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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列表制度
”

对我国出口 农产品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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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典 日本 年 月 日开始 实施
“

肯定列表制度
” 。

由于我 国是 日本第二 大农产品进 口 国
,

根据
“

肯定列表

制度 ”的原别和特 饭 ,

它将对我国出口 农产品 产生一 系列 重 大影响 农产品 出 口 面 临妓视性威胁
,

出 口 风险加 大 农

产品 生产企业 出 口 成本增加
,

竟争力 刘弱 , 短时间 内农产品 难 以 满足
“

肯定 列表制 度
”
的 苛刻要求

,

出 。 受阻 根据

上述分析
,

我们提 出 了我 国政府钾 门
、

行业协会
、

生 产加 工企业和农户今后 对 日 出 口 农产品应采取的对策

关位询 农产品 贸哥壁垒 肯定列表制度

中圈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日本是我 国农产 品 出 口 的第一 大 国际 市场
。

年
,

我 国对 日出 口 农产 品
、

食品达 亿美

元
,

占我国农产品 出 口 量 的
。

从 年

月 日起
,

日本开始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 农药
、

兽药及 饲料添 加剂等 残 留限量
“

肯定列 表制度
” 。

这是 日本政府为加强农

产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而采取的一项新措施
,

对我

国农产品的出口来讲无疑是一项新的技术性贸易壁

垒 这一制度的实施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对 日农产品

贸易
。

据统计
, “

肯定列表制度
”
实施以来

,

我国对 日

农产品出口 出现大幅下降
,

仅 月份就比去年同期

减少 亿美元
,

下降
。 “

肯定列表制度
”

既

涉及食品安全问题
,

也涉及贸易公平问题
,

关系到数

千家中国企业和数百万 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
,

必须

高度重视
,

积极应对
。

日本
“
肯定列表制度

”

的内容及特点

日本 左右的食品依靠进 口
。

近年来
,

日本

进 口食品
、

农产品中农药
、

兽药等残留超标事件频繁

发生
,

国内也不断出现违法使用未登记农药的现象
,

日本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性极度不信任
。

同时
,

目

前世界上通用的农业化学 品大约有 余种
,

但 日

本以前制定了限 标准的农业化学品仅有 多种

主要是在 日本注册登记的农业化学品
,

其余

多种尚无限量要求
。

对于进 口食品中可能含有的这

部分农业化学品
,

以前 日本无明确的监管措施
,

这给

日本食品安全形 成了严重威胁
。

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
,

日本政府先后采取 了一系列加强食品安全管理

的措施
,

修订了食品卫生法
,

并以该修订案为依据
,

开始在农业化学品残留管理 引人
“

肯定列表制度
” 。

“

肯定列表制度
”
是相对于现行的

“
否定列表制度

”
而

言的
。 “

否定列表制度
”
对国际上还没有制定药残标

准食品的流通不能进行限制
。

而
“

肯定列表制度
”

实

施后 可 以对其流通进行限制
。

目前
,

除 日本外
,

美

国
、

加拿大
、

新西兰
、

德国等国家都已实施了
“

肯定列

表制度 ” ,

欧盟正在制定中
。

日本“

肯定列裹制度 ”
的内容

“

肯定列表制度
”

全称叫《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

留的肯定列表制度 》
,

这项制度简单地说就是禁止含

有未制定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

且含 超过一定水平

一律标准 农业化学品的农产品
、

食品销售
,

只有符

合
“

肯定列表制度
”的食品

、

农产品才能进人 日本市

场
。

日本的
“

肯定列表制度 ”是个关于农业化学品残

留标准的复杂体系
,

它共分为
“
现行标准

” 、 “

暂定标

准
” 、 “

禁用物质
” 、 “

豁免物质
”和

“
一律标准

”
五类

。

①
“

现行标准
”
即沿用原限量标准而不重新制定标

准
,

共涉及农业化学品 种
、

农产品食品 种
、

残

留限量标准 条
。

②
“

暂定标准
”

涉及农业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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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种
,

农产品食品 种 类
,

暂定限量标准
,

条
。

③
“

禁用物质 ”包括在任何食品中不得

检出的农业化学品 种 在部分食品中不得检出

种
,

涉及 种食品和 “ 个限量标准山
。

④
“

豁免

物质
”

指在通常使用条件下其在食品中的残留不会

对人体健康声生不 良影响的农业化学品
,

共 种
,

包括杀虫剂和兽药 种
,

食品添加剂 种和其他

物质 种
。

日本对这部分物质无任何限量要求
。

⑤
“

一律标准
”
则将上 面 四种类型没有涵盖的

,

以及今

后新生产的农业化学 品或其它农产品都包罗在内
,

最高限 统一为
。 “

一律标准 ”是
“

肯定列

表制度
”的核心

,

也是其与以前管理制度的根本差别

所在〔 〕。

日本
“

肯定列衰制度 ”的特点

同日本以前的农业化学品管理制度相比
, “

肯定

列表制度 ”有以下特点 ①涵盖范围扩大
,

限量指标

增多
。

日本以前的农业化学品管理制度仅规定 了

种农业化学品
、

个限 标准
,

涉及食品

种
,

而“

肯定列表制度
”涵盖 了所有农业化学品和食

品
,

仅
“

暂定标准 ”一项涉及 的农业化学品
、

限量标

准
、

涵盖的食品品种就分别是过去全部规定 的

倍
、

倍和 倍
。

尤其是
“
一律标准 ”的确定

,

更

是无限放大了需要检测和使用苛刻限量标准的化学

品种类
。

②检测项 目成倍增加
,

限量标准苛刻
。

由

于限 指标剧增
,

食品进 口的检测项 目也成倍增加

如进 口大米
、

鸡肉需检测的项 目由原来的 项
、

项增加到 项和 项 同时
,

限量标准更加苛

刻
,

有的标准甚至 比以前提高上百倍
。

③执行的随

愈性较大
,

贸易壁垒程度加深
。 “

肯定列表制度
”
规

定
,

除豁免物质外
,

所有食品中的化学品残留限量必

须符合限 要求
,

否则不得进人 日本市场
。

按此制

度
,

日本可抽查来 自任何国家
、

地区任何食品的任一

项 目
,

而且在抽查频率
、

比例和项 目上 有很大的弹

性
,

这就给 日本执法者留出了很大的执法空间
,

增加

了不公平竞争的可能性
,

并形成新的贸易壁垒
。

“肯定列表制度 ”给我国对 日出口农

产品带来的影响

日本是我国食品
、

农产品的最大出 口 市场
,

我国

也是 日本该类产品的第二大进 口 国
,

其中鱼类
、

疏菜

及水果在 日本进 口 中排在第一位
,

特别是疏菜
、

水果

的进 口 占到 了 日本该项 产 品进 口 总额 的近
。

可见
,

农产 品 出 口 在我对 日出 口 中占有重要地位
,

“

肯定列表制度 ”的实施必然对我国农产品出 口产生

重大影响
。

农产品出口面临歧视性威胁
,

出口风险加大

如上所述
,

日本
“

肯定列表制度
”

给 日本监管部

门在 口岸通关
、

市场监管方面 留出了很大的随意性

空间
,

这就可能出现对不 同国家的进 口 产品检验采

取区别对待的情况
,

从而对国际贸易构成潜在的歧

视性威胁
。

据了解
, “

肯定列表制度
”

实施之前
,

日本

如想限制某国农产品对其出 口
,

必须先制订相关的

检测标淮
,

之后向各 成员提出申情
,

征得所有

成员审议通过后方可进行封关
,

大约需两年时间

但现在根据 日本新食品法
,

没有参照标准的农药残

留均可执行
“

一律标准 ” 。

日本可以随时随地要求一

个从来没有检测过
,

同时我国也未重视过的农药残

留进行检测
,

一旦超标就不能获得通关
,

以达到限制

进 口 的 目的
。

同时
,

由于检验项 目剧增将拖延检脸

时间
,

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
,

也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

险
。

农产品生产企业出口成本增加
,

竞争力削弱
“

肯定列表制度
”

实施后
,

检测项 目比原来增加

倍
,

每种食品
、

农产品涉及的残留限 标准平均为

项
,

有的甚至超过 项
。

由于检测项 目增多
,

企业不仅要增加检测人员
,

还要购买检测设备 按

每种产品平均检测 种残留
,

每批 的检测费用需

增加 万元人民币
。

同时
,

日方对输 日食品
、

农产品

均要求我国出人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卫生证书
,

货

物抵达 日本港 口后
,

日方还要抽查检验
,

有的产品甚

至是批批检验
。

这样
,

检验周期必然加长
,

导致通关

速度减慢
,

大大提高企业 出 口 成本
。

增加 的出 口成

本会严重削弱我 国食品的出口 竞争力
,

导致部分农

产品在 日本市场姜缩甚至丢失
,

也会使得部分企业

不堪重负而被迫退出市场
。

姐时间内农产品难以满足 日本苛刻要求
,

出口

受阻

与 日本的新标准相 比
,

我 国现行的农残检侧标

准有很大差距
,

主要 表现在标准陈旧
、

标准少 而且

低
。

我国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

有的标准

多年未修订
、

早 已 过 时
,

许多领域甚 至根本 没有标

准
,

与发达国家差距极大 目前
,

我 国仅制定 了

种农药限量标准
,

限 指标不到 条
。

在我国与

日本能够对应的标准中
,

日本有 的标准严于我

国标准
。

而这些标准所限制的
,

恰恰是我国翰 日大

宗农产品和食品
,

如粮谷类
、

豆类
、

水产类
、

蔬菜类及

肉类等 种
。

同时
,

我国农产品药残检测部门从以

往的单一品种检验
,

到现在突然加大到一次多项 目



技术经济 第 卷 第 期

检侧
,

也面临较大困难
。

目前
,

国内大多数实验室的

技术力量与设备水平短时间内也无法适应 日本的要

求
。

上述问题的存在
,

表明我国的农残检测标准严

重与国际脱轨
、

检测技术和手段严重落后
,

必然导致

输 日农产品出口受阻
、

出口额减少
。

我国对 日出口农产品应采取的对策

日本
“

肯定列表制度
”反映出近年来进 口 国市场

设 技术性贸易壁垒
,

已 由微观化向宏观制度化转

变的趋势
,

也促使我们尽快转变管理理念和管理方

式
,

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

突破 日本
“

肯定列表制度
”
的技术壁垒

。

政府相关部门

加大对外交涉力度
,

利用多边或双边渠道
,

积

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

不断提高贸易谈判的能力

和水平
,

为我国农产品出 口燕得更大的国际市场空

间

加大资金投人力度
,

加强对国外食品技术法

规的研究和技术攻关
,

尽快完善我国的农业化学品

检测标准和方法
,

尽快缩小我 国农药
、

兽药残留量检

侧国家标准和检测技术
、

设备水平与国际要求间的

差距

加强对农产品 出 口 企业 的管理
,

建立 和完善

农产品出 口企业备案登记制度和出 口农产品检验检

疫制度
,

建立全国协调一致的农兽药使用监控体系

加强对农药生产企业 的检验和管理
,

大力发

展生物农药
,

鼓励研制和生产安全
、

高效
、

经济的新

品种
,

尽快淘汰和替代一批高毒
、

高残留农药
,

从根

本上解决农药残留问题
。

行业协会

继续加大对相关管理及技术人员的培训 工

作
,

及时为农产品出 口 企业 提供有针对性 的指导和

咨询
,

帮助其进一步了解贸易壁垒知识
,

提高应对能

力
。

积极配合政府进行对外交涉
,

进一步拓宽信

息服务领域
,

组织企业加强交流
、

苦燎内功
,

做好行

业 自控 自律
。

生产
、

加工出口企业

加强与 日方进 口企业和检测机构的信息技术

交流
,

及时掌握 日本允许使用的农药
、

残留量信息及

检测技术方法
,

最大幅度地减少出口风险
。

完善
“

公司 基地 标准化
”

的生产模式
,

建

立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安全和农兽药残留追溯及控

制体系
。

特别要加强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
,

通过制定农产品安全生产规程
、

农药合理使用准

则等
,

从源头抓起
,

规范用药
,

实现农产品生产的规

范化
、

优质化
、

安全化
。

切实加强内部实验室建设
,

完善 自检 自控体

系
,

无论是对使用的农药还是 出产的最终农产品
,

都

要加大检验检测力度
,

确保农产品符合出 口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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