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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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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不断提高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保障能力, 本文

针对区县现有的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区县级检测中心、镇级检测站和农产品生产企业检测部门——

进行深入调研, 分析探讨在“十三五”规划和新航城建立的背景下消费者、生产者和区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体系建设的需求。在总结近几年来体系建设工作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仪器设备、制度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的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包括检测水平、人才、设备及覆盖率方面的缺乏, 对照问题并结合“十三五”规划分别

提出对策及发展思路, 从提升机构能力、加强人才培养、积极整合资源和完善制度建设的角度着手, 最大限度地

提高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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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Daxing district, and improve 

the safety level and guarantee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were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The existing three-level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testing institutions included district level 

inspection center, town level inspection station and enterprises inspection departments. The demands of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governmen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inspec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irport. The progresses o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staffing, equipment, regulation in recent years had summed up dur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also pointed out, including insufficient problems on detection level, labors, equipments and 

the coverage rate.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and the 13th Five-Year Plan, some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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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institutions, strengthening labor training, and actively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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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大兴区是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远郊区, 地势平坦、土

壤肥沃, 是北京市最大的“菜篮子”基地。随着首都新机场

的开工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方案实施, 大兴区即将跃升

为“京南国际门户”、“京津冀协同前沿”, 功能定位和区位

优势将发生深刻变化, 农业发展也将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 

其中航空食品原材料供应基地和京津冀鲜活农产品 1 h物

流圈的建设, 既是大兴区农业产业迎来的发展契机, 也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1]。 

近年来, 大兴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 积极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 加强了

对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控制,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显著提高。今后, 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监管和投入力度, 大力推进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

力建设, 提升市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2]。大

兴区作为京郊农业大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力度也将会

逐年加大。因此摸清大兴区检测体系建设需求、现状, 分

析研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对于推动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体系的健康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十

分必要[3]。 

本文针对大兴区现有的区县、乡镇和企业三级具有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的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调研, 

基本掌握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现状, 

分析检测体系建设的实际需求, 指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 并对照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发展思路。 

2  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需求 

2.1  市场需求 

一方面,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统筹发展的不断深入, 大

兴区作为进京农产品的南大门, 农产品在存储与运输过程

中具有潜在的污染风险[4], 对农产品输入性风险防控的需

求将不断加大, 进京果蔬农药残留和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的

需求也随之加大, 考虑到生鲜农产品的特殊性, 大兴区不

能继续依赖市内检测资源, 必须在区内建立大规模、高效

率、高精准的质检机构, 以满足日益增加的检测需求。另

一方面,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北京的农业结构将

进一步向都市型农业转变[5], 以适应都市快节奏生活、生

态观光、休闲采摘等新功能, 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

定向配送等新兴业态将快速发展, 因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要求也更高, 将会出现以第三方检测服务为主的新型检

测服务业态, 因此需要当地政府及早谋划, 正确引导检测

机构的发展。 

2.2  企业需求 

大兴区现有农资经营企业 270 余家, 兽药生产企业 8

家, 饲料生产企业 61家, 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农资经营店。

目前, 区内各单位尚不具备对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的检测

能力和资质。历年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督检测均由北京市农

业局统一安排, 区内各单位协助抽样, 送往市农业局指定

质检机构进行检测。“十三五”期间, 全区对农业投入品的

监督检测数量将增加 , 农业投入品监督检测将逐步转向

“市级指导区级为主”的方式, 因此亟需推进区级综合质检

站检测能力提升, 从而有利于提高对农资生产企业的监管

效率, 扩大检测覆盖率。 

2.3  政府监管需求 

大兴区现有耕地面积 61.7 万亩, 其中蔬菜 15 万亩, 

瓜类 7万亩, 果品 12万亩, 甘薯 1万亩, 平原造林 16.1万

亩, 其余为粮食及其他农业用地。按照《基本农田保护区

环境保护规程(试行)》要求[6], 县级以上(含县级)各级人民

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农田环境监测站并每年开展

监测工作。全区每年至少要对 2000份以上的农田土壤和灌

溉水进行检测。此外, 国土勘测部门、水务部门和上级农

业部门设立的农业环境常年监测点 , 每年的检测量也在

2000 份以上。由于大兴区农产品种类丰富, 生产周期长, 

茬口繁复, 生产基地或农户多而分散, 监督检测的覆盖率

不高; 目前全区种植 1亩以上的地块共 33000个, 畜产品 3

头(或 10只)以上的主体共 1990个, 水产 50平米以上的共

10 家 ; 虽然基本做到区内农产品生产基地抽检覆盖率

100%, 但是对个体农户的监督检测覆盖率不足 10%[7]。 

2.4  “十三五”期间新增需求 

2014 年 12 月 15 日,  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北京新

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8], 同意建设北京新机

场。新航城以南中轴为发展主线, 辐射范围包括大兴区礼

贤镇、榆垡镇、安定镇、魏善庄镇以及庞各庄镇 5个主要

地区。2025年新航城建成后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新

航城建设大军、建成后航空食品工业和新城居民对农产品

需求量将急剧增加, 对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需求

将从目前的例行监管向精细化、个性化检测服务转变。 

3  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现状 

近年来, 大兴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采取了



486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7卷 
 
 
 
 
 

一系列措施, 加强对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控制, 

农产品质量全水平得到的显著提高。主要的工作思路围绕

以下 4 个方面: 提高产品质量安全、增强管理服务水平、

完善相关制度措施、提升生产消费意识。 

3.1  机构建设情况 

目前, 大兴区拥有区级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检测

机构 3家, 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8家, 这 11家检

测机构是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主要力量。此外, 

在大兴区 229个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中, 有 140多家配备

了小型快速检测仪器, 构成了一定的检测力量。大兴区的

3家区级质检机构分别为大兴区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动

物疾病控制中心和农业技术推广站, 8家镇级质检机构主

要为涉农乡镇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公室、设立在生产

基地的检测室或镇级农技推广站。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涵

盖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及非法添加剂等 4类指标, 

其中以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为主。总之, 大兴区在区、镇、

基地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框架的建设工作上已初具

规模[9]。 

3.2  检测人员水平 

大兴区 3 个区级质检机构共有 94 人, 其中检测人员

37 人, 平均每家区级质检机构拥有检测人员 12~13 人, 专

职检测人员比例高, 占 81%; 8个镇级质检机构共有 45人, 

其中检测人员 20人, 平均每家镇级质检机构拥有检测人员

2~3 人, 兼职人员比例高, 占 65%。11 家检测机构人员学

历情况为: 大专以下 7 人、大专 21 人、本科 78 人、硕士

7人、博士 1人, 文化程度总体分布均衡, 但各质检机构的

人员文化情况差异较大。大兴区农产品质检机构整体的专

业能力还较低, 在 11家质检机构的 114人中, 拥有初级、

中级和高级职称的人数分别为 23人、26人、5人, 无职称

人员为 60人。 

3.3  仪器设备条件 

11 家农产品质检机构中,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作为

大兴区最大的农产品综合质检机构, 配备了气相色谱仪、

液相色谱仪、原子荧光光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大型检

测设备共 9套, 设备齐全, 覆盖面广、检测指标多; 镇级质

检机构主要配备 1~3套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10]。部分检测

机构配备了农业环境检测仪、土壤养分速测仪等农田环境

监测设备。140 多家具有检测能力的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基本配备了针对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的小型快

速检测仪器。 

3.4  检测工作开展情况 

大兴区以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开展产地环境监测、

产品质量认证为手段, 以全区 229个标准化农业生产基地、

140余个“三品”基地、规模园区以及合作组织为抓手, 采取

分组的方式定期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同时在重大节日、重

点时期, 按照市区相关部署开展专项整治。2014 年, 区农

委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京兴政农发(2014)10

号 )”, 明确检测任务、检测程序和检测项目 , 并对 “四

重”(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产品、重点项目)环节做出

了部署。“计划”规定区农产品检测中心、乡镇(南九镇)质

检机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是实施检测的责任主体[11,12]。全年完成定量检测任

务 2000个, 定性检测任务 50000个, 主要涉及种植业及果

品。具有检测条件和检测设备的基地、合作组织根据产品

上市批次进行了定性检测[13]。 

3.5  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根据 2013~2014年市级农产品抽检合格率统计, 全区

2013年蔬菜合格率为 98.7%, 畜禽水产合格率为 100%, 综

合合格率为 99%。2011~2014 年, 区级农产品抽检合格率

分别是:  2011~2013年 3年间蔬菜、果品、综合合格率均

为 100%; 2014 年蔬菜合格率为 99.74%, 果品合格率为

100%, 综合合格率为 99.81%。农产品安全水平总体处在较

高水平。 

4  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存在的主要

问题 

2012年, 农业部印发了《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 对体系建设做出了要求。

2014年, 重庆市在 832个涉农乡镇均建立了监管站[14]; 秦

皇岛建立了 4个检测机构与 75个监测站点[15]; 2015年, 江

苏省常州市在 40个乡镇建立起了快速检测站, 其监管平台

的建设覆盖了 50%以上的乡镇[16]; 河南省的县级立项、建

设的检测站也达到了 71%的覆盖率[17], 与北京周边省市及

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 大兴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体系建设成效突出, 同时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包括机构、

人才、资源方面的困难。 

4.1  检测技术水平不高 

“十二五”期间, 农业部在全国建设的 2000 多家县级

及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质检机构中, 已有 60%左

右通过了农产品质检机构和 CMA 双认证。而大兴全区的

质检机构中没有获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双认证的单位, 

所开展的检验检测工作中, 定量检测仅占总量的 1%~2%, 

且不具备出具法定检测报告的资质。 

4.2  检测技术人才缺乏 

目前区检测中心与区质检所合署办公, 检测中心编

制 13人。乡镇农产品质检机构检测人员紧缺, 部分镇检测

人员为兼职。要通过实验室计量认证(CMA), 至少要求专

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和素质必须达到法规要求, 而区级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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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员尚不能达到认证要求, 乡镇一级的人员尚有 65%

为兼职, 与实际需求的差距更大。 

4.3  仪器设备能力不足 

大兴区现拥有区级农产品质检机构 3家, 镇级农产品

质检机构 8家, 11家农产品质检机构均配备至少一套检测

设备。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能够

胜任定量检测的仪器设备, 仅有 9台(套), 且集中于区级检

测机构; 镇级检测机构平均配备设备数量为 1~5 套, 但以

定性、快速检测设备为主。未来大兴区检测需求总量将超

过现有检测能力数, 尤其是定量检测能力更显不足。而且

重点仪器缺乏, 在不考虑故障和检修的情况下, 全力开机

每年也仅能检测 3000~5000 份样品, 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

检测需求。 

4.4  检测覆盖率较低 

目前, 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年检测量约为: 定量检测

3000 份, 快速检测 100000 份。与 33000 多个体农户相比, 

全区每年对农户检测覆盖率不足 10%。考虑农产品具有产

量大、茬口多、生产经营分散等因素, 全区每年的综合检

测覆盖率不足 20%。随着新航城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都市型农业“调转节”等不断深入, 以及大兴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水平的逐步提高, 针对农户的检测覆盖率与综合

监测覆盖率都应有所提高。 

5  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发展思路 

5.1  进一步推动机构建设与能力提升 

按照农业部有关标准[18], 县级检测机构应满足区域

内主导农产品、农业投入品及农业环境的质量安全监管相

关检测需要, 并以定量检测为主、配置高灵敏、高精度设

备, 兼备现场快速检测能力, 检测能力达到每年 1 ~ 3万项

次; 而镇级质检机构应以现场快速检测和环境、土壤监测

为主, 兼顾农产品中主要污染物和重要禁、限用农(兽)药残

留定量检测, 并具备在本乡镇进行流动检测的能力。因此, 

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应按照标准要求进行机构

建设。同时加大对乡镇检测室建设投入, 并在重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标准化生产基地, 运用

公共财政资源, 引导和支持建设一批适用于企业自律的个

性化检测实验室; 采取政府购买科技服务的方式, 鼓励和

引导社会资本在大兴区建立第三方商业检测机构, 为探索

市场主导的检测技术服务机制奠定基础。 

5.2  加快推进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应大力推进区、乡镇和生产主体三级质检机构的资质

认定, 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19]和《实

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20], 申请“农产品质量安全质检机

构双认证”, 以提升农产品质检机构的综合能力, 力争到

2018年, 按照《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中心

建设标准》建立 1 个地市级质检中心、3 个县级综合质检

站, 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面向生产主体自律和商业委

托需求的第三方质检机构, 使全区检测能力进入国内同级

行政区先进行列; 到 2020年, 形成区、乡镇和生产主体三

级质检体系, 实现对生产主体的全覆盖, 县级以上质检机

构 100%通过资质认证, 为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示范县和申请建立“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试验

站[21]”奠定基础。 

5.3  加强检测专业人才培养 

制定培训计划, 落实培训经费, 以提高专业技能和获

得执业资质为导向, 分批组织各级质检机构技术人员参加

“食品检验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和考试, 对于获得执

业证书的人员给予奖励和补助, 纳入机构内部考核和激励

范畴。乡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结合全科农技员培

养计划, 有计划、分层次开展基层检测人员岗位技能培训

和考核, 不断提高检测人员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 

5.4  构建资源整合与信息化平台 

建立全区农产品质检技术信息平台, 对全区农产品

质检机构、装备、人员、服务对象等实施数字化动态管理。

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快检技术和设备的引进, 推广应用于

全区各级质检机构, 建立覆盖全区的快检设备物联网系统, 

实现数据共享和实时传输, 前移监管关口, 提高风险发现

能力。充分发挥“互联网+检测技术资源”的增值效应, 整合

区内农业、食药监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水务局、

动监局等领域的检测技术资源, 实现区内检测仪器设备共

用、方法标准共享、人员合理流动、检测结果互认的良性

机制, 提高存量资源的检测效率, 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兴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5.5  加强检测体系制度建设 

深入开展农产品检测体系制度建设, 探索建立适合

于大兴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质检体系运行机制。通过

编制“大兴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规划”, 制定全

区农产品质检机构检测工作管理办法, 建立责任制, 完善

奖励和惩处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农产品质检机构内部管理

制度, 加强质量体系和标准宣传培训, 组织内部评审, 提

高责任和意识, 确保质检体系有效运行。乡镇政府部门要

把加强农产品质检体系建设与管理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为

农产品质检体系提供人员、经费等支持和保障, 切实发挥

农产品质检机构作用。长期以来, 监管职能界限模糊, 监管

环节脱钩等问题是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普遍面临的问

题[22], 建议区委区政府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纳入政府各

相关部门和乡镇考核范畴, 落实主体责任, 调动发挥基层

政府积极性, 形成全区上下共同关心支持农产品检测体系

建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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