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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绿色食品发展现状与建议
1
 

张隽娴，樊铭勇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64） 

【摘 要】根据 2015~2017 年湖北省 584家企业生产的 1654 个绿色食品产品情况，从产品组成结构、产品分布区

域以及生产企业组成结构三个方面，分析湖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具备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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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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无污染的安

全、优质、营养类食品（丁厚春，2006）。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民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日益提升。绿色食品

备受青睐，绿色消费已逐渐成为新的趋势。近年来，在《全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 年）》的指导下，湖北省

绿色食品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数据显示，2015-2017 年湖北省共有 584 家企业生产的 1654 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绿色食品

数量在全国同期绿色食品总量中占比约 5%，在全国 31个省（区）市中位居前 5位。 

1 湖北省绿色食品分布状况 

1.1获证企业与产品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数据统计得知，2015-2017 年湖北省共有 584 家企业生产的 1654 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

使用权。其中 2015 年有 206 家企业、480 个产品，2016 年有 189 家企业、543 个产品，2017 年有 217 家企业、631 个产品。近

三年来，绿色食品新获证企业的数量存在小幅度波动；绿色食品新获证产品的数量持续增长，2016 年和 2017 年同比分别增长

13%和 16%。 

1.2获证产品结构 

2015~2017 年湖北省新获证绿色食品的数量、类型与产地分布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知，从绿色食品产品结构来看，种植业

及加工产品有 1280 个，占 77%；畜禽及加工产品有 77 个，占 5%;水产品有 67 个，占 4%;饮品类产品有 53 个，占 3%;其他类产

品有 177个，占 11%。从绿色食品产品加工程度来看，初级产品有 850个，占 51%;加工产品有个 804，占 49%，其中初级加工产

品有 667 个，占产品总数的 40%，深加工产品有 137 个，占产品总数的 9%。从绿色食品产品类型来看，蔬菜、大米、精制茶、

水果、精制盐的数量在 20多类绿色食品类型中列于前 5位，数量均在 100个以上。其中蔬菜类绿色食品数量高达 514个，在全

省总数中占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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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区域分布结构 

从绿色食品产地来看，武汉市、孝感市、宜昌市、恩施州和荆州市在 17 个市（州）、省管市中列于前 5 位，绿色食品的数

量均在 100个以上。其中武汉市产品数量髙达 406个，占全省总数近 25%（见表 1）。 

表 1 2015 ~ 2017 年湖北省绿色食品分布表 

地市 

名称 

蔬 

菜 

大 

米 

精制 

茶 

水 

果 

精制 

盐 

粮油

及 

制品 

水产 

品 

畜禽肉

及 制品 

米 

酒 

食用 

菌 

禽 

蛋 

麻 

糖 

食用植 

物油 

側 

茶 

干 

果 

蜂产 

品 

酒 

类 

橘 

点 

魔芋及 

制品 

其 

他 

合 

计 

武汉 265 19 8 37  4 23 37  4 1    3 5    1 407 

孝感 29 43 6 6 117  6  44   23         274 

宜昌 55 5 37 38  15  9  3 3   6 2  2  2  177 

恩施 40 15 84 9  11  1     1  4    1 3 169 

荆州 19 59  7   10 1  1 12  2  2      113 

黄冈 8 28 18 8  7 9 5 1    3 3       90 

荆门 11 45 4 9  1 3   5 4      4    86 

咸宁 25 8 18 15  1 2 1     3  1 1  5  1 81 

襄阳 1 8 7 1 15 12       2 2      1 49 

随州 10 7 2   15 3   11           48 

十堰 17 3 10 7  5       1 1 2    1 2 49 

黄石 17 1  5  2 11  2      1      39 

潜江 5 12  1 3 1       1        23 

天门 5 14    2               21 

鄂州 1   3  6  1   1          12 

仙桃  7      1      1       9 

神农架 6     1               7 

合计 514 274 194 146 135 83 67 56 47 24 21 23 13 13 15 6 6 5 4 8 1654 

 

由绿色食品产地可知，湖北省已形成区域特色明显的绿色食品产业带。主要有武汉市、宜昌市和恩施市的果蔬，荆州市、

荆门市和孝感市的大米，恩施市和宜昌市的精制茶，孝感市的麻糖、米酒和精制盐，武汉市、黄石市和荆州市的水产品，武汉

市的畜禽肉及其制品，襄阳市和随州市的面粉及其制品，宜昌市的白酒和荆门市的啤酒，随州市的食用菌等产业。 

1.4获证主体结构 

从获证主体结构来看，在 2015~2017 年湖北省 584家绿色食品有效获证主体中，企业 468家、产品 1442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 110家、产品 205个，家庭农场 6家、产品 7个。 

近年来，湖北省绿色食品企业中涌现出一大批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据《2018 年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00 强

排行榜》显示，湖北省共有 13 家企业跻身 500强，其中有 4家企业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分别是湖北国宝桥米有限公司、

湖北金银丰食品有限公司、湖北康宏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和湖北一致魔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湖北省绿色食品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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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湖北省绿色食品发展的优势 

2.1.1政策机遇。绿色食品产业主要由绿色食品的生产资料、绿色食品的产品和绿色营销服务业共同组成（喻法金和陈丽琳，

2011）。湖北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具有集天时、地利与人和于一体的优势。首先是政策支持。为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近年

来，农业农村部接连出台《农业部关于推进“三品一标”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全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

年）》。经过多年的宣传与推广，绿色食品被社会广泛接受，其推行的生产方式和消费理念已得到普遍认可。据报道，绿色食品

品牌在发达区域的认知度超过 80%;在我国所有认证标志中，绿色食品的公信度排名第一（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2017）。 

2.1.2生态资源优势。湖北省位于我国南北和东西的过渡地带，以武汉为中心的水陆空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为绿色食品的发

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喻法金和陈丽琳，2011）。湖北省气候适宜，生态环境优良，物种资源丰富，是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理想区

域。另外，湖北省素以千湖之省著称，大小湖泊星罗密布，水产品和水生蔬菜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绿色水产养殖业的天然优势。 

2.1.3人才与技术优势。全省从事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单位有湖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中

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近年来与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相关的科研成果

丰硕，有武汉大学的赤眼蜂、省农科院等单位的昆虫病毒、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的 BT和阿维菌素等生物农药。这些优异的科研

成果为湖北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2.2湖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2.1产品用标率低。虽然超市中绿色食品标志醒目而规范的绿色食品随处可见，但绝大部分都是加工产品，少有果蔬、鲜

肉和水产品等初级农产品。而初级农产品占湖北省绿色食品总量的半数以上，尤其是蔬菜，占据湖北省绿色食品数量和产量的

榜首。脱离了绿色食品标志，这些产品不再具备绿色食品的竞争优势，无法实现髙附加值，有损企业的效益和生产积极性。究

其原因，主要是生鲜产品附加价值相对较低，包装技术匮乏，用标成本髙；也有少数企业在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后放松自

我要求，未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达标产品，不能使用绿色食品称志。 

2.2.2产业规模化不突出。目前湖北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总体特点是规模小、产出低、龙头企业少，整体仍处于发展的过

渡阶段。在获证主体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绿色食品产业很难形成规模优势。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是规模化种植和养殖，并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进行标准化生产的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基地（李书谦，2009）,以此作

为绿色食品的原料来源，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虽然湖北省绿色食品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的数量和面积均相对较少（喻法金和陈丽琳，2011）。尤其是湖北省作为水产养殖业的天然基地，绿色水产品的数量

和产量都差强人意。 

2.2.3生产中重安全轻品质。1990年 5月，原农业部正式颁布绿色食品标志及使用规范，湖北省紧跟步伐，于 1991年开始

发展绿色食品（丁厚村，2006）,然而大多数消费者对绿色食品仅仅是耳熟，或者对绿色食品的认识仅限于“安全即绿色”。近

年来，随着绿色消费的日益盛行，绿色食品标志认证的数量不断攀升，但个别企业对绿色食品“安全、优质、营养”的定义理

解不到位，对绿色食品标准的要求了解不充分，生产中重视农药残留、重金属等安全指标，而忽略了对品质的要求。绿色食品

认证检测中由于产品品质不合格而影响认证的情况时有发生。 

3 湖北省绿色食品发展对策 

3.1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大多数绿色食品中、小企业受资金和技术条件限制，发展中会遇到诸多困难。政府要为绿色食品企业保驾护航，首先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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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宏观指导作用。高度重视绿色食品产业，将其列为湖北省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鼓励农产品生产者申请使用“三品一标”

标志，同时引导生产资料与产品同步发展。其次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和认证等环节的企业和农户给予

资金扶持、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为绿色食品产业建设相关配套设施，搭建电商平台、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和组建行业协会等。

第三，建设高效便利的绿色食品认证与管理工作体系，提高认证工作信息化程度。合理安排行政审批与检测，简化申报流程，

加快审批速度。第四，不断完善绿色食品安全生产和监管的法律法规，为绿色食品的发展提供平等、公平的市场环境（冯荔，

2015）。 

3.2加强产地区划、发展龙头企业 

在充分了解湖北省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确定重点发展区域和品种，如江汉平原一带的水产品和水生

蔬菜、恩施州的髙山蔬菜和富砸茶叶等，形成特色绿色食品产业带，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与此同时，加快龙头企

业发展步伐，从技术、资金及项目资源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打造更多响亮的绿色食品品牌，发挥龙头企业的行业先锋作为。

实践证明，龙头企业是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具有成熟的管理模式、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完善的营销网络，更重要

的是消费者的信赖与口碑，能够让自己的产品走出湖北省，走出国门。据悉，湖北绿色食品品牌已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国

宝桥米、孝感麻糖米酒等一些企业已成长为有一定国际国内知名度的品牌。 

3.3加强技术研发 

加强绿色食品技术研发，要结合现有技术条件，发展优势产业，培育髙新技术企业。大型绿色食品企业要竖立科技创新的

观念，加大技术投入，进行自主研发，重点开发深加工产品，提髙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检测机构要与

绿色食品企业进行产学研对接，结合生产实际如生鲜产品包装困难等问题共同研发，切实为绿色食品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绿色

食品标准体系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依据，在使用标准的同时要注重思考和积累，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参与标准制修订，成为

行业佼佼者。同时加强绿色食品理论研究，为绿色食品生产提供实际操作指导。科技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学习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等农林院校开设绿色食品专业或相关课程的经验，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 

3.4加强证后监管 

据报道，市场中不乏绿色食品企业违规经营的现象。如有的企业在获得绿色食品标志后，用不合格产品假冒绿色食品，还

有一些企业使用过期标志。这些行为不仅有损消费者的利益，也破坏了绿色食品的形象。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该有效落实监管

制度，加强绿色食品认证管理与监督，防止“重申报轻监管”的现象；认真落实抽检制度，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时节及重点产品的抽检力度，做到全年抽检比例达 30%以上，部分区域甚至全覆盖；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和严厉打击假冒

伪劣绿色食品，使绿色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8%以上；及时发布绿色食品相关工作信息，向消费者推荐优质放心产品，切

实保护绿色食品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绿色食品良性发展。 

3.5加强基层工作队伍建设 

随着绿色消费的日益盛行，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要求不断提高，绿色食品认证和监管工作逐渐加重，从事绿色食品管理的

基层工作人员面临日益艰巨的考验。因为目前省内各市（州）县级绿色食品工作人员严重不足，尤其基层绿色食品办公室，绝

大多数都是兼职机构，专职机构少之又少。兼职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都身兼数职，同时承担多个部门的工作，往往需要加班加点

才能完成。而且基层绿色食品认证工作难度较大，尤其是对于众多小规模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常常需要工作人员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协助完成。因此，壮大基层绿色食品工作人员队伍、加强工作业务能力培训已成当务之急。特别是对于绿

色食品生产大县（市），需要专职机构为绿色食品企业排忧解难，保障绿色食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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