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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北京农产品质量安全
公共支撑条件平台的思考

李云伏1,2

(1．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 100097；

2．北京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与农田环境监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7)

摘要：本文探讨了建立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支撑条件平台的科技需求、技术路线和必要性。针对该领域存在的

主要问题，提出以提升面向基层的检测服务与科技支撑能力为根本目标，通过“整合、共享、创新、服务”，聚集引导各类检测

机构的资源，建立检测服务联盟，创造有利于服务基层的新机制等平台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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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ment on the Public Support Condition Platform for Beijing

Farm Produce Safety

Li YunfuI,2

(1．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Beijing 1 00097；

2．Bei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Agrifood Testing and Farmland Monitoring，Beijing 100097)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echnological requirements，solution and necessity of the public support

condition platform for Beijing farm produce safety．and suggested that the resources—gathering，condition—

sharing and farmer—serving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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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时期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科技需求调

研报告》指出：“食品健康问题仍很突出，尤其是

在70％以上的食品由外地供给的情况下，高效、

及时地控制食品领域的安全问题难度更大”，“保

障首都食品安全需要针对种子培育、农产品生

产、食品加工、流通和消费等5个环节，提升食品

行业生产技术水平，规范流通秩序，提高市民消

费水平和安全消费意识等，构建‘从农田到餐桌’

的全过程监管控制体系”。因此，聚集首都科技资

源，建设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支撑条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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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京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资源现状

资源分类 机构名称 数量 主要功能

奎些冀奎宇苎曼量耋宇?心 制定政策

管理层 !!登!塞竺奎竺笺篓妻心 s．s 荔茗杀磊
兰蹇宴弯墨要苎兰测站 最荽篮喜
绿色食品管理部门

⋯⋯
中国农业大学

研发层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辅助决策萎霎

北京农学院 公共服务

院所下属检测窀(中心)

北京市科学研究院理化测试中心

服务层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舞局⋯s—t助监督嚣盏嚣耆
第二方检测企业

台，为区县发展服务，为生产者提供技术支撑，是

当前迫切的科技需求。

1 资源现状

北京市聚集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全国最

权威的科研机构和最丰富的检测技术服务资

源。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业

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都设有专门从事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检测或研究机构，科研和检测能

力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表1)。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拥有13个研究所(中

心)，专业涉及大田作物、蔬菜、林果、土肥、植保、

畜牧养殖、水产、农业信息化、农产品质量检测与

农田环境监测等，在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各个

环节都具备基础研究和科技服务能力。2007年，

经市科委和市编委批准，作为科研体制改革的试

点，也作为公共支撑条件平台建设前期的尝试，

农科院整合院内检测技术资源，成立了“农产品

质量检测与农田环境监测技术研究中心”。中心

拥有7个检测分析研究室，分别专长于林果、畜

牧、蔬菜、土肥、水产、农药、产地环境等专业领

域，先后获得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CNAS)、农业

部果品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农业部蔬菜种

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北京市肥料质量监督检验

等资质。

目前，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仍然以终

端检测为主。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和服务的

主要力量大多集中于检测领域f11，许多地方还存

在农产品未经检测就上市的现象呤1，即使一些农

贸市场开展了检测工作，也多限于快速检测，而

且检测结果的可靠性较低⋯。受专业限制，多数

检测机构都不能完全满足“从农田到餐桌”的多

样化需求，而且缺乏将这些资源整合到一起的经

营者。这必然导致全社会偏重终端产品检测，忽

视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导致生产者需求不能得

到满足，服务者缺乏主动服务的动力和渠道。

(1)多数检测机构属于事业单位或国有企

业，受体制影响，存在条块分割、效率低下、对财

政依赖度高等弊端，缺乏科技下乡的动力和渠

道。所以就出现“一面是检测机构遍地，另一面农

民却求助无门”的现象。

(2)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不利于采用与现

代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农业标准化技术、良好操作

规范(GAP)技术等农产品质量管理有关的技术规

范。农业龙头企业发育滞后，大部分农产品以初

级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农产品品种、品质、品牌

无从体现，小规模生产方式与低水平产业化经营

大大制约了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3)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成本比一般农产品

要高，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实行优质优

价。但客观上由于农产品市场发育不全、农产品

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往往优质难以优价l 41。

(4)产地与市场之间的空间距离和部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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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绝导致质量控制、产地间技术互认和质量追

溯难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仍受到地方保护主义

的干扰。

2 公共支撑条件平台的建设思路

目前，建设一个理想的平台还面临着许多问

题与矛盾。第一，利益是聚集资源所面临的最大

问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并将利益最大化是平台

必须回答的问题。平台可能给参与各方带来的利

益包括获得公共财政的支持、与其他部门实现功

能互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等。此外，平台实行

学术委员会决策而不是某一方说了算，这也是平

衡利益并吸引各方的有效方法。第二，平台建设

之初还面临概念不清、机制不明、动力不足等问

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平台建设是一次创新

的尝试，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有所为，

有所不为，也必须在建设中摸索解决这些问题的

方法。任何事先设计出来的做法都代替不了实践

中建立起来的机制。第三，平台建设是一个发展

过程，开始需要财政支持，以后要走市场化道路，

所以要不断探索平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

能否实现市场化运作是平台面临的另一个重大

课题。

因此，北京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支撑条件平

台应以提升面向基层的检测服务与科技支撑能

力为根本目标，促进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向着以下3个方向转变：一是由传统的终端产品

检测向“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方向转变，将

更加注重源头治理、过程控制和产地环境监测；

二是由检测技术为主向基础理论、应用技术、仪

器开发和集成创新并重的方向发展，更加重视预

警技术、治理技术和面向企业的科技服务与技术

支撑；三是由部门隔绝、各自为战向联合攻关转

变，更加注重行业协会、共性技术、仪器共享和公

共支撑服务平台建设。按照这一思路，平台将建

成以“三个体系、一个渠道”为核心的架构。

2．1 基于研发服务联盟的资源聚集体系

依托农业部、质监总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等首都优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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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针对农业投入品、农田环境、主要农产品品

质、加工与流通、标准化等农产品质量安全关键

环节的9个功能实验室和重点示范基地，构建平

台的硬件结构。通过平台硬件建设，引导科研与

服务机构、主要农业区县的9家公益型服务机

构、若干示范基地参与资源开放、联合攻关、检测

服务和技术示范，实现机构的整合；建立“北京农

产品质量检测技术联盟”，作为平台的核心组成

部分，促进研发机构间的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合

作，实现技术资源的整合；通过面向基层的服务

挖掘创新源泉，促进科研体制改革，挖掘创新源

泉，实现科研体制改革；通过建立检测服务联盟，

实现服务力量的整合。

2．2 基于条件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

依托北京市科委仪器共享系统，参照《北京

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网管理办法》和《实施

细则》，制定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协作管理办法，建

立协作共用管理组织机构。通过建立管理运行网

站，每年对仪器设备运行的服务机时、服务项目、

服务样品等指标进行考核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奖

励的办法，解决需求上传、任务分配、部门分割、

功能互补、检测效率等传统服务体系中存在的矛

盾。通过定期举办的针对农业生产共性质量问题

(如农产品中三聚氰胺、污灌农田治理)联合检测

专项工作，促成生产单位与平台资源的对接，以

较少的财政资金撬动市场化机制。通过区域间合

作，与进京农产品产地建立技术互认、标准互认

和技术交流机制，实现农产品质量异地监控和瑕

疵追溯。

2．3 基于开放流动的人才保障体系

人才的聚集和流动是竖立平台运行机制的

关键，也是保证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平

台的决策和管理系统应该突破传统的管理体制，

建立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和发挥才智的新体

．制。为此，平台通过成立学术委员会和建立联席

会议，决定平台的重大事项，定期通报项目运行

中的科技需求、重点问题和服务情况。通过设立

客座研究员岗位、访问学者岗位和联合培养研究

生等方式，在平台内部各成员单位间，以及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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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二：：二二：：二二：二：：：：：：： 要荣笳动

图1 平台结构

内外同行间建立起联合攻关、人才流动和人才培

养机制。

2．4 基于产学研合作的互动服务渠道

平台建设后，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平台

的作用，为社会提供最广泛的服务。根据农产品

生产和流通的方式，为保证质量安全的科技服务

应该从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入手，建立产学

研相结合的共同服务机制。为此，平台将整合城

市优势科技资源，形成科技下乡的积累势能，挖

掘生产一线的实际需求，形成技术支撑与服务的

动力，发挥基层科技服务机构和农村科技人才的

传递、辐射作用，铺设科技下乡的通道，最终构建

起“市——区县——基地”三级技术支撑与服务

体系(图1)，全面提升面向基层的检测服务与科

技支撑能力。

2．5 平台的服务对象

平台建设后，服务范围将比建设前有较大的

拓展。这主要缘于平台的功能互补、能力提升、渠

道畅通和品牌效应。第一，政府购买项目将成为

平台的重要用户。与以往零星地申请政府项目资

助相比，平台将获得更多的政府委托，为全社会

提供公益性服务；第二，法定检测项目将成为平

台业务的新增长点。平台建设后，整合现有的法

定检测资质和申请新的资质，将使平台的监督和

辅助执法能力得到提高，从而获得更多委托；第

三，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基地和出口农产品

基地将成为平台的最大用户。平台不仅提高了检

测能力，最重要的是形成“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

技术支撑能力，更加符合“安全农产品是种出来

的，不是检测出来的”理念；第四，各大批发市场

和外埠农产品产地将成为科技服务的新渠道。平

台预期建立的外埠农产品产地技术共享、标准互

认和质量追溯体系，将为批发市场和生产基地提

供可靠的监控手段。随着外埠农产品进京数量的

增加，这一服务领域将不断拓展。此外，通过满足

基层检测服务站收集上来的零散需求，也将成为

平台培训和带动农民，推广安全生产理念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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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与展望

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支撑条件平台

的建设目标是聚集优势科技资源，提升面向基层

的检测服务与科技支撑能力。在技术层面，它支

持专业性强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支持交叉学科、

边缘学科、综合学科的创新以及集成创新。在服

务层面，它聚集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技术

资源，以提高生产者素质和能力为宗旨，更加注

重良好生产规范、标准化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的

建设。

通过平台建设，将使农产品安全领域产生显

著的变化。一是科技资源聚集、开放、共享程度持

续提高。平台建设后，各功能实验室实行功能互

补，联合对外服务，可以实现全指标检测、仪器设

备和多数数据资料面向全社会共享。二是公共服

务能力提高。平台建设前，常年对外提供服务的

检测样品量不足1万份，年对外服务折合收费约

100万元。平台建设后，仅功能互补一项，就可新

增接受样品能力3万份以上，加上平台的影响

力，每年接受样品能力可达5万份以上，年对外

服务折合收费可达500万元。三是项目可拓展的

空间变大。在联合攻关、人才流动与培养、技术储

备、吸引国内外优势资源方面开辟更广阔的空

间。基层服务站的建设，为需求与资源对接搭建

顺畅的渠道。四是资源配置及区域创新体系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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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程度提高。对内全区域、全产品、全指标监控，

对外与进京农产品产地建立技术共享、标准互

认，构建起覆盖全市、连结外省的监控体系。五是

平台创新格局发生变化。平台建设后，创新动力

将来源于基层服务体系的需求和公共财政的支

持，创新能力将得到极大提高。

由于“农产品”和“公共支撑条件平台”这两

个概念都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与国内目前建立的

科技条件平台有所区别。所以，北京农产品质量

安全公共支撑条件平台建设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要不断提高技术到位率，就必须解决技术进村入

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所以，今后农产品质量

安全公共支撑条件平台将进一步整合农村科技

服务体系的资源，与北京市正在建设的“农村科

技协调员科技服务平台”、农村科技服务港和农

村信息化体系结合，共同促进新型农村科技服务

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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