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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目标市场，也是食品安全保护水平、农药管理政策和农药残留限量历来较

为严格的地区。近年来，欧盟加大力度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收紧农药登记使用政策，降低多种农药残留

限量，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进口门槛，使得出口欧盟的农产品因农药残留问题受阻且呈现增加趋势。本文基于 2012—

2022 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通报我国农产品出口违规数据，梳理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因农药残留问题出口

欧盟受阻的现状及原因，为针对性掌握欧盟农药残留贸易壁垒趋势动态，提升应对欧盟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

前瞻性和主动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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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ropean Union（EU）， as an important target market for the export of the agro-products of China， always 
keeps a relatively high food safety protection level， strict pesticide management policy and low tolerance to pesticide 
residue.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rend that the agro-products of China are hindered during their export to the 
EU due to pesticide residue problems， as a result of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agro-product import further raised by the 
EU.  Brought by its greater effort to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EU has continuously 
tightened its policy on the registration and use of pesticides and its maximum residue limit of multiple pesticides. Based on 
the export violation data of China agro-products notified by RASFF from 2012 to 2022， this article sorts through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Chinese agro-products being hindered from exporting to EU because of 
pesticide residues， aiming at providing a reference to grasp the trend of EU trade barriers to pesticide residues and 
improving the foresight and initiative in dealing with EU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f agro-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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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1］，我

国加入 WTO 后，对欧盟出口的农产品数量曾保持

高速增长，欧盟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第二大市场。

然而 2012 年以来，受国际经济形势、技术性贸易壁

垒和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国

农产品对欧盟出口增长乏力［2］。2013 年我国对欧

盟农产品贸易开始呈现逆差，2022 年逆差达 74 亿

美元［3］。以农药残留限量为典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是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受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4-5］。欧盟食品安全保护水平较高，农药管理政策

和农药残留限量历来较为严格。近年来，欧盟逐渐

加大力度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收紧农药

登记使用政策，降低多种农药残留限量，进一步提

高农产品进口门槛，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构成新障

碍，受到贸易伙伴广泛关注。根据欧盟食品和饲料

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数据，2020—2022 年，非欧盟国家因农药残

留问题被欧盟通报的农产品和食品批次数量呈跳

跃式上升。2021 年和 2022 年非欧盟国家被通报批

次数量分别为 2020 年的 1. 56 倍（959 批次）和 1. 48
倍（909 批次）。本文基于 2012—2022 年 RASFF 通

报我国农产品数据［6］，梳理分析我国农产品因农药

残留问题出口欧盟受阻的现状及原因，为针对性掌

握欧盟农药残留贸易壁垒趋势动态，提升应对欧盟

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前瞻性和主动性提供

参考。

1　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受阻现状

1. 1　受阻批次数量近年呈现增长趋势

2012 年以来，我国出口农产品因农药残留问题

被欧盟通报共计 420 批次，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趋势（图 1）。被通报次数在 2012—2016 年呈下

降趋势，从 2012 年的 59 批次降至 2016 年的 15 批

次，在 2017—2022 年呈上升趋势，初期增长平缓，

2021 年出现跳跃式上升，被通报次数增加至 57 批

次，为 2017 年的 2. 71 倍，2022 年被通报次数稍有

回落，但仍在 50 批次以上。可见，近年来我国农

产品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受阻的批次数量有所回

升并呈现增长趋势。综合分析受阻的批次数量、

农产品种类和农药种类发现，受阻批次数量与被

通报的农产品种类和农药种类数量同向增长或

下降。

1. 2　被通报的农药种类多样并动态变化

2012—2022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被通报共

涉及 92 种农药，以杀虫剂和杀菌剂为主。其中，杀

虫 剂 58 种 ，占 比 63. 04%；杀 菌 剂 27 种 ，占 比

29. 35%；其他 7 种，占比 7. 61%。各年度涉及的农

药种类并不相同。2012—2015 年每年被通报的农

药种类为 28~32 种，2016—2020 年每年被通报的农

药种类为 13~20 种，2021 年被通报的农药种类又增

长至 28 种，2022 年跃升至 39 种。

分析导致受阻的具体农药，68. 81% 的被通报

批次为单一农药残留超标，31. 19% 的被通报批

次 为 多 农 药 残 留 超 标 。 总 体 来 看 ，因 啶 虫 脒

（70 批次，占比 16. 67%）、毒死蜱（52 批次，占比

12. 38%）、唑 虫 酰 胺 和 蒽 醌（各 46 批 次 ，占 比

10. 95%）、吡虫啉（41 批次，占比 9. 76%）、噻嗪酮

（29 批次，占比 6. 90%）、环氧乙烷（28 批次，占比

6. 67%）、克 百 威 和 三 唑 磷（各 22 批 次 ，占 比

5. 24%）、哒螨灵、呋虫胺、高效氯氟氰菊酯（各 19 批

次，占比 4. 52%）、多菌灵、杀扑磷（各 18 批次，占比

4. 29%）等农药残留超标导致被通报的情况居多。

啶虫脒、吡虫啉、噻嗪酮、三唑磷、多菌灵、杀扑磷等

为 2016 年以前通报的重点，近年来通报较少；毒死

图 1　2012—2022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问题被通报情况

Figure 1　RASFF notifications related to exports agro-products from China to EU due to pesticide residues from 2012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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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唑虫酰胺、环氧乙烷、高效氯氟氰菊酯、呋虫胺

为 2019 年以后通报的重点，是近 3 年通报较多的

农药（图 2）。蒽醌是唯一一种连续 11 年都被通报

的物质。

1. 3　受影响的农产品范围有所扩大

2012—2022 年，欧盟因农药残留问题通报的我

国出口农产品以植物源产品为主，涵盖饮料类作物

（208 批 次 ，占 比 49. 52%）、水 果（75 批 次 ，占 比

图 2　2012—2022 年欧盟通报我国出口农产品涉及的重点农药

Figure 2　RASFF notifications related to exports agro-products from China to EU by major pesticides from 2012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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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86%）、加工食品（42 批次，占比 10. 00%）、蔬菜

（40 批次，占比 9. 52%）、药用植物（31 批次，占比

7. 38%）等，参照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7］附录 A 食品类别及

测定部位的规定进行归类统计，共涉及 23 大类 69 种

农产品（表 1）。

2012—2015 年，欧盟通报我国农产品批次数量

较多（200 批次，47. 62%），但涉及的产品大类和具

体产品种类相对较少（共计 15 大类，31 种产品），说

明这一时期受阻的产品类型相对集中。茶叶、柚子

等重点产品被集中通报是导致这一时期受阻批次

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如 2012 年茶叶被通报 31 批

次、柚子被通报 14 批次。而近年来被通报产品的

类型逐渐呈现多样化趋势，2022 年被通报产品涉及

15 大类 29 种具体产品，相对于 2012 年被通报产品

涉及 8 大类 13 种具体产品，被通报产品的类别显

著增加，反映出我国因农药残留问题出口欧盟受阻

的产品范围不断扩展。

表 1　2012—2022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被通报产品类型

Table 1　Agro-products from China notified by RASFF during 2012 to 2022

饮料类

水果

蔬菜

柑橘类

仁果类

热带和亚热带类

水果

浆果和其他小型

类水果

核果类

干制水果

芸薹属类

茄果类

叶菜类

豆类

根茎类和薯芋类

鳞茎类

茎类

瓜类

其他

饮料类

柑橘类水果

仁果类水果

皮不可食小型果

皮可食

草莓

小型攀缘类

核果类水果

干制水果

头状花序芸薹属

茎类芸薹属

结球芸薹属

其他茄果类

绿叶类

荚可食类

其他薯芋类

鳞茎葱类

茎类

大型瓜类

其他

茶叶

花草茶

柚子

梨

荔枝

杨梅

草莓

猕猴桃

杨桃

葡萄干

西兰花

中国花椰菜

芥蓝

甘蓝

青椒

辣椒

白菜

娃娃菜

豇豆

食荚豌豆

山药

紫甘薯

蒜

芦笋

南瓜

其他

啶虫脒（（56））、唑虫酰胺（44）、蒽醌（43）、吡虫啉（35）、噻嗪酮

（27）、毒死蜱（20）、呋虫胺（17）、高效氯氟氰菊酯（14）、三唑磷

（14）、哒螨灵（13）、氟虫腈（12）、丁醚脲（10）、灭多威（9）、多菌灵

（7）、氟啶脲（6）、苦参碱（5）、苯醚甲环唑（4）、乐果（4）、氯氟氰菊

酯（4）、水胺硫磷（4）、异丙威（4）、联苯菊酯（3）、虱螨脲（3）、2-苯基

苯酚（2）、避蚊胺（2）、丙环唑（2）、氟铃脲（2）、腐霉利（2）、联苯

（2）、灭菌丹（2）、氰戊菊酯（2）、S-氰戊菊酯（1）、胺菊酯（1）、百治磷

（1）、丙溴磷（1）、草甘膦（1）、虫螨腈（1）、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

（1）、氟啶虫酰胺（1）、甲基谷硫磷（1）、甲氰菊酯（1）、氯氰菊酯

（1）、噻虫嗪（1）、三氯杀螨醇（1）、霜霉威（1）、特丁硫磷（1）、西维

因（1）、氧乐果（1）、

啶虫脒（3）、吡虫啉（2）、毒死蜱（1）、多菌灵（1）、恶霜灵（1）、蒽醌

（1）、腐霉利（1）、高效氯氟氰菊酯（1）、甲氰菊酯（1）、甲霜灵（1）、

灭多威（1）、三唑磷（1）、烯酰吗啉（1）、唑虫酰胺（1）
杀扑磷（18）、毒死蜱（8）、三唑磷（7）、水胺硫磷（7）、稻丰散（3）、氯

硝胺（2）、呋虫胺（1）、克百威（1）、咪鲜胺（1）、虱螨脲（1）、异丙威

（1）、抑霉唑（1）
毒死蜱（13）
高效氯氟氰菊酯（3）、烯酰吗啉（3）、吡虫啉（2）、毒死蜱（2）、甲基

硫菌灵（2）、噻虫胺（2）、虱螨脲（2）、霜霉威（2）、2,4-二氯苯氧乙酸

（2,4-D）（1）、丙环唑（1）、虫螨腈（1）、多菌灵（1）、二硫代氨基甲酸

盐类（1）、氟吡菌胺（1）、腐霉利（1）、高效氟氯氰菊酯（1）、嘧菌酯

（1）、氰霜唑（1）、噻嗪酮（1）、溴氰菊酯（1）、抑霉唑（1）
多菌灵（2）、马拉硫磷（1）、咪鲜胺（1）、乙酰甲胺磷（1）
氧乐果（2）、腐霉利（1）、异菌脲（1）
氯氟氰菊酯（1）、高效氯氟氰菊酯（1）
灭多威（1）
敌敌畏（1）
虫螨腈（4）、哒螨灵（3）、啶虫脒（3）、多菌灵（3）、苯醚甲环唑（1）、

敌敌畏（1）、毒死蜱（1）、猛杀威（1）
毒死蜱（1）、虫螨腈（1）
啶虫脒（3）、氟硅唑（3）、百克敏（2）、虫螨腈（2）、哒螨灵（2）、丁醚

脲（2）、多菌灵（2）、吡虫啉（1）、氟虫腈（1）、咪鲜胺（1）、烟碱（1）
烯酰吗啉（1）
毒死蜱（1）、腐霉利（1）
毒死蜱（1）、克百威（1）
氟硅唑（1）、虫螨腈（1）、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1）
咪鲜胺（1）
枯草芽孢杆菌（1）、克百威（1）
氧乐果（1）
咪鲜胺（1）、哒螨灵（1）
咪鲜胺（1）、毒死蜱（1）、多菌灵（1）
三唑醇（1）、腐霉利（1）
毒死蜱（1）、氧乐果（1）
甲基异柳磷（1）
啶虫脒（1）、烯酰吗啉（1）

200

8

46

13

6

4
3
2
1
1

10
1

10
1
2
2
3
1
2
1
1
1
2
1
1
1

产品大类 产品小类 具体产品 农药种类 扣留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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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

食用菌

坚果

调味料作物

谷物

油料和油脂

动物源性食品

加工食品

花及果实类

根茎类

叶及茎秆类

蘑菇类

小粒坚果

叶类

果类

旱粮类

成品粮

杂粮类

小型油籽类

蜂蜜

禽肉类

谷物制品

饮料制品

植物提取物

蔬菜制品

其他制品

干枸杞

人参

银杏叶

牛肝菌

干蘑菇

南瓜籽

南瓜子仁

韭菜粉

胡椒

红川椒

荞麦仁

荞麦粉

绿豆

芝麻籽

蜂蜜

家禽肉

熟鸡肉

黄原胶

大麦苗粉

方便面

混合米饼(日式)
面筋

速食面

速食汤面

小麦苗粉

绿茶饮料

玫瑰草莓饮料

甜叶菊叶粉

饮料

人参提取物

蒺藜提取物

荨麻提取物

蒿属和洋蓟提取物

有机灵芝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柑橘提取物

亚麻籽提取物

烤紫菜

胶囊

食品补充剂

茶多酚

有机螺旋藻粉

其他产品

克百威（16）、炔螨特（13）、双甲脒（4）、啶虫脒（2）、己唑醇（2）、烟

碱（2）、苯甲酸（1）、氟虫腈（1）、甲胺磷（1）、咪鲜胺（1）、噻虫嗪（1）
环氧乙烷（1）
水胺硫磷（1）、噻嗪酮（1）、氯氰菊酯（1）、联苯菊酯（1）
烟碱（1）、胺菊酯（4）、残杀威（1）
胺菊酯（1）、克百威（2）
马拉硫磷（2）、甲拌磷（1）、甲基异柳磷（1）、异丙威（1）
异丙威（1）
噻虫嗪（1）
环氧乙烷（1）
毒死蜱（1）、异丙威（1）
克百威（1）
环氧乙烷（1）
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1）
环氧乙烷（1）
毒死蜱（1）、氧化苦参碱（2）、苦参碱（1）
灭蝇胺（1）
灭蝇胺（1）
2-氯乙醇（2）、环氧乙烷（8）、氨基甲酸乙酯（1）
环氧乙烷（2）
2-氯乙醇（1）、3-环氧乙烷（1）
环氧乙烷（1）
辛硫磷（1）
2-氯乙醇（1）
环氧乙烷（1）
环氧乙烷（1）
虱螨脲（1）、乐果（1）
啶虫脒（1）
环氧乙烷（1）
蒽醌（1）
丙环唑（1）、腐霉利（1）、霜霉威（1）、戊唑醇（1）、烯酰吗啉（1）
环氧乙烷（1）
环氧乙烷（1）
苦参碱（1）
稻瘟灵（1）
呋虫胺（1）、多菌灵（1）
环氧乙烷（1）
环氧乙烷（1）
扑草净（1）
2-氯乙醇（1）、3-环氧乙烷（2）
2-氯乙醇（2）、3-环氧乙烷（1）
啶虫脒（1）、吡虫啉（1）、唑虫酰胺（1）、蒽醌（1）、水胺硫磷（1）
环氧乙烷（1）
环氧乙烷（1）

29
1
1
4
2
3
1
1
1
1
1
1
1
1
4
1
1
9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2
3
3
1
1
1

续表

产品大类 产品小类 具体产品 农药种类 扣留批次

注：括号中数字为因该种农药通报的批次数量

1. 4　部分产品/药物组合需重点关注

虽然涉及的产品类别较多且呈现扩展趋势，但

多数产品被通报次数较少，具有偶发性，通报重点

集中于少数产品。通报次数在 10 批次以上的产品

仅有茶叶、柚子、枸杞、梨、芥蓝和西兰花。茶叶是

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受阻最为突出的产品（200 批

次，占比 47. 62%），尽管从 2016 年开始通报批次数

量相比之前显著下降，但 2019 年以来每年仍有约

15 批次左右被欧盟通报。同时，导致茶叶被通报的

重点农药种类也发生变化，因啶虫脒、吡虫啉、噻嗪

酮、三唑磷等农药被通报次数减少，因唑虫酰胺、毒

死蜱、呋虫胺、高效氯氟氰菊酯等农药被通报次数

增加，而蒽醌则是长期导致茶叶被欧盟通报的物

质。柚子（46 批次，占比 10. 95%）和枸杞（29 批次，

6. 90%）也是易于被欧盟通报的产品，在多个年份均

有通报。柚子被通报主要涉及杀扑磷、三唑磷、水胺

硫磷和毒死蜱，2020 年以来的通报原因主要为毒死

蜱。枸杞被通报主要涉及克百威和炔螨特，2017—
2018 年被通报较多。梨是近年新增加的重点通报

产品，被通报原因为毒死蜱。芥蓝和西兰花的通报

均在 2016 年之前，不属于近年关注的产品。加工

食品被通报数量显著增加是近年出现的一个重要

变化，2021 年之前因农药残留问题被通报以初级产

品为主，2021—2022 年加工食品被通报数量显著增

加 ，环氧乙烷残留超标是引发被通报的最主要

原因。

——762



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受阻分析及对策——郭林宇，等

2　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受阻原因分析

2. 1　欧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较为严苛

为实现高水平的食品安全保护，欧盟建立了严

密的农药法规体系［8］，2005 年 2 月 23 日，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批准了《动植物源食品和饲料产品内/表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法规》（Regulation （EC） No 396/
2005），并且随后不断修订，制定了 1 300 余种农药

在 378 种食品产品/食品组中的最大残留限量［9］，限

量标准数量众多且较为严格。作为全球食品安全要

求最为严格的地区，欧盟部分农药残留限量值设定在

较低水平，我国被欧盟通报的重点农药/产品组合，欧

盟限量大部分设定为定量限（0. 02 或 0. 05 mg/kg），

远严于我国相关限量标准。如啶虫脒在我国登记

在茶树上使用，我国制定的啶虫脒在茶叶中的最大

残留限量为 10 mg/kg，欧盟 2008 年制定的啶虫脒在

茶叶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 1 mg/kg，并于 2014 年

修订为 0. 05 mg/kg。由于欧盟啶虫脒在茶叶上的

最大残留限量较为严苛，我国出口茶叶在多个年份

多批次因啶虫脒残留问题被欧盟通报。同时，欧盟

对于未规定最大残留限量的农药，实施 0. 01 mg/kg
的一律限量，例如近年来我国出口茶叶被欧盟通报

较多的唑虫酰胺、呋虫胺等物质在欧盟没有登记使

用，残留限量均采用 0. 01 mg/kg 的一律限量。

2. 2　欧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变动频繁

欧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后，会根据农药登

记使用变化和风险评估结果等实施动态调整。《动植

物源食品和饲料产品内/表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法

规》（Regulation （EC） No 396/2005）发布实施以来，

截至 2022 年底已修订了近 200 次。欧盟农药残留

限量的频繁修订，影响了贸易合规的预见性，给出

口农产品及时调整适应欧盟不断变化的市场准入新

要求带来了困难。如 2011 年欧盟将杀扑磷在柚子

上的最大残留限量从 5 mg/kg 降低至 0. 02 mg/kg，
导致我国出口柚子 2012—2013 年被欧盟通报较

多。此外，近年来欧盟陆续撤销此前在欧盟登记使

用的一些农药，并在撤销登记后删除相关农药的残

留限量，将限量值设定为定量限或 0. 01 mg/kg，对
农产品国际贸易构成壁垒，引起 WTO 成员广泛关

注。2022 年 WTO 成员针对欧盟农药残留限量提出

的特别贸易关注高达 9 项。欧盟撤销多种农药登记

并删除相关药物的残留限量已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

成影响。如，欧盟于 2020 年撤销了毒死蜱登记授权，

并随后删除毒死蜱最大残留限量，毒死蜱在农产品中

的最大残留限量均降低至 0. 01 mg/kg。受此影响，

2021 年以来，我国出口农产品因毒死蜱残留问题被

欧盟通报显著增加，涉及茶叶、柚子、梨等多种产品。

2. 3　非农业生产引发的新型污染受到高度关注

某些在出口国未用作农药的化学物质，可能通

过非农业途径对农产品造成污染。由于这些物质

在欧盟作为农药管理，欧盟制定了严格的残留限量

并实施监控检查，引发了大量农产品被通报事件，

因蒽醌和环氧乙烷被通报最为突出。

蒽醌属于化工用产品，目前蒽醌在欧盟及其他

一些国家均没有用于农业生产的记录。欧盟根据

欧 洲 食 品 安 全 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提出的蒽醌可能存在致癌风险的评估结论，

制定了其在茶叶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 02 mg/kg。
蒽醌在我国也未登记用作农药，但我国每年都有茶

叶因蒽醌残留被欧盟通报。研究发现，茶叶加工过

程中燃煤和柴产生的烟雾可能是我国茶叶中蒽醌

污染的主要来源，用煤和柴作为燃料加工的茶叶中

蒽醌残留超标率高出 20%；纸质包装材料中的蒽醌

可能是另一个污染来源［10］。

环氧乙烷目前在我国没有登记用于农药。我

国因环氧乙烷被欧盟通报的食品大多为加工食品，

说明环氧乙烷残留并不是作为农药使用产生的问

题，更可能来源于加工环节产生的污染。环氧乙烷

被广泛用于灭菌，但由于环氧乙烷本身是致癌物，

欧美等国家均已淘汰了利用环氧乙烷熏蒸食品，并

严格控制食品中环氧乙烷残留水平。我国在《消毒

技术规范》（2002 年版）中也明确规定环氧乙烷不适

用于食品灭菌。但一些包装材料可能会使用环氧

乙烷熏蒸消杀，食品中环氧乙烷残留有可能来自于

食品接触材料中残留的环氧乙烷污染。同时，食品

包装中的印刷油墨迁移也是可能的污染途径之

一［11］。我国因环氧乙烷被通报产品集中于黄原胶，

同时也分散涉及多类其他加工食品，环氧乙烷污染

需要引起重视。

2. 4　欧盟进口产品农药残留监控力度增强

为确保供消费的农产品符合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要求，欧盟制定了全面的农药残留监控计划，包

括欧盟层面的多年度协调监控计划、成员国层面的

监控计划以及针对进口产品中某些重点问题和紧

急事件的官方临时强化监控计划。欧盟多年度协

调监控计划抽检产品中进口产品的比例从 2020 年

的 14% 增加至 2021 年的 19. 6%。受抽检样本数量

增加、欧盟撤销部分农药登记之后残留限量标准严

格、某些新污染物受到高度关注等因素共同影响，

欧盟 RASFF 通报农药残留相关事件数量显著增加，

2021 年较 2020 年增长 61%，较 2019 年增长 4 倍多，

农药残留首次成为 RASFF 通报违规事件的最主要

原因。2021 年以来，我国出口农产品因农药残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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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被欧盟通报数量增加与欧盟 RASFF 农药残留违

规事件通报数量增长的整体趋势相同，反映出因农

药残留被欧盟通报次数增加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

可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主要受欧盟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调整和欧盟农药残留监控力度增强

影响。

2. 5　农产品生产规范性仍需加强

我国出口欧盟农产品中，茶叶和枸杞曾因多次

被通报农药残留问题，被列入欧盟官方临时强化监

控计划，将抽检比例提升至 20%，强化农药残留检

测。近年来随着对重点产品农药残留的严格管控，

茶叶和枸杞因农药残留被欧盟通报的情况已得到

改善，通报数量均有所减少，2021 年欧盟已不再对

我国枸杞实施强化监控检查。但同时，部分我国禁

限用农药或未登记在相关作物上使用的农药导致

的被通报事件仍时有发生，如毒死蜱在我国禁止在

蔬菜上使用，仍有个别蔬菜产品因毒死蜱残留被欧

盟通报；克百威在我国禁止在果树、茶叶等作物上

使用，欧盟通报我国枸杞及茶叶仍涉及克百威残

留；三唑磷、氟虫腈在我国和欧盟均未登记在茶叶

上使用，欧盟通报我国茶叶部分批次仍涉及上述两

种农药残留。禁限用农药和未登记农药的残留可

能来源于违规用药或环境残留污染，反映出生产中

还存在管理不完善的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

管理。

3　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受阻对策建议

3. 1　加强贸易壁垒信息预警、提升应对的预见性

农产品出口欧盟需要符合欧盟市场准入要求，

近年来欧盟农药登记使用和农药残留限量调整变

化频繁，农药残留监控重点也出现一些新变化，农

产品出口管理部门和相关技术机构应系统跟踪欧

盟农药残留限量法规标准变化动态，及时向农产品

出口企业发出预警信息，指导企业提前做好应对准

备，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贸易损失。根据欧盟调

整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程序特点，欧盟可能在撤销

农药登记使用后降低其最大残留限量，也可能根据

EFSA 的周期性评估建议降低相关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因此，除跟踪欧盟农药残留限量法规本身变化

之外，还需要将信息跟踪的环节前移，关注欧盟撤

销农药登记和 EFSA 农药风险评估信息，提高对欧

盟农药残留限量调整变化的预判能力，提升应对欧

盟农药残留限量贸易壁垒的主动性。

3. 2　加强多边磋商协调、争取有利的贸易环境

欧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

科技优势明显，发展中成员与欧盟双边磋商解决贸

易壁垒问题不具优势。从国际层面来看，欧盟实施

过于严格的农药残留限量，不仅对我国农产品出口

造成影响，而且对众多欧盟贸易伙伴的农产品出口贸

易构成了限制和阻碍，WTO 成员提出的与欧盟农药

残留措施相关的 SPS 特别贸易关注数量不断增加。

因此，除双边沟通渠道之外，应积极利用 WTO/SPS
例 会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等国际多边机制，加强与有共同

利益诉求的成员联合向欧盟提出关注，充分表达我

国农业产业和农产品贸易需求，敦促欧盟采纳国际

标准、修改不合理措施或为贸易伙伴调整应对欧盟

措施变化提供尽可能长的过渡适应期，为我国农产

品顺畅出口营造有利环境、争取调整应对时间。

3. 3　加强基础研究积累、推动制定进口限量

由于不同地区的农产品种植类型、气候条件、

病虫害发生状况不同，农药使用类型、使用方式和

残留水平也存在差异。进口成员依据自身农业生

产实际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通常难以体现出口成

员的农业生产需求，容易造成贸易壁垒，如 2. 1 所

述，欧盟制定的啶虫脒、唑虫酰胺、呋虫胺在茶叶上

的残留限量严于我国导致我国茶叶被通报，再如

2. 2 所述，欧盟近年来不断删除多种农药的原有残

留限量对农产品国际贸易构成障碍。很多成员设

置了进口限量制度，允许针对进口食品制定反映贸

易伙伴需求的农药残留进口限量。欧盟也允许贸

易伙伴根据贸易需求申请制定进口限量。2009—
2020 年，应贸易伙伴申请，欧盟共制定了 422 项农

药残留进口限量，由单一成员申请制定和由多位成

员联合申请制定的约各占一半，申请制定成员以美

国和加拿大等发达成员为主，目前还没有我国申请

制定的农药残留进口限量。可见，面对欧盟日益严

格的农药残留限量要求，我国应转变被动应对的局

面，针对重要贸易产品出口需求，积极主动申请制

定欧盟农药残留进口限量，为跨越欧盟农药残留贸

易壁垒开辟新路径。由于欧盟进口限量审批对于

风险评估数据、方法和程序都有极为严格的要求，

因此，我国必须加强自身的基础研究积累和风险评

估能力建设，才能为与欧盟交涉相关议题提供有力

的科学依据。

3. 4　提高质量安全控制水平，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尽管短期看，欧盟日益严格的农药使用限制、

残留限量要求和进口产品监控检查给农产品国际

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但长期看，欧盟加强农药残

留管理、提升食品安全保护水平、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做法也代表着农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要从根本上跨越欧盟农药残留限量贸易壁垒，关键

——764



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因农药残留受阻分析及对策——郭林宇，等

在于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升级，加快农业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生态调控以及科学合理安

全农药使用技术的研发与集成推广，强化提升生

产、加工、流通全产业链条质量安全控制能力水平，

推动农产品出口由价格优势向以质量、标准、品牌、

服务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打造农产品国际竞争

新优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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