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农产品认证乱象不仅
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更关系消
费者的利益。导致有机农产品
认证乱象的原因有哪些？应如
何破解有机农产品以及农业标
准化发展难题？对此，记者专访
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教授孔祥智。

记者：市场上存在一些普通
农产品傍名牌、买证书、蹭“有
机”等乱象，有的“有机”农产品
竟然农药残留超标。这些问题
是否反映了我国农业高质量发
展中依然存在一些短板？

孔祥智：当前，有机农产品
市场存在着一系列乱象，有的花
钱购买有机证书，有的只认证一
小块地为有机农产品，企业生产
的所有产品都贴上有机商标。
这种现象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
币，把真正的有机农产品逐出市
场。这种现象也渗透到非有机
农产品生产领域，一些品牌农产
品如五常大米的生产也出现了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影响了整个
农产品质量的提高，降低了消费
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任度。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必须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

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
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
强国转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
国，但远远不是农业强国，其原
因不在于2004年以来主要农产
品的大量进口，而在于2004年以
来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农产品
竞争优势在下降。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这是一个综合性农业
农村发展战略，农业竞争力的提
高是乡村振兴的基础。2018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
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
牌化，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
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
质导向。”针对上述有机农业领
域出现的乱象及其对整个农业
生产的影响，必须加强市场监
管，对于以次充好者予以重罚，
并用价格工具引导生产者提供
优质农产品，重塑消费者对国内
农产品的信心。这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基础性工作。

记者：当前，我国农业标准
化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为何会
产生这些问题？

孔祥智：农业标准化的关键
不是制定标准，而是制定一个合
理的制度，让全社会自觉遵守。
有机农业中出现的乱象，折射到
整个农业生产中，反映出来的还

是制度的缺位。
因此，农业标准化最关键的

是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
首先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标准，
要求生产者按照技术规程进行
生产，如农药应该打多少次，距
离收获前多少天不允许打农药；
每亩地应该施用多少斤化肥
等。不仅要公布技术标准，还要
为农民实施技术标准提供条件，
如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服务，使农
民知道种什么作物施用多少化
肥是合适的，这样农民就不会
多施肥，以免增加生产成本。
一些地区的经验表明，对于连
片生产某一农产品地区，采取
政府统一提供服务的方式，比
如在黄淮海平原，地方政府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连
片生产的小麦、玉米实施飞防服
务，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宁
夏的枸杞、海南的蔬菜都实行
“统防统治”，有效降低了农产品
中的农药残留，对于农业标准化
发展积累了经验。

其次是市场准入制度。对
于抽检不合格的农产品，坚决杜
绝进入市场，使不合格的农产品
难以实现市场价值。这就会倒
逼生产者按照标准生产农产品。

再次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制度。每一个农产品都

要贴上二维码，只要出现质量安
全问题，扫描就可以找到生产
者，从而追究责任。这种制度对
于一家一户是很难实施的，这就
需要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
设，引导小农户加入合作社，以
合作社为主体注册商标，通过合
作社管理小规模农户生产。

记者：如何破解农产品有机
认证中的种种乱象，如何促进农
业的绿色化、标准化发展？

孔祥智：目前有机农产品认
证中出现的乱象是由多种原因
造成的。

一是认证机构乱象。有机
农产品认证在世界各国实行完
全不一样的制度，有的是官方认
证，如美国农业部下设的国家有
机标准委员会为美国唯一的官
方认证机构，意大利、丹麦、泰国
等国农业部也设立了官方认证
机构。有的国家例如多数欧洲
国家实行市场化认证制度，由市
场化的认证机构实施认证，国家
对认证机构进行监管。中国采
用的是后一种制度。目前，全国
具有有机农产品认证资质的机
构70多家，大多数为营利性机
构，良莠不齐，互相之间存在竞
争，这是出现上述乱象的重要原
因之一。

二是认证乱象。认证机构

乱象直接造成了认证乱象。由
于认证机构多为营利性机构，有
些认证机构还派生出咨询机构，
为企业（合作社）提供确保其通
过的咨询服务。这就有可能在
认证环节让一部分根本不具备
生产以及产品资格的企业通过
认证。

三是监管不到位。由于认
证机构多，认证的产品良莠不
齐，作为认证管理者的国家认监
委不具备技术手段对所有经过
认证的农产品实行严格管理，这
就出现了市场上假有机产品大
行其道。

因此，要消除市场上的有机
农产品乱象，首先必须对认证机
构进行监管。认证管理部门要
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一旦发现
认证机构不严格遵守认证制度，
或者因盈利需要故意“放水”，则
予以重罚，甚至取消其认证资
格。其次，对有机商标持有者进
行严格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要联
合农业部门对有机商标持有者
进行不定期检查，一旦发现没有
按照有机农产品规程进行生产
或者向市场提供假有机产品，即
予以重罚，使其不敢作假，严重
的要吊销其有机农产品商标甚
至吊销企业营业执照。

（光明日报）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04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补齐农业标准化的制度短板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

8月13日，水井坊公布要约
收购结果，称截至2018年8月11
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预
受要约的账户总数为9292户，股
份总数为247176244股。

据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目
的旨在提高帝亚吉欧对水井坊
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权，不以
终止水井坊上市地位为目的。
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关
联 方 最 多 合 并 持 有 水 井 坊
60.00%的股份（293127418股）。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巨
头帝亚吉欧对水井坊和中国白
酒市场都充满信心的表现。结
合水井坊此前发布的2018年半
年报看，实现扣非净利润2.95
亿元，同比增长150.30%；基本每
股收益0.55元。“可以说，水井坊
正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有分
析师如此评价。

不少白酒行业人士对水井

坊近年高调在广告和品牌大手
笔投入颇有微词。中国食品产
业分析师朱丹蓬分析称，水井
坊在 2017年下半年和 2018年
前两季度的业绩都向好，但是
这种向好和增幅是因为其基数
低，也是依托了宏观白酒行业
的红利和自己重新定位的红
利，目前他们处于高端产品的
布局期，要看第三季度的业绩
才能知道其运营是否进入良性
循环。不过，他也不客气评价
称：“从消费端和产业端看，水
井坊作为一个十几亿元的盘
子，在广告和品牌方面的支出
是偏大的，如何实行良性销售
和投入产出比的优化，要看今
年第三四季度综合分析，即整
个水井坊的创新和升级能否真
正落地。”

亮剑咨询总经理牛恩坤认
为，水井坊在白酒行业的体量较

小，甚至还不如一家省级名酒企
业，升值空间非常有限，再加上
他认为目前有多种对白酒行业
不利的因素，水井坊的高调被质
疑在情理之中。

产品结构没有塔尖

企业愿意在品牌上投入更
多资金，为何会被诟病？

朱丹蓬认为，水井坊的产
品结构本来只有塔腰和塔基，
没有塔尖，需要完善自己的产
品金字塔，所以推出超高端的
产品：“我并不看好超高端产
品，并不是因为其价格过高，而
是价格跟品牌的价值画不上等
号。”在他看来，超高价产品只
能是有价无市：“也就是过过引
起关注的瘾，真的对于公司业
绩有多大帮助，需要时间培育
和市场检验。”他认为，大肆地

宣传是为了应对渠道端，给渠
道端一个交代：“没有广告，招
商成问题。”

朱丹蓬认为，水井坊的品牌
大概是在二线酒企中占据领先
地位，如果硬生生把自己的定位
拉高于茅台，既徒劳，也浪费了
资源：“过度营销最大问题就是
投入和产出比不成比例，会造成
整体运营进入不正常状态，甚至
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另一方
面，过度营销会使原有的消费群
体产生反感情绪。”

分析中国白酒市场的消费
群体，朱丹蓬称一种是消费者，
另一种是顾客：“顾客是买单的
人，消费者是品饮者，名优白酒
的顾客不一定是消费者，消费者
不一定是顾客，证明白酒有增
值、社交功能。”在他看来，过度
营销就是产品没有这些功能，企
业非要对其强加这种功能。

业内观点：

泡沫还未到破灭时
此前，朱丹蓬曾说过大潮退

后就能看清谁在“裸泳”，但在他
看来，目前市场并还没有退潮，
企业仍然都在争夺红利，并推波
助澜：“泡沫还没有到破的时
候。”他认为，市场面对消费升级
的当时，也面对着消费降级。牛
恩坤则认为目前的市场严重折
叠，既不是消费升级，也不是消
费降级，而是分级：“奢侈品和大
众产品的消费都在走下坡路，原
因是市场分层、消费圈层，厂家
需要塑造奢侈品的价值、卖出中
端产品的价格。”

他预测，今年下半年的白酒行
业景气度有可能走低，一是茅台飞
天因为货源问题已经表现疲软。二
是浓香；清香白酒标准重新修订，必
然会影响某些企业的经营情况。

访谈调查

白酒业过度营销引发市场反感？
刚刚公布要约收购结果的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水井坊600779）8月14日复牌即跌2.28%至51.88元，

15日）继续跌至50.88元。此前水井坊公布的2018年半年报显示，归母净利润同比增133.59%，势头正劲，但水
井坊近两年高调宣传，且推出超高价产品，被质疑有过度营销之嫌。业内人士认为，白酒市场的过度营销或许可
能是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