 826 423 335

比例（%） 63.2 26.7 5.3 2.7 2.1

2015
发证量 8038 3488 643 367 274

比例（%） 62.7 27.2 5.0 2.9 2.1

2016
发证量 7467 2977 542 560 334

比例（%） 64.9 25.9 4.7 4.9 4.7

2017
发证量 11814 4928 951 541 441 

比例（%） 63.3 26.4 5.1 2.9 2.4

2018
发证量 12285 5245 904 515 416 

比例（%） 63.4 27.1 4.7 2.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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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排在前五位的省份有：新疆（97.55万公顷）、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和贵州=74%

Ø国家标准有机种植面积313.5万公顷，野生采集面积97.5公顷=411公顷



境外国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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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主要产品有乳品、蔗糖、橄榄油、红酒等 

2013年-2018年境外认证国标有机产品的国家、证书及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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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2018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额为

631.47亿元，其中加工产品销售额为

596.31亿元，占总销售额94%。

2014-2017年有机产品产值、销售额及销售比例 

2012-2018年我国有机标志备案情况 

有机标志：
Ø 2018年有机标签备案19.1亿枚，
Ø 其中灭菌乳11.4亿枚，减少1.2亿
枚，占总标志的 60%

有机产品产值和销售额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4年比例仅为26%，2017年销售比例已上

升至45%，还未突破50%。

总体来看，有机产品销售比例呈逐年缓慢上

升趋势，但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机产品贸易与消费



Ø 2018年中国有机产品总出口贸易额为8.94亿美元，总贸易量为70.51万吨。

Ø 2018年中国有机产品出口贸易额和贸易量在欧洲的占比分别为46%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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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年按境外标准进行有机产品生产情况

分类名称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面积
(万公顷)

产量
(万吨)

面积
(万公顷)

产量
(万吨)

面积
(万公顷)

产量
(万吨)

面积
(万公顷)

产量
(万吨)

面积
(万公顷)

产量
(万吨)

谷物类 46.26 189.38 20.15 232.89 34.02 212.42 35.35 326.71 28.22 206.08 

豆类与其他油料作
物

11.29 51.40 26.80 161.35 28.41 188.92 48.46 318.79 59.32 149.81 

其他类植物 19.71 24.69 12.40 50.99 9.12 87.47 37.18 134.30 38.11 169.88 

蔬菜类 5.89 47.75 2.35 54.36 4.00 41.14 3.10 79.69 2.42  29.67 

水果与坚果 5.92 23.28 7.76 17.95 3.95 12.18 5.19 12.94 3.45  18.36 

合计 89.07 336.50 69.45 517.54 79.50 542.12 129.28 872.43 131.51 573.79 



发展政策环境
• 《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8〕3号）
– 大力推行高端品质认证，开展绿色有机、机器人、物联网、

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等高端产品和健康、教育、体育、金融、
电商等领域服务认证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 按照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目标，支持建立生产精细化管理与产

品品质控制体系，采用国际通行的良好农业规范，塑造现代
顶级农产品品牌。

– 完善农产品认证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系统



•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农发〔2019〕1号）

–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优质特色农
产品



•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调
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
知》（财库〔2019〕9号）
– 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对于已列入品目清单的产品类别，
采购人可在采购需求中提出更高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
求，对符合条件的获证产品给予优先待遇。对于未列入品
目清单的产品类别，鼓励采购人综合考虑节能、节水、环
保、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因素，参考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绿色采购要
求，促进绿色产品推广应用。



• 2019年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会议
– 支持各地区、各行业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等质量认证示范
区建设

– 重构食品农产品认证体系，整合、调整、修订现有认证
制度，形成以高端品质认证和食品安全认证为主体，以
国家推行认证制度为基础的食品农产品认证体系，优化
基于模块化智能组合的认证模式。

– 加大认证检测乱象整治力度。……在管理体系认证、有机
产品认证、机动车检验、环境检测等领域开展整治行动



•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认证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市
监认证〔2019〕102号）

– 在对有机产品进行监督时，可采取对有机产品生产、加
工、进口、销售行为进行检查和对有机产品进行抽查等
方式。重点查处：伪造、冒用、买卖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和认证标志，未获认证但标注含有“有机”、
“ORGANIC”等字样且可能误导公众认为该产品为有
机产品的文字表述和图案，证书暂停期间或者被注销、
撤销后仍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等行为。 





有机产品市场分析

• 中国食品消费及创新趋势白皮书（婴幼儿
部分）-食品工业协会&中粮&京东，2018





2018年有机产业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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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l 中国有机产业发展机遇良好

近年来，中国出台多部政策文件以促进有机农业发展，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制订有机产业发

展规划、出台鼓励政策以提高生产者对有机产业的积极性。调研发现超过半数以上的被调研

者认为中国应大力发展有机产业，接近半数的有机生产者和有机经营者有增加其有机产业投

入的计划。

• 有机产品消费行为更加常态化

95%的人群购买过有机产品，26到35岁的人群是有机产品消费的主力军，家庭年收

入在50至100万元的人群有机产品消费能力最强。消费者倾向通过商超购买有机产

品，可接受有机产品价格比常规产品贵3倍以内。



l 产品销路、人工成本、政策力度制约有机产业发展

随着有机产业的不断发展，产品销售困难、人工成本高、政府扶持政策不够成为

了制约有机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三大因素。有机生产者在有机生产资料的获得和使

用过程中普遍认为存在问题。

l 多手段扶持有机产业，加大宣传力度

相关部门应从补贴、奖励，加强技术创新，搭建销售平台等方面扶持有机产业

发展。同时政府部门应广泛宣传有机产业对环境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好处和重要

性，加深消费者对有机产业的了解，增强对有机认证产品的信心。

l 有机标准应从严要求，有机产业应加强监管力度

随着有机产业的发展，大众对有机标准的高要求和监管力度的需求逐渐凸显。

有机从业者及监管人员均希望有机标准可以从严把控，提高监管频次，严厉打击

造假企业和认证乱象。



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

• 优化有机产品认证制度，明确各方责任
– 获证有机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主体
责任、认证机构对认证结果的主体责任、明确
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 加强有机产品认证监管，严厉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并及时公布

• 积极宣传有机产品认证，引导社会认知



联系电话：010-82262709  13911582709
Email：chenec@cnca.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