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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及其各个成员国在有机农业的发展和植物保护方面都有着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技术

措施，并形成了统一的有机农产品市场规范，发展势态良好。为此，概述了欧盟有机农业法律法规

现状，分析了欧盟各国病虫害防治、生物技术研究和有机农产品检测等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的技

术措施，指出欧盟的有机农业将向低碳化、区域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需要做

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不断加大植保技术和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出合理的农业生产

补贴政策，做好农业信息化、技术化、机械化的统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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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植物保护的有关政策法规发展滞后，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安全性。落后的农业

发展也同样制约着环境友好型有机农业的发展，亟需

寻找新的突破。欧盟依托完成的法律法规体系，在有

机农业发展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般来讲，
传统农业生产使用大量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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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使农产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自然环境和生态

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土地生产能力持续下降。然而，
环境承载能力有限，恢复周期漫长，长期的过度开发

已经严重破坏了我国的自然环境，为了保护生态系

统，亟需发展规模性的生态农业体系。有机农业是具

有严格标准的可操作的农业生产方式，鉴于欧盟在有

机农业植物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习和借鉴

欧盟有机农业发展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

策略，是改变当前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手段。

１　植物保护和有机农业概述

１．１　植物保护的特点和最新动态

植物保护是有机农产品生产的最重要环节，对动

植物、环境和人的保护以及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始终

贯穿在有机农业的植物保护过程中。
有机农业的植物保护需要全程监控，这样可以有

效保证有机农业的高质量和高安全性。有机农业的

植物保护需要对病虫害进行综合治理，将农业措施、
物理措施、生物防治措施等综合起来，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操作执行。有机农业的植物保护还要有规范的

技术操作，善待自然环境，不使用违反规定的物质进

行生产 操 作，并 在 规 定 范 围 内 使 用 合 法 合 规 的 产

品［１］。
当前植物保护发展已经从以前单一品种、单一地

区的植物保护向多品种、生物技术应用和国际性发

展，因此我国《植物保护法》亟待推出。通过该法的制

定，可以建立和完善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和预报制

度、植物检疫制度、重大病虫害防治制度、防控工作保

障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植物保护

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指导。

１．２　有机农业的概念和最新发展

有机农业的概念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首先在法国

和瑞士提出，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

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而采用

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

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有机农业是遵循自然

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２］。
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
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

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

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

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防止水土流失、保持

生产体系及周围环境的基因多样性等。
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ＩＦＯＡＭ）的统计，

近１０ａ来有机食品市场规模一直保持在每年２０％～
３０％的增速。２００７年，全球的有机食品市场规模为

４６０亿美元，到２０１０年，市场规模达到１　０００亿美元。
有机农业是新兴农业，可以说是 食 品 中 的 奢 侈

品。即使消费大国的美国，有机食品市场份额经历了

多年的 发 展 也 仅 为２％。而 我 国 作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十一五”期间，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发

展势头进一步加快，也预示着在“十二五”期间，有机

农业的发展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２　欧盟的有机农业保护政策

欧盟在有机农业的发展和植物保护方面走在世

界的前列，代表着最为成熟和先进的技术水平。欧盟

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方面的政策相对较完善，其经验

和措施值得我国认真学习和借鉴。

２．１　欧盟有机农业保护政策分析

欧盟有机农业的植物保护措施始终贯穿着对动

植物、环境和人的保护以及对生态多样性保护的理

念。法律法规方面，《欧洲有机农业规定》９１／２０９２／ＥＣ
从法律上保证了欧盟有机农业方方面面的发展。有

机农业植物保护按照《欧洲有机农业规定》要求进行，
植物保护过程纳入由“负责检查的官方机构”或“质量

检查认证机构”（监控 机 构）负 责 的 监 控 操 作 程 序 之

中。农药使用还必须符合《善待环境的农业生产操作

程序法案》９２／２０７８／ＥＣ和欧盟成员国关于农药管理

使用的相关法律［３］。

２００９年欧盟对《欧盟有机农业规定》９１／２０９２／ＥＣ
中有机食品添加剂法规部分进行了重要修订，所涉及

的添加剂种类包括色素、饲料、酵母和酶。在此背景

下，化学合成着色剂和加工助剂有了明确的规定，这
些修订对蛋制品、酵母制品和酶制剂的应用安全性都

有了进一步的规范，也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更加全面的

保障。针对人工合成化学品和化学杀虫剂的管理法

规的建设也是欧盟植保法规的优先领域之一，欧盟在

对待化学品与杀虫剂问题上正在或将采取的措施包

括：生产者、使用者与进口者 目 标 责 任 制、增 加 透 明

度、提倡非动物试验和寻找危险化学品的替代物。而

且欧盟在其《第六个环境行动计划》中专门论述了关

于化学品和杀虫剂的管理规定以及关于化学品和杀

虫剂的国际合作［４］。
在有机农业产品方面，欧盟对生产、加工、流通和

消费者等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指导和规范。如

１９９１年 颁 布 的《欧 盟 植 保 产 品 流 通 法 案》９１／４１４／

ＥＥＣ，通过详细的规定以保障农产品的安全以及流通

环节不产生对人体有害的影响。《欧盟农产品最大残

留限量规定》３９６／２００５／ＥＥＣ进一步规范了各个成员

国之间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５］。然而，上述法案和规

定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优化，一是低风险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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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识别程序需要简化，二是高风险物质的检测规程

需要更加精确，三是进一步明确欧盟食品安全局（ＥＦ－
ＳＡ）的职能。

２．２　欧盟各国有机农业植物保护比较

欧盟现有２７个成员国，各个国家农业发展并非

同等状况，由于自然环境、农业发展历史的不同，在有

机农业的植物保护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着各

自的特点，值得我国借鉴。

２．２．１　匈牙利有机农业植保发展概况　匈牙利是中

东欧农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农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具有比较完善的植物保护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体系。
在植物保护研究领域，匈牙利多个农业研究机构、高
校实验室都开展了农作物、果树和蔬菜有害生物防治

方面的研究。有害生物的生物防治和综合防治技术、
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控制、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等都是这

些研究机构的重点研究内容，而且在某些研究领域处

于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６］。
在转基因农作物控制方面，匈牙利是欧盟唯一全

面禁止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以保证有机农产品的绝对

安全。在农药管理方面，匈牙利农业与乡村发展部在

２０００年颁布了《新植保法案》，该法案主要包括７项重

要法规，涉及植物检疫、植保产品授权、最大农药残留

等，这项法案特别针对化学农药的登记、使用和授权

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此外，匈牙利政府充分利用

各种媒体渠道来为植物保护领域的发展提供技术和

信息服务，如建立了专业的植保网站，在线提供各种

农作物、果树、蔬菜主要有害生物的危害症状、发生规

律、防治技术等相关信息，并不断更新，供种植者浏览

和参考使用，并提供各个领域的专家咨询服务等。依

靠完善的农业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体系，匈牙利农业

生产领域各项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得到了保障。

２．２．２　荷兰有机农业植保发展概况　荷兰有机农业

发展良好，得益于荷兰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对

完善。荷兰国家植物保护站负责植保法规的制定、危
险性病虫害的检疫和应急处置、农作物产品的认证、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等工作。根据荷兰

《植物保护法》，必须要由相关部门组织测试，发放农

药使用资质证书，只有持有该证书的人员才能从事购

买农药和施用农药等工作，以保证荷兰农业领域中农

药的安全使用。欧盟推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ＧＡＰｓ）
认证，荷兰政府积极主张通过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法规来保障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７］。
荷兰的农场面积比较大，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偏

少，其农田综合管理技术研发重点向着智能化、信息

化和机械化的方向发展，是研究和使用智能化植保机

械较发达的国家。近几年，荷兰的农作物病虫害决策

支持系统（ＤＳＳ）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已有７　０００多个农

场在使用这一系统并得到了较好的推广。该系统主

要根据各个地区农场的土壤条件、农场作物种类、发
生的主要病虫害情况等因素，及时为农场主提供最优

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特别是提供各种肥料、合法农

药的施用时间、施用方法和施用量等技术方案。各个

地区的农场技术人员可通过无线电话、传真和互联网

等方式使用农作物病虫害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病虫害

防治和综合管理的专业化、智能化和科学化。另外，
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也是荷兰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这些设备包括精量播种机、精准施肥机、宽幅农药喷

施机等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提高了田间管理和操作

效率，减少了荷兰农业的劳动力成本［８］。
荷兰的有机农业发展形势良好，得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荷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植物

保护局，制订有机农业的发展规划，给予农业生产者

补贴，提供相关技术和法规的培训。荷兰设有专门的

有机农业培训学校，在高等教育中设置相关的课程，
培训有机农业方面的专业人才。荷兰有机农场的管

理严格，人才储备充足。荷兰有机农产品的销售方式

灵活，政府制订了普通农场转化为有机农业生产农场

的详细规则。根据荷兰农业发展特点，政法部门发展

了不少社区支持型的特色有机农场。这类有机农场

的特点是消费者可以在该类农场订购有机农产品，参
加各个农场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时广大消费者

被认为是有机农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有机农场

的发展 提 出 建 议，促 进 有 机 农 产 品 质 量 的 持 续 发

展［９］。

２．２．３　意大利有机农业植保发展概况　意大利有机

农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农场数量上均处于欧盟首

位。根据意大利农林部的信息，２０００年有机农场数

量为５４　００４个，其 中４９　４９０个 为 纯 农 业 生 产 单 位，

１　３３０个同时兼顾加工，２　８１７个为加工企业，６７个为

进口有机产品机构。意大利作为欧盟的农业大国之

一，到２１世纪初有机农业面积和农场数量均发展为

欧盟首位，２０００年的有机农业面积为１　０４０　３７７ｈｍ２，
其中５０２　０７８ｈｍ２ 已经认证。其余５３８　２９９ｈｍ２处于

转换期［１０］。有机农业作为食品安全和环境友好农业

的代表之一，在意大利的发展促进机制是综合的，其
中包括政府规划、相应法规及优惠政策、科研投入、认
证与检查体系的保障、市场机制开拓等各个方面。按

照规定，在意大利，新加入和现存的有机农场都能得

到补贴，而且有机产品较高的市场价格能够被市场消

费者所认可。各项法规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

有机农业的发展，确保在消费者获得高质量产品的同

时，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均可获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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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利益。
意大利主要的有机农业保护研究内容是有机农

业与可持续发展，２０９２／９１／ＥＥＣ中提到如何保持土壤

肥力，特别是绿肥和农场内有机质的运用。意大利有

机农业坚持主张把土壤当作可更新资源之一，其肥力

水平可保持和提高。

２．２．４　德国有机农业植保发展概况　德国政府一直

大力支持有机农业和植物保护，德国是目前世界有机

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欧盟最大的有机食

品市场，约占欧盟有机食品消费的３０％。同欧盟各

国一样，德国对有机农业也采取高额补贴的政策，并
且可以在欧盟的标准之上再上浮４０％，从而极大地

促进了德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在有机农场主可直接

获得政府高额补贴的基础上，２００２年修订的《有机农

产品市场推广手册》中规定，有机农产品可以以较高

的市场价格出售，这样就能够确保有机农产品的生产

者、加工者、市场推广者等相关人员都能获得较高的

利润回报。同时，德国还制定了《有机农业发展的中

长期行动计划》，建立有机发展中心的国际互联网入

口，提供有机农业教育材料，促进有机农业保护技术

的开发和转化等等［１１］。
德国《植物保护法》规定了其植物保护要优先考

虑植物保护的非化学防治，化学农药的使用位于多种

预防性的非化学保护措施链条后的最后一个环节。
病虫综合治理作为植物保护的基本策略已在德国的

《植物保护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作为基本

理念落实在具体的农业生产实践中［１２］。

３　欧盟有机农业的发展趋势和启示

３．１　欧盟有机农业的未来

当前，欧盟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新的有机农业生产

方法，寻找新的天然肥料和杀虫剂来代替人工化学物

质用于有机农业的植物保护，例如，采取优化的植物

轮作方法来改善有机农业生产，打乱杂草和害虫的正

常循环，以保证有机农业的植物安全。２００９年欧盟

对９１／４１４／ＥＥＣ进行了修订，以确保到２０１５年 欧 盟

的杀虫剂使用能达到规定的最低限度［１３］。２０１１年６
月起实施的《欧盟植物保护产品市场法规》对欧盟成

员国之间及其与欧盟外国家的农产品安全交易进行

了规定，强调了农产品质量检测、数据分享和标准执

行的重要性。
随着欧盟农产品多样化的发展，会逐步扩大有机

农业在传统农业中的比例。据ＦＡＯ估计，到２０３０年

欧 盟 的 有 机 农 业 比 例 将 从２００２年 的４％增 加 到

２５％。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欧盟各国将更加注

重有机农业的低碳化，以生物防治为重点，并大大减

少化学合成物质的使用，通过生物化工技术、农业生

产技术、信息技术等多领域学科的协调发展，实现欧

盟有机农业的根本转变。到２０３０年，欧盟将争取城

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大宗农作物生产集中在农村的

农场中，农作物生产也会纳入循环经济体系中，更加

低碳化；而水果、蔬菜等实现在城市的生产，主要形式

是“微农场”，如社区农场、屋顶果园等，并达到“零杀

虫剂”标准［１４］。

３．２　欧盟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启示

３．２．１　加大植保法规体系的建设力度　欧盟有机农

业的发展离不开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正在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而有机农业的发

展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现 在 仍 处 于 逐 步 规

范、快速发展阶段。适时适度地发展有机农业必将成

为我国农业迎接国际竞争和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重大举措。我国于２００５年颁布了有机产

品国家标准《ＧＢ／Ｔ　１９６３０有机产品》，同时出台了管

理有机认证市场的法律法规，促使我国有机农业向规

范化方向发展。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也有了更深的认

识，我国有机农业将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我国的植物保护工作已经取得 了 可 喜 的 成 绩，

《植物保护法》的立法工作纳入了日程，但是与欧盟的

法规工作相比，我国起步晚，没有成熟的法律基础，需
要在立法、执法方面加大投入，并据此制定具体的有

机农业发展规划和有关领域的植物保护条例。

３．２．２　加大有机农业体系的宣传推广　现在消费者

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有机农业的大力发展可向社会

提供无污染、好口味、食用安全的环保食品，有利于保

障人民身体健康，减少疾病发生。而且，有机农业属

于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典型代表，对环境保护、生态维

护都有积极作用。欧盟在有机农业发展的同时，获得

了良好的生态效益，欧盟各国的居民和环境都因此而

受益。我国居民对有机农业的诸多好处并没有深刻

的认识，也没有建立起对有机食品高价值的认可度。
这就需要我国做好有机农业的相关推广宣传工作。
在相关的法规建设中，也要重点考虑有机农业发展初

期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投入和受益的关系。有

机农业的生产者希望高投入有高回报，有机食品的消

费者不愿意为此支出高额的费用。完善的有机农业

补贴体系是欧盟各国的共同选择。我国也需要借鉴

国际经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有机农业补贴体系，为
愿意进行有机农业生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合理

的补贴，从而促进有机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３．２．３　做好有机农业相关技术的研发　欧盟的植物

保护在病虫害防治和有机农产品市场监管方面是不

断完善和发展的，并没用一成不变的制度体系。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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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其有关法规的内容，以确保

有机农业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应该加强

在病虫害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有害物残留检测

和标准认证方面的投入，形成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

的植物保护技术和措施。
植物保护技术涉及面广泛，在专家系统、信息系

统、技术应用支持系统等方面都需要一定的投入，特
别是对现有成熟技术的整合和推广，我国做的还远远

不够。欧盟各国全方位的技术支持系统能够帮助有

机农业的生产者快速高效地开展具体工作，并在遇到

问题时，快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国应该加强植

物保护技术集成和推广体系的建设，并确保这种技术

能够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的农业生产中。
有机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化 机 械 设 备 的 投

入。我国在农业机械设计、制造和应用方面也远远落

后于欧盟各国。这和我国地域辽阔，农业生产分散等

客观因素有关。随着我国农村土地的合法流转、规模

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亟需各种新型的田间作业机械，
为科学施肥、无害化收割奠定基础。这方面的投入将

是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低能耗的农业生产，欧盟

今后将低碳农业发展作为重点，并计划在现有水平上

减少４０％的能耗。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也不可忽视

对能源的节约，需要在技术、管理、法规等方面积极探

索，发展低碳高效的中国特色有机农业。

３．２．４　在有机农业中积极推广植物保护新理念　有

机农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植物保护技术的发展和推

广实施。可以说，没有植物保护，就没有有机农业的

未来。做好有机农业的植物保护工作，除了配套政策

的出台、相关专业技术的完善和提高以外，还需要各

有关人员强化植物保护意识，并在实践中积极主动应

用植物保护相关措施，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将植物

保护工作作为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植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广

大植保工作者必须重新提高对植保工作的认识，树立

全新的植保工作新理念。为此，国家提出了“公共植

保、绿色植保”的新理念［１５］。将植保工作作为农业与

农村的公共事业和人与自然和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突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对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保障和支撑作用，拓展植

物保护工作的发展领域和空间［１６－１７］。

４　小结

欧盟有机农业的发展居世界第３位，法律法规成

熟，有机农产品市场管理规范，在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和残留物检测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我国处于

《植物保护法》立法的关键时期，在法律依据、执行标

准、市场准入和监管方面需要积极探索，并应从病虫

害防治、高新生物技术、有机农业结构、农业信息化、
机械化和低碳农业发展等方面认真调研，根据各个地

区的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差别化的政策，加大植保领

域的投入力度，提出合理的有机农业发展补贴政策，
完善有关技术、法规的系统化、信息化建设，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有机农业及其植保体系，不断提高我国有

机农业的管理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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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ｔｓ［Ｍ］．Ｉｔａｌｙ：Ｎｏｍｉｓｍａ　Ｓｏｃｉｅｔàｄｉ　ｄｉ　Ｓｔｕｄ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Ｓ．
Ｐ．Ａ．，２００８．

［６］　郭文超，Ｊｏｚｓｅｆ　Ｋ，董元兴．匈牙利农业及其 植 保 技 术 研

究与应用［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４４（３）：３０７－３１１．
［７］　姜玉英，冯晓东，赵中华，等．荷兰的植物保 护［Ｊ］．中 国

植保导刊，２０１０，３０（２）：４６－４８．
［８］　袁涓文．荷兰有机农业生产状况及启示［Ｊ］．贵州农业科

学，２０１０，３８（１）：２０－２１０．
［９］　屈西峰．荷兰的农业生产和国家植物保护局［Ｊ］．中国植

保导刊，２００６，２６（２）：４５－４７．
［１０］　沛新，李显军，郭春敏，等．以意大利为例浅谈欧盟有机

农业发展促进机制［Ｊ］．世界农业，２００５（４）：１１－１５．
［１１］　周清，邓健．欧盟各国有机农业支持政策比较研究［Ｊ］．

农机化研究，２００８（９）：２１９－２２３．
［１２］　刘波，冒乃和，Ｓｅｎｇｏｎｃａ　Ｃ．德国植物保护方面重要的法

律法规［Ｊ］．江西植保，２００３，２６（３）：１２９－１３５．
［１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　７１０／２００９ｏｆ　５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９，５［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ｘＵｒｉＳｅ－
ｒｖ／ＬｅｘＵｒｉＳｅｒｖ．ｄｏ？ｕｒｉ＝ＯＪ：Ｌ：２００９：２０４：００１５：００３４：

ＥＮ：ＰＤＦ．
［１４］　Ｌａｂｕｓｓｉèｒｅ　Ｅ，Ｂａｒｚｍａｎ　Ｍ，Ｒｉｃｃｉ　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３０［Ｍ］．Ｆｒａ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Ｒｅｃｈｅｒ－
ｃ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２００８．

［１５］　郑俊，王立阔．加深 对“公 共 植 保”、“绿 色 植 保”的 理 解

和认识［Ｊ］．辽宁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２）：５６．
［１６］　孔蒙河．山西省农作物病虫草害专业化防治服务模式

及思考［Ｊ］．山西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３８（１０）：９３－９５．
［１７］　程奕，谷希树，王正祥．天津市农产品质量控制与检测

技术科研 发 展 构 想［Ｊ］．天 津 农 业 科 学，２００３，９（Ｂ１２）：

２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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