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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农业在由传统牛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生产资源环境遭受了工业废弃物，农
业生产自身过量以及不当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产生的有毒物质的双重污染，我国的
农田土壤、灌溉用水、大气被污染现象十分严重。
据中国科学院初步估计，重金属污染农田已经达到2千万公顷，农药污染农田910万公顷，污水灌溉污
染的农田面积达216.7万公顷，大气污染面积533.3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占地和毁田13.3万公顷。
废水中油脂成分会影响作物的呼吸和生长，土壤中有害化合物及重金属会通过作物根系被作物吸收，
导致粮食、蔬菜等农产品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形成了农产品污染。
　　农产品污染不仅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而且直接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降
低了我国农产品出口。
以蔬菜产业为例，许多进口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蔬菜竞争力，纷纷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来限制我国蔬
菜的出口。
这些措施表现为严格的质量与技术标准、繁琐的质量检验和检疫程序以及繁杂的包装要求等。
如日本从2003年1月份开始，对我国出口的蔬菜的检测指标由过去的6项增加到40多项，而且批批检查
。
尤其是2006年5月29日正式实施的有“世界上最苛刻的农残比”之称的日本“肯定列表制度”（Positive
List System），对700余种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的成分设定了允许残留限量标准，又称“暂定标准
”。
其中“暂定标准”中与农业化学品有关的标准就有51 392个，涉及药品达534种；对尚不能确定具体“
暂定标准”的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成分，设定0.01ppm的“统一标准”，一旦输日蔬菜食品中药
残含量超过设定标准将被禁止进口。
这一新的高标准残留农药限制把许多中国的蔬菜、肉类等食品挡在了国门之外。
据日本媒体报道，施行新的残留标准之后，2006年6月份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蔬菜、鱼虾肉类等食品比上
年同期减少将近20％，特别是新鲜蔬菜以及鳗鱼等农产品的进口数量降幅更大。
面对进口国较高的质量卫生标准，已经发生了多起因质量不合格被退回、销毁的事件。
据统计，在“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的一个月，福建省对日本出口农产品5249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大
幅下降41.98％，自日本退运进口的农产品达到64.2万美元，主要集中在烤鳗、蔬菜和罐头类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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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理论，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多个角度系统地
分析了农业清洁生产实施的外部条件、内在动力、制度保障以及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等问题，提出了
可交易的农业环境产权制度是保障农业清洁生产实施的外部条件、实现清洁农产品的优质优价是实施
农业清洁生产的内在动力、一体化的经营体制是实施农业清洁生产的组织制度保障等结论，认为政府
在农业清洁生产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适合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从事农业清洁生产领域工作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相关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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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农业清洁生产的内涵与发展实践　　1.1　清洁生产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　　1.1.1　清洁
生产产生的背景　　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忽视对工业污染的防
治，致使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公害事件不断发生，如日本的水俣病事件，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
害，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反映非常强烈。
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并且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和对策，如增大环保投资、建设污染控制
和处理设施、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实行环境立法等，以控制和改善环境污染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
　　但是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发现：这种仅着眼于控制排污口（末端），使污染物通过“治理—达标”
排放的办法，虽在一定时期内或在局部地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污染问题，
其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以及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对工业生产所排污染
物的种类检测越来越多，规定控制的污染物（特别是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也越来越严格，从
而对污染治理与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为达到排放的要求，企业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大大提高了治理费用，即使如此，一些要求仍难以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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