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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试行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制度现状及建议 

单琳 陈霞 

江苏省扬州市农业农村局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是农产品种养生产者在自我管理、自控自检的基础上，自我承诺农产品安全合格上市的

一种新型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制度。江苏省扬州市在信息系统备案的种养主体有 1912家，产品数 388个，面积 14.35

万亩,产量 24.16 万吨。目前各县（市、区）已正常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具方式包括自行通过信息平台打印

出具合格证、鼓励开展信息化追溯的生产主体开具追溯码和合格证“二合一”标识，以及手填统一印制一式两联的

合格证，已开具合格证 687765张。 

主要措施 

政府统筹协调。2016 年，农业农村部出台《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办法》（试行），2019 年 12 月印发《全国试行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2020 年 2 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江苏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工作方案》，扬州市农

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在全省率先联合制定印发《扬州市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成立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工作领导小组，细化工作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共同部署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计划通过三年时间，全市应出

具合格证的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全部正常出具合格证。试行品类主要为蔬菜、水果、畜禽、禽蛋

和养殖水产品等风险高、消费量大的“菜篮子”产品。 

部门分工合作。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协调协作，推动落实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机制。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督促生产主体主动严控生产过程，全面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定期向同级市场监管部门通告主体目录，共同加大

宣传引导。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地产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监督管理，督促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采购

者、销售者对本市地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等合格证明文件进行查验留存，准予进入市场销售。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扬州市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和《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意见》中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并列入全市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内容，

确保试行措施、属地责任落到实处。 

基层宣传推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搭设咨询台、出动宣传车、发放告知书、制作宣传展板，利用电子显示屏、俄牌、横幅

等多种形式，在生产基地、农村主要路口、连锁超市、综合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宣传合格证制度，做到醒目易懂。积极宣传合

格证制度推行工作的经验做法，营造全社会共同落实合格证制度的共治氛围。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合格证宣传培训 200场次，

服务指导 3500人次，张贴宣传横幅、标语 200余条。2020年 5月 7日，市农业农村局举办全市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培训班，

培训监管、园艺、畜禽、水产条线人员使用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开展食用农产品电子出证和纸质出证。2020年 9月 27日，市

农业农村局以“一张合格证质量安全承诺书”为主题开展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宣传，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知识，提升品牌优

质农产品知晓度和消费满意度，引导公众科学消费。 

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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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体积极性有待提高。农业生产主体数量众多，组织化程度低，水平参差不齐，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淡薄；农产品上

市环节多、周期长、鲜活易腐，这些都是合格证推广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题。在没有形成统一健全的市场查验制度前，生产主

体主动开具合格证的意愿不高。一方面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开具势必增加企业的人工和成本，对销售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明显；

另一方面即使通过政府补贴方式帮助企业减轻成本，企业执行的可持续性也不能得到保障，通常补贴当年能按要求实施，次年

就明显积极性不高了。 

检测参数不能全覆盖。目前种植业生产基地、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以及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主流使用的农药残留速

测仪，只能检测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成分。实验室定量检测存在出结果周期长、成本较高的问题，不能广泛用于农产品自检。 

法律依据空缺。目前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推广主要依据农业部门出台的管理办法，推行的方式局限于宣传培训以及监管人

员上门督促，不能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法定职责纳入监督执法范围，缺少强有力的手段。如何衔接好产地与市场之间的监管，

需要进一步细化各自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监管职责并真正落到实处。 

对策建议 

完善法律政策规定。以新一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为契机，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纳入其中，建立以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为主要载体的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衔接机制，通过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实现农产品来源可查、问题可溯、责任可究。

建立合格证制度与农业项目补贴、产品认证、品牌认定、信用评定等挂钩机制、各业务条线协同推进机制，对率先试行合格证

的种养生产者提供政策倾斜和项目支持。对未实行合格证制度的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将事

先告知，不予以项目支持，不推荐参加各类展示展销会，不推荐参评各类品牌和奖项，不推荐为标准化基地、养殖场等示范主

体，不推荐申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以及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等。 

差异化推广合格证开具方式。合格证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主体自我承诺凭证，发现问题农产品可以向上游溯源。不同规模的

生产主体对于合格证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期望。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农业龙头企业，希望通过合格证进一步推广企业品牌，提升产

品档次，可通过强化信息化和质量追溯建设，开展产品上市前速测，推广电子证书应用；产量较大的规模合作社、家庭农场，

希望能方便快速地开具合格证，以便于迅速批量出货，可通过合格证小程序批量快速打印合格证，不干胶合格证方便黏贴在包

装袋、包装箱或出货单上；有上市需求中小散户，希望能用最低廉的成本、最简易的方式开具合格证上市，可由政府统一印制

手写式合格证免费提供，解决农户关心的成本问题。 

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推进诚信建设，引入公众监督和社会共治，将虚假承诺、违规承诺的生产经营主体纳入“黑名单”和

失信名单，严厉处罚措施，增加生产主体失信成本，对生产主体合格证的开具起到约束作用。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农产品，就

可认定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无效，通过生产环节、收贮运环节和销售环节溯源分析不合格原因，若问题出在生产环节可归类为诚

信的问题，依据法律规定酌情处置。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是农产品走向餐桌的“通行证”。下一步，扬州市将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的开具和入市查验作为日常巡查的重要内容，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

管，建立健全以合格证制度为核心的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管理衔接机制，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