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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绿色食品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寻
常百姓的视线。 但何谓绿色食品？ 它与食品安全有何关联？ 为了让更多
消费者认识绿色食品，普及绿色食品的营养健康知识，作者编写了这本
读物。

本书概括地介绍了绿色食品的概念及标志， 从营养学角度讨论了绿
色食品及相关事物，使广大消费者学会用科学的理念认识日常生活中的
饮食，培养大众健康合理的绿色消费观及世界观，培养绿色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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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绿色食品的一般概念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化肥、农药的包围之中，处

于环境污染的氛围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绿”的危机，面对商场里琳琅

满目的商品，常困惑于下顿饭该放心地吃些什么，举手投足间是否对环

境造成了什么危害，市场上的商品是否对人和环境都是无害的。 而绿色

食品则打消了人们生活中的顾虑，呵护着人们的健康和地球的安全。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一股绿色潮流在全世界涌动，美国有近一半消

费者购买绿色食品，欧洲有 20%~30%的消费者在享用绿色食品和绿色用

品。 据观测，今后 10 年内，全球绿色食品产值将从现在的 100 多亿美元

增加到 1000 亿美元。 然而，在我国，消费者食用绿色食品的比例还不到

10%，对绿色食品这个概念，人们可能耳熟能详，而对“绿色”商品，许多人

却不甚了然，往往被淹没在花色繁多的普通商品之中，不易被发现。 人们

在遴选商品时，很难特别关注到“绿色”商品。

第一节 绿色食品的涵义、特点

一、绿色食品的涵义

绿色食品现在被公认为是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统称。

绿色食品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特定生产方式生产，经专门机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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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准许使用绿色食品商标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 绿

色食品应具备以下条件：

1. 产品或产品的原料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态环境标准；

2. 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

生产、操作规程；

3. 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

4. 产品外包装必须符合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符合绿色食品特定的

包装、装潢和标签规定。

二、绿色食品的特点

（一）绿色食品与普通食品相比较有以下特点

1. 产品出自最佳生态环境， 绿色食品生产从原料产地的生态环境入

手，通过对原料产地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因子严格监测，判定其是否具

备生产绿色食品的基础条件。

2. 产品实行全程质量监控，绿色食品生产实施“从土地到餐桌”全程

质量控制。 通过产前环节的环境监测和原料检测，产中环节具体生产、加

工操作规程的落实，以及产后环节产品质量、卫生指标、包装、保鲜、运输、

储藏、销售控制，从而确保绿色食品的整体产品质量，同时提高整个生产

过程的标准化水平和技术含量。

3. 对产品依法实行标志管理，绿色食品标志是一个质量证明商标，属

知识产权范畴，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保护，并按照《商标法》、《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条例》和《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开展

监督管理工作。

（二）开发绿色食品的基本做法及目的

通过对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原料产地生态环境的选择、控制，对农产

品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化肥、农药、饲料和食品添加剂等化学合成物

的检测、监控等一系列绿色食品的基本开发做法，从而达到保护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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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保障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质量、安全性，增进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的目的。

三、绿色食品的技术类别

我国绿色食品的技术类别分为两个：A，AA。

A 级绿色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允许限量、限时、限品种使用一些

安全性较高的化学合成物质。

AA 级绿色食品（等同有机食品）：严格按有机农业生产原则生产，生

产加工过程中完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兽药、动植物生长调节

剂、食品添加剂和其他有害于环境及人体健康的物质。

第二节 绿色食品的标志

为了与普通食品相区别，绿色食品实行标志管理。绿色食品标志由特

定的图形来表示，其图形由三部分构成：上方的太阳、下方的叶片和蓓

蕾。 标志图形为正圆形，意为保护、安全。 整个图形描绘了一幅明媚阳光

照耀下的和谐生机，告诉人们绿色食品是出自纯净、良好生态环境的安

全、无污染食品，能给人们带来蓬勃的生命力。 绿色食品标志还提醒人们

要保护环境和防止污染，通过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创造自然界新的和谐。

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作为特定的产品质量证明商标， 已由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从而使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专用

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保护，这样既有利于约束和规范企业的经

济行为，又有利于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绿色食品商标已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的有下图四种形式。

这些都是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质量证明商

标，用以证明经认定的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及相关食物。 此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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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指“绿色食品”、“Green Food”（文字），太阳、叶片、中心蓓蕾（图形）及

其组合体等四种形式。 一般还标明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许可使

用绿色食品标志”字样。 “绿标”使用期为三年。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对许可使用绿色食品的产品进行统一编号， 并颁发绿色食品标志使用

证书。 一个产品使用一个编号，形式为：

LB-× ×-× × × × × × × × × × A

LB 为绿色食品标志代码，12 位数字分别表示产品分类、 批准年

度、月份、国别、产品序号，A 为产品级别。 从编号中可辨别出产品相

关信息，同时鉴别出“绿标”是否过期。 消费者在购买绿色食品时，有

权向销售方索要绿色标志使用证书，以此来确认商品，保护自身权益。

A级绿色食品标志为绿底白字，AA级绿色食品标志为白底绿字。

第三节 绿色食品的产生

在我国，绿色食品是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统称，三者

呈塔型分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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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关系：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

害食品是一组与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相关的概念。

有机食品是通过不施用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为手段， 利用一系列可

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减少生产过程对环境和产品的污染，并在生产中

建立一套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系统，以促进生物多样性和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绿色食品是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技术标准和环境、产品一体

化的跟踪监测，严格限制化学物质的使用，保障食品和环境安全，促进可

持续发展。 并采用证明商标的管理方式，规范市场秩序。

无公害食品是通过政府实施产地认定、产品认证、市场准入等一系列

措施，力争用五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全国范围内食用农产品的无公害生

产，是政府为保证广大人民群众饮食健康的一道基本安全线。

国际上，欧洲称天然（有机）食品，北欧、日本称生态食品，美国称绿色

食品。

有机食品是 20世纪 30年代人类饱受化学农药危害时， 在为保护土壤健

康、生产无污染健康食品的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已有 60 多年历史了。 而

绿色食品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90 年代初提出的， 目的虽也是为

了生产健康食品，但更多地带有商业色彩，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目的也

不明确。二者主要区别：首先对产地要求不同。有机食品对生产基地要求

非常严格，对大气、水体、土壤等自然条件都有严格规定。 施用过禁用物

质的田地须经三年以上的有机转换，才可生产有机食品。 且产地周围要

有隔离带，避免常规农业的影响。 而绿色食品虽然对环境要求也有规定，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无公害食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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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十分严格。 没有有机转换过程，也无隔离带要求。 其次，有机食品

在原料生产中严格禁止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物质的投入，只允许使

用有机肥、生物肥、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肥料来补充土壤肥力，发生病

虫害时，绝对不使用化学农药。而绿色食品则没有这些规定。它不禁止使

用化学物质，只是限制使用。 另外，有机食品与绿色食品在技术要求、原

料来源、加工要求、认证机构等方面也存在许多区别（包括不使用基因工

程）。 因此说，有机食品比绿色食品要求更严、档次更高、生产加工所要求

的标准也更高，是一种全新的高标准生产体系，而这一生产体系所生产

出的产品，才是同国际完全接轨的。

我国是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新阶段，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

加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任务。 为此，农

业部经国务院批准，全面启动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并确立了“无公

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 因此有机

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都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从 1989 年开始有机食品的开发工作，1994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有

机食品发展中心成立后，才真正全面开展有机食品的开发、认证、管理工

作。2001年是我国无公害食品启动年。发展无公害食品，涉及方方面面的

工作。 如从生产到流通诸环节的食品安全，农业产业化、系统化，渔业休

渔制度，畜牧业乳制品、草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等等。

第四节 食 品 安 全

一、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或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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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一种担保。 食品卫生则指为确保食品安全性和适合性，在食物链的

所有阶段，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和具备的一切条件。

食品安全确保食品消费对人类健康无直接或潜在的不良影响， 是食

品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食品污染是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

随着食品生产的工业化和新技术、新原料、新产品的采用造成食品污染

事故。 近年来，国际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食品污染事件，如欧

洲二恶英污染畜禽饲料、比利时可口可乐污染、法国李斯特菌污染熟肉

罐头、日本生拌色拉蔬菜的 O-157 大肠杆菌污染、疯牛病、禽流感、“苏丹

红一号”、广州的“毒酒”、河北香河的有毒韭菜、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等等

事故的发生，形成一次次食品安全问题冲击波，使食品安全性成为人们

关注的热点。

食品污染事件的频发， 引起有关国际组织机构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 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控制食品污染，确保食品安

全。 欧盟于 2001年 1月发表“食品安全白皮书”，计划在近年内组建欧洲

食品安全权威机构，并建立快速警报系统，使欧盟委员会对可能发生的

食品安全卫生问题采取适当反应，并自 2006年 1月 1日起欧盟食品安全

一系列法规全面生效。 美国于 1998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局，加强了国家对

食品安全的管理力度。 这一切都说明了防止食品污染，保证食品安全，维

护消费者健康和权益已成为各国的一件重要国策。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国人将饮食文化推向极致的同时，也增加了食品不安全的隐患。

食物的来源，通常需要大量生产劳作才可得到。 农民为了高产，大量

施用化肥、农药，某些商贩制假、售劣，成为食品安全的隐患。 对此，国家

质检总局 2004年年底公布， 我国 28大类食品全部将被纳入食品质量安

全准入制度，相关部门将定期发布食品安全监管信息。 为保证老百姓“菜

篮子”安全，商务部会同财政、卫生、铁道、交通、工商、质检和环保等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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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实施了以保障食品安全为目的的一项系统工程———“三绿工程”，主

要内容是“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

绿色食品的开发，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增强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有利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应对国外绿色壁垒。 但目前我国绿色

食品市场较为混乱，乱用绿色食品标志、假冒绿色食品现象时有发生。 同

时，由于对绿色食品生产没有实行全程监控，有的绿色食品达不到质量

标准。 此外，我国绿色食品还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

二、食品安全的四个环节

1.生产上抓好农业生产的条件。 就是产地必须安全，特别是土壤、灌

溉用水和空气必须是合乎质量标准的；

2.投入体必须是安全的，比如高浓度农药这些违背农药饲料法规的

投入体必须严禁使用；

3.生产过程要安全；

4.从产品收获、包装、运输到送上餐桌，产后环节要符合安全标准。

要保证四个环节做到安全可靠，必须建立五个体系：

1.质量标准体系；

2.质量监测体系；

3.质量认证体系；

4.执法体系；

5.市场信息发布体系。

三、我国加快建设五大体系确保食品安全

为了确保我国食品安全，形成系统的安全保障，国家有关部门通力合

作，加快食品安全法制、食品安全检测、食品市场认证、食品市场准入和

食品安全社会信用五大体系的建设。

一是完善食品安全法制体系，尽快形成法律、法规、规章、规划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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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配套的食品安全法制体系。 由商务部拟订的 《牛羊屠宰管理办法》和

《肉品流通管理办法》已经基本完成。 有关部门还在加紧实施“三绿工程”

标准框架体系，完善加工、流通环节食品卫生质量安全标准，拟在 5 年内

完成 500项标准的制定及修订工作。

二是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检测体系。进一步完善食品流通、加工企业严

格自检、社会中介检验检测机构接受委托检验和政府部门监督抽检相结

合的检验检测体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抽检，加强上市销售食品的

卫生质量安全检测。

三是建立健全食品市场认证体系。 按照《绿色市场认证管理办法》和

有关标准的要求，积极推进绿色市场认证体系建设，并积极探索制定市

场分级管理办法。

四是建立健全食品市场准入体系。 建立索票、索证、检测、认证、认定

等市场准入制度，加快培育食品安全流通营销体系。

五是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社会信用体系。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屠宰加工、

批发零售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对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逐步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 为保障食品安全，国务院于 2007年 8月发表

了《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食品中新的生物性和

化学性污染物对健康的潜在威胁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食

品新技术新资源，如转基因食品、酶制剂和新的包装食品材料的应用带

来新的食品安全管理问题；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

不高，自身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仍然偏低；犯罪分子极易利用食品进行犯

罪或恐怖活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条件、手段和经费还不能完全适应

实际工作的需要。

卫生部制定的《食品安全行动计划》中确定的具体目标是，到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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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保障食品安全的水平上实现以下目标：建立较完善的食品卫生法

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立和完善食品污染物监测与信息系统，建立和完

善食源性疾病的预警与控制系统，建立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自身管理

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建立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卫生监督体制和技术支

撑体系。

四、国外食品安全管理系统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食品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领域，食

品安全开始从管理层次上与国际接轨，从良好生产操作规范（GMP）到国

际标准体系认证（ISO），各种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在我国方兴未艾。

西方国家的食品工业由于起步比较早，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已经

建立一系列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 常见的国际安全管理模式可

以由 GMP、HACCP和 ISO9000系统组成。

GMP 被视为食品安全生产的基础，这套管理系统需要生产设备具有

科学的设计以及相关人员具备良好的卫生和食品安全知识。 GMP系统的

实施可以为 HACCP 监测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如生产或贮存设备所需的

基本要求，工艺控制资料，并为科学设计生产设备提供数据。 因此，GMP
基础是应用 HACCP系统的前提。

HACCP系统起源于美国太空实验：在太空工作的宇航员们需要安全

可靠的食品，于是美国航空航天管理机构（NASA）美国军队实验室开发

了一套预防性的安全管理系统，并于 1971 年启动，这就是 HACCP 系统

的雏形。 这套系统主要通过确认、监测并控制生产工艺流程中的危害关

键点来确保食品生产的安全。

ISO9000 以获得认证的方式督促企业加强对产品安全品质的管理。

国际标准组织（ISO）颁发的这一系列标准共有 13 个针对不同方面的子

系统， 其中 ISO9001是该系列中唯一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认证的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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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ISO9000:2000是这一系列的最新版本。

通过上述三种管理系统的结合使用，食品企业的产品安全可以得到

有效的管理。 如果放大食品安全管理的视野，从广义上看，还有很多和食

品生产有关的品质安全管理系统，如良好配送操作规范（GDP）、良好实验

室操作规范 （GLP）、 良好卫生操作规范 （GHP）、 环境管理国际体系

ISO14000、统计工艺流程控制（SPC）、供应商质量保证系统（SQA）、健康和

安全管理 （Health & Safety）以及相应的危害程度量化测量法 PPM 和

PPB等。

第五节 如何远离食品污染

化学品污染是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普通人面对化学品污染，需要有

最基本的自我保护知识。首先要了解来源。在我国，化学品污染主要源于

化学工业、农药、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塑料制品、汽车尾气、垃圾焚烧、家

庭装修等等。 由于我们不可能生活在绝对无污染的环境里，因此主要是

尽量避免或减少有毒有害物的摄入。 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依乎天

然”，人对化学品污染其实有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比如喜欢吃柴鸡而不

喜欢吃肉鸡，因为用饲料添加剂催肥的鸡本身就不好吃；再如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穿纯棉（麻、毛、丝）的衣服，因为化纤衣物穿着不舒服。 人们在

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追求回归自然， 这都属于生命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所以普通人避免化学品污染，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即尽量选择无污染

的天然的绿色食品，让食品尽量不接触塑料制品，控制高脂食品的摄入

量，选择棉、麻、毛、丝等天然衣料，简化家居装修等等。 一方面，人体自身

对重金属等污染物，都有一定程度的排泄和抵抗能力。 另一方面，外界污

染物对人体的损害，是由于机体的排毒能力、免疫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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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而导致的。 锻炼身体、加强营养，保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情绪，可

增强机体的排毒、抗毒能力。 如果再注意远离污染物的载体，人的健康是

可以得到保障的。 目前，虽无什么办法将沉积在人体内部的重金属污染

物彻底清除出去， 但某些食物可有效促进这些毒素的代谢。 如绿豆、牛

奶、豆浆、鸡蛋、猪血、茶叶、大蒜、胡萝卜、木耳、蘑菇、海带、蜂蜜等等。 同

时，要避免饮食中污染物的侵害，首先不能偏食，减少受害；其次要尽量

减少或避免食用那些可能富集了更多污染物的食品。 化学品是人发明出

来的，本是为使人们生活更加舒适而制造，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且

还逐渐受到环境荷尔蒙①的困扰。 目前，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能完全了解

这些物质，因而也就无法完全解决它们带来的污染问题。 仍然神秘的这

些物质对人类来说，还是宇宙中无数未解之谜中的一个，它也使我们人

类对自己的生存保持一份应有的谦卑之心。

近来，市面上出现了一批餐桌解毒产品，宣称“可有效去除蔬菜、瓜果

等农药残留，保证入口食物安全”等等，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并不符合绿色食品生产的宗旨。

事实上，环境污染是我们每一个人造成的，污染了的环境又在危害着

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绿色食品是环保的 、健康的食品 ，应尽可能选

用之。

一、有机物污染

合成有机物种类之多几乎成了近代文明一大特色。 现代人们生活中

每一方面，已很难找不到它们的存在。 如食品添加剂、洗涤剂、防腐剂、防

①环境荷尔蒙：即环境激素。 主要存在于一些人工合成化学品中，最臭名昭著的有多

氯联苯类、DDT、二恶英等。可能通过干扰生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激素分泌，造成

男性女性化，如精子减少、精子质量下降、睾丸发育中断、永久性性功能障碍、性别

自我认知障碍等；造成女性子宫癌变畸形、乳腺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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