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产品认证  苹果》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下，我国大力提倡生态文明

建设、推行绿色制造产业，推广绿色产品，促进绿色消费。绿色产品是符合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一大类中高端产品，推进绿色产品供给侧改革，是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发布的各种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 号）、国家发改委同

中宣部、科技部、环保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印发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发改环资[2016]353 号）、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

意见》等等，均提出把目前节能、节水、环保、低碳、有机等产品认证统一整合

为绿色产品认证，解决目前“绿色”概念宽泛、标准繁杂、认证类别繁多、消费

者难以辨识等问题，提高绿色产品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引导绿色消费。因此对农

食产品进行绿色认证，既符合环保要求，又顺应社会发展需要。 

2017 年 7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申报科技部“十三五”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认证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17YFF0211500），该项目设

置子课题-农食领域绿色产品认证关键技术研究，该课题所属专项为国家质量基

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编号：2017YFF0211503，课题其中一项输出成

果为苹果绿色产品认证标准。 

苹果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种植，由于其高营养价值，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果

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苹果产量在全球排名第一。到 2017 年，苹果产

量达到 4139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33.24％（FAO 2017）。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果已经成为现代人们生活不可缺

少的一种食物。2013 年，中国的苹果消费量达到世界最高的 2.94 亿吨（粮农组

织，2017 年）。作为消费最广泛的水果，当前迫切需要一种关注苹果全生命过程，

体现绿色产品理念的高标准出现，来充分展现优质企业的产品优势。通过开展绿

色苹果认证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苹果质量安全、满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



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苹果产业的提质增效、提高农民收入，促进

苹果产业结构向更合理的方向优化，实现供需有效对接，同时提高我国苹果产业

的综合竞争力，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实现我国苹果开展国际互认工作打下

基础。 

本项目以苹果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苹果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绿色性能要

求，从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消费属性四个维度提出关键绿色属性指

标及验证方法，为开展绿色苹果认证工作提供依据。2017 年下半年课题组在开

展大量企业调研基础上，开始编写标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苹果作为消费最广泛的水果，开展绿色苹果认证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

苹果质量安全、满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苹

果产业的提质增效、提高农民收入，促进苹果产业结构向更加合理的方向优化，

实现供需有效对接，同时提高我国苹果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

垒，为实现我国苹果开展国际互认工作打下基础。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启动阶段 

为完成本标准的制定，课题组在大量文献查阅的基础上，2年期间多次前往

苹果种植基地开展现场调研，并通过会议讨论、电话、网络与其它数家苹果种植

基地沟通。在获得大量资料后，课题组商讨确定标准编写的框架结构，编制形成

标准草案稿，并召开标准立项评审会。 

课题组在参考国家标准 GB/T 33761《绿色产品评价通则》、农业行业系列标

准 NY/T 268 《绿色食品 苹果》、NY/T 2316 《苹果品质指标评价规范》、NY/T 1793

《苹果等级规格》、NY/T《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393《绿色食品 农药

使用准则》、NY/T 39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等基础上，结合国外对苹果一

些先进管理经验进行标准编制。 

（二）形成征求意见稿 

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及企业反馈的意见，课题组修改完善标准，2020 年 4 月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0 年 4月形成标准审议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坚持系统性原则 

系统考虑苹果生产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绿色绩效，从资源属性、能源属性、

环境属性和消费属性 4个维度提出系统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二）坚持分级评价原则 

标准内容汲取国内不同规模的苹果生产基地资源、能源、环境及消费（质量、

安全）控制方面的经验，针对种植过程、储存运输过程对应环节设置资源、能源、

环境及消费（质量、安全）方面相关关键性指标，提出消费属性指标为约束性指

标，资源、能源、环境属性指标为必要、可选指标的分级评价模式，突破传统非

此即彼的绿色产品认证模式，更好地引领苹果产业持续推进绿色发展，且指标体

系建立满足“易获取、可量化”原则，使标准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文件和标准相关情况的说明 

标准编制的框架参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进行编写，本标准格式严格按

照 GB/T 1.1的要求编写。标准用词用语严谨规范，言简意赅。 

本标准充分参考和借鉴了 GB/T 10651《鲜苹果》、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GB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等国家标准和 NY/T 268《绿色食品 苹果》，

NY/T 2316《苹果品质指标评价规范》，NY/T 1793《苹果等级规格》，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等行业标准，个别指标参考国外标准，例如日本、

欧盟、韩国等农药最低限量值，标注内容不涉及专利及相关知识产权要求。 

六、标准主要结构与关键技术内容说明 

（一）标准主要结构 

本标准规定了范围、术语和定义、总则、认证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认证程

序。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苹果认证和评价工作。 

2.术语和定义 



包括绿色度、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消费属性等术语和定义 

3.总则 

以消费属性为约束，在满足消费属性指标的基础上，对资源属性、能源属性

和环境属性进行综合认证评价。 

4.认证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选取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可量化的评价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

1个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消费属性指标、资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和

环境属性指标）及 28个三级指标组成。 

（二）关键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的关键技术指标分为约束性、必要性和可选性指标，所有关键技术指

标不低于目前行业最高标准要求。 

（1）约束性指标：主要指质量属性指标，涉及感官、理化、安全等指标。 

感官和理化指标在参考 NY/T 268《绿色食品 苹果》、NY/T 844《绿色食品 温

带水果》、NY/T 2316《苹果品质指标评价规范》、GB/T 10651《鲜苹果》以及已

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绿色苹果的感官与理化指标主要包括了外观、果实

硬度、可溶性固体物质、总酸度、VC 含量、糖酸比等。果实硬度、可溶性固体

物质、总酸度、VC 含量等指标的标准值确定参考上述标准，糖酸比的标准值根

据研究成果提出≥30 的限量要求。安全指标主要包括了重金属残留量和病虫害

草防护剂残留量，相对于 GB/T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GB/T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以及国外的病虫害

草防治剂和重金属最低残留量，本标准对绿色苹果的安全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中有 109项病虫害草防治剂残留量要低于国家限量值，而且对于没有规定的重

金属和病虫害草防治剂要符合最低检出限。本指标的制定，具有创新性，业内领

先。 

（2）必要性指标：涉及生态环境、种苗质量、肥料、病虫害防治剂、收获

与储藏、生产投入材料、空气质量、土壤质量、农田灌溉水及灌溉方式、能源管

理、环境管理等指标。 

本标准在参考 GB/T 9847《苹果苗木》、NY/T 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 658《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等



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生产投入材料质量指标的分级评价要求，具有较强操作性。 

本标准中产地环境如空气质量、土壤质量、农田灌溉水质量等要求在 NY/T 

39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的基础上，参考 NY/T 856《苹果产地环境技术

条件》、NY/T5010《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HJ/T 332-2006 《食

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GB/T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T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T 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等标准，对选取的指标

和标准限值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其中空气质量指标要求与国标 GB3095《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保持一致，但在基本指标基础上增加了氟化物和铅两项指

标，高于目前绿色、有机及无公害等相关产地环境空气要求。农田灌溉水质量要

求在 NY/T39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相关指标基础上进行了补充，指标限

值严于 GB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则把 GB15618《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土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

NY/T391《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中土壤质量指标、土壤肥力分级指标有机结

合，形成分级评价要求。 

本标准中增加了能源监测统计、污染控制、产品可追溯体系等必要指标，充

分体现了绿色农食产品中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的特色。 

（3）可选指标：主要涉及能源结构、能源管理、能源效率、污染物排放等

指标。 

本标准结合苹果生产过程、现场调研及数据可获得性，提出生产材料残留率

和包装材料残留率两项指标，同时考虑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大方向，提出清洁能源

使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可选指标，充分体现标准的先进性。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目前苹果绿色相关标准有：农业标准 NY/T 268-1995 《绿色食品 苹果》。 

本项目从能源、资源、环境、消费四个属性提出绿色苹果评价指标，并规范

绿色产品认证程序及要求。在指标设置时，综合考虑了国外有机食品的认证指标，

以及对于产品最终有毒有害物质最低残留量的要求。构建的指标体系更全面合理，

凸显绿色特点，尤其是资源、能源属性的提出，有别于之前的绿色认证体系，使

得绿色内涵更丰富，更饱满，更符合当下绿色发展理念。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苹果认证的指标体系框架，包括能源属性、资源属性、环

境属性、消费属性等四个方面内容。适用于认证机构及相关方实施绿色苹果认证

评价活动，也适用于苹果种植基地提升其自身绿色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