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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请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当你走进超市，货架上的
商品令人应接不暇：牛、羊肉按肉质等级被权威标志
加以区分；蔬菜包装上，维生素、钙、镁、铁等营养微
量元素含量标识清楚；在水果区域，糖度、酸度、采摘
时间、最佳赏味期等指标一目了然……“消费者完全
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完成选择，而且不用担
心农产品质量问题。”

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研究所所长钱永忠对记者的描述，在这一场景中，经
品质评价与分等分级后的高品质农产品，将为消费
者带来全新体验。“如果一切顺利推进，也许我们不
久就可以在某些代表性农产品上获得这种个性化的
消费体验。”钱永忠说。

近些年，随着消费物质的极大丰富，消费者对食
用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农产品的数量、安全、卫
生等基本要求得以满足后，其外观、风味、营养等要
素就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质量安全的前提下，选择
优质农产品已成为一种消费趋势。

然而，当下面临的现实情境却是：一方面，优质
难以优价导致提升农产品质量缺乏内生动力；另一
方面，农产品“优价不优质”的问题也深深困扰着消
费者。

显然，伴随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和消费结构的
长期变化，无论是标准制定者、市场经营主体还是广
大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认知都在跨入新的历史
阶段。无论是 2021年发布的《农业生产“三品一标”
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或是 2022年发布的《农业农村
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核
心即是通过品质需求引导品种培优和标准化生产，
从而打造知名品牌。官方的密集动作表明，农产品
品质提升对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来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正是在此背景下，落实农产品品质评价与分等
分级成为品质提升的重要选项：不仅能发挥其质量
监督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
消费需求；还有利于实现优质优价，促使生产者不断
提高农产品质量。因此，农产品质量分级不仅与农
产品销售、生鲜电商等行业息息相关，更关乎我国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一场农产品的“品质变革”正蓄势待发，那
么评价分级能否率先卷起“风暴”，将品质提升推向
一个新的高度？

“解码”美味的奥秘

首先回答一个直接的疑问：什么是农产品品质
评价？

“农产品品质是农产品质量优劣的统称，农产品
品质评价就是根据农产品外观、质构、风味、营养等
要素对农产品进行评价和等级划分的过程。”中国农
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汤
晓艳对记者表示。

这背后的情境在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公
众不仅对于饮食营养健康愈发关注，也对食材的风
味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何判断一种食物是
否好吃？看似众口难调的问题，其实也有一系列科
学方法可以“解码”其中的奥秘，而农产品品质评价
的作用恰在于此。

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
的感官评价室内，副研究员戴常军正在为优质米品
种品鉴会做准备。所谓感官评价，是指品评人员按
照感官分析系列国家标准的程序和方法，通过眼、
鼻、口等感觉器官，对农产品的外观、口感、风味等品
质指标进行评定的方法。在他身后，记录仪精确记
录着房间的温度和湿度，两排空气净化器正全力工
作清除杂味；在他面前，100余台电饭煲从地面一直
堆叠至3米高的屋顶……

为什么需要数量如此庞大的电饭煲？戴常军解
释，米饭的食味评价分为五部分：气味、外观、适口
性、滋味和冷饭质地。为了保证感官评价的准确性，
必须保证蒸出来的米饭具有一致性。“所以大米品鉴
所用的锅必须要求在同一水平线上，采用同样的蒸
煮时间，蒸煮的水量、获得的米饭量都要一致，所以
最终符合要求的电饭煲是从 100多个电饭煲当中精
选出来的。”

戴常军认为，好大米一定有特定标准，不同的品
种、风味也能找出特殊规律。也就是说，好味道大多
存在普适性。品鉴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高产而且优
质、风味独特的新品种，并向更大的区域推广。

通过仪器检测，大米的各类理化指标得以直观
展现。“通常对大米品质评价的理化指标有蛋白质、
直链淀粉、胶稠度、碱消值等。多年的研究结果表
明，大米蛋白质含量越高，它的口感就会偏硬，通常
来说 7%左右的蛋白质含量是最合理的比例，直链淀
粉含量在16%-18%之间口感最佳，这样大米更好吃，
商业价值就更高。”戴常军说。

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科学家们可以找到影响食
物风味因子的基因，从而培育出风味物质积累更多、
口感更佳、香味更浓郁的优质品种。换句话说，基于
有量化标准的评价体系建立，通过对消费者的偏好
进行数据分析，可以帮助上游端不再盲种，也为生产
者在种植计划、品质改良等决策上提供帮助。“这么
多年来，包括黑龙江五常地区生产的五常大米也已
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相应产品
的品质得以显著提升。”戴常军介绍。

然而，对消费者而言，营养、风味等因素往往属
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指标，消费者通常只能凭感
觉买单。加上许多农产品市场准入门槛低，容易造
成消费者辨识困难。

换句话说，随着大众对健康的日益关注，在消费
升级的大背景下，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剧增。特色农
产品各自不一样的价值在哪里？如何体现？消费者
不知道，但又特别想知道。

要想解答疑惑，内蒙古开展的农畜产品品质评
鉴工作值得一提。自 2020年起，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厅以整区推进的形式开始探索农畜产品品质评价工

作，对生鲜乳、牛羊肉、马铃薯、大米、小米等 5大类
21个内蒙古优势特色农畜产品开展品质评价。

“当初这个领域在国内几乎是空白，直到目前，
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内蒙古成体系化、规模化地对
相关农畜产品进行评价。”内蒙古农牧厅农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刘佳庆回忆，着手研究品质评
价的最初目的就是希望从数据层面挖掘内蒙古农畜
产品“为什么好？好在哪？”的问题，“基本是摸着石
头过河，开始检测的只是常规营养指标，但其实结果
显示与区外产品差别并不大。”

探索过程一度陷入僵局。但随着检测指标范围
的扩大，挖掘美味的大道逐渐显现。目前，相关检测
指标数量已经增加至200多种，包括营养、风味，以及
一些能够满足人体健康的特征性指标也逐渐被挖掘
出来，为后续品牌培育及品质提升提供数据和理论
支撑。

“目前我们已经建成内蒙古优势特色农畜产品
品质指标数据库，这样能够为内蒙古农畜产品分等
分级打好基础。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以苏尼特羊、
乌珠穆沁羊和科尔沁牛为样本，推动内蒙古农畜产
品进行分等分级。”刘佳庆表示。

每一颗甜橙的深度测评

那么，究竟什么是分等分级？又该如何界定品
质评价与分等分级的关系？

“常规来看，分等分级是农产品品质评价的核心
内容之一，也是评价的主要目标；同时，品质评价也
是农产品进行分等分级的前提和基础，量化的品质
评价指标为农产品分等分级提供了执行依据。”汤晓
艳介绍。

实际上，近十几年来，我国已经制定了一大批粮
食、蔬菜、水果、肉蛋类等农产品质量分级或等级规
格标准。为提高农产品上市时的品质，不少产业早
已开始自行制定行业品质分级标准，赣南脐橙便是
当中积极的探索者，作为我国知名水果品牌，赣南脐
橙的相关探索值得关注。

11月，江西省信丰县信明电商产业园脐橙分选
厂内，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一筐筐新鲜采摘的脐橙
被快速进行清洗、筛选、包装。江西信明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办主任许世芳在一旁告诉记者，所有的
脐橙都要以 30斤为基准，按照重量分开装箱。“大大
小小放在一起就很难看，分出来统一装箱更好看，一
模一样的尺寸才符合商品果的标准。”

然而，对脐橙进行精细分选的并不是工人，而是
两条装着履带的机械分选线。许世芳介绍，这台机
器每小时能精确分选 15吨不同规格的脐橙，这当中
自然有效率的考量，更多还在于效益的区分。“果农
统一下树的脐橙价格大概在 2.5-2.8 元/斤，分级完
之后的精品果能卖到6元/斤以上。”

赣南脐橙的从业者们早已意识到水果分级的重
要性。据许世芳回忆，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为了
满足市场不同需求，他们利用卡尺手工进行分选，

“像东北那边喜欢大果，其他很多地方喜欢小果，我
们就分开来卖，这样利润就更高。”

目前，在我国农产品实际生产销售中，一般采用
简单便捷的农产品品质评价方法或手段，按照一定
的分级标准对农产品进行等级规格划分。然而，外
在规格主要反映的是农产品的大小和重量特性，并
不代表农产品的内在品质。

但内在品质往往能够反映农产品的真实质量。
比如，水果的糖酸比赋予了不同水果的独特风味，同
时也是水果成熟度的判定指标之一。在早期成熟阶
段，由于含糖量少，含酸量多，水果的糖酸比较低，这
时水果口感偏酸。随着水果逐渐成熟，果酸含量降
低，糖的含量升高，糖酸比也就随之升高。

那么问题来了，同一个果园甚至同一棵树上结
出的脐橙口感、甜度一致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既然甜度和酸度不一致，有没有办法根据脐橙的内
在品质进行筛选，给脐橙拍个“X光片”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公里外的信丰农夫山泉果
业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一颗颗果子滚动在自动化流
水线上，除了被分选成五六种不同果径的规格，还可
以通过仪器给脐橙“做CT”，测出每个果子的色度、
瑕疵、糖酸比等数据，达到标准要求的就作为商品果
销售，达不到要求的就榨成果汁销售。

企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介绍，按照专业检测标
准，以及消费者大数据调查，当一颗赣南脐橙的糖酸
比达到17.5，即保持在13.5度的甜度、0.8度的酸度比
例时，脐橙才最好吃。

因此，根据外观、糖度等指标，该企业将脐橙分为
钻石果、铂金果和农夫鲜果，不同品质的果品采取不

同的包装，提高品质分级的辨识度，确保每箱脐橙外
观、口感和品质高度一致。“比如钻石果直径在70-75
毫米之间，甜度大于或等于 13级，果肉细腻、饱满多
汁，黄金糖酸比平均值达到17.5。”该负责人介绍。

先进的分拣设备是农产品品质分级的重要技术
支持，相关品质的提升离不开当下快速发展的数字
农业技术。江西绿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壹
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果蔬分选设备研发发展迅速，已
经突破水果、蔬菜等内部品质无损检测的核心关键
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朱壹介绍，通过红外光谱等技术，设备可以360°
无死角获得全面的水果表皮信息，检测出肉眼所看
不见的瑕疵；通过内部品质无损检测技术，可以检测
出水果的糖度、酸度、霉心、褐变、果肉损伤等内部生
理指标。“目前来说，我们的设备已经能分选由大到
小共50多种水果，还可以实现绿色杀菌保鲜，降低腐
烂率，提升产品品质。”

让优质与优价产生关联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测试，发现农产品作
为一种流通商品，具有“近墨者黑，近朱者不赤”的特
性。以水果为例，如果将20%的等外级产品与80%特
级的产品混放一起，最终消费者只能勉强认可为三
等果；如果将一半特级产品和一半等外级产品混放
到一起，最终消费者却认为是等外品。

“这极不利于高品质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的形
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姜长云认为，农产品优质化、标准化、品牌
化往往是以较高的投入和成本作为支撑，优质农产
品长期难以优价将导致提升农产品质量缺乏内生动
力。为鼓励提高农产品质量，应该让优质农产品实
现较高价格，以此激发生产者或供给者增加优质农
产品供给的积极性。

可以简单算一笔账：假如100公斤的番茄不进行
分级就上市销售，每公斤单价为4元，销售收入为400
元；如果进行分级后再销售，可得一级品 60公斤、二
级品 30 公斤、三级品 10 公斤，每公斤单价分别为 5
元、4元、3元，销售收入为 450元。即销售收入增加
了50元，增收12.5%。

无论是分级还是品控，其背后的理念就是将农
产品转变成商品。通过产后分等分级，“披头散发”
的农产品才能“梳妆打扮”，也才能更合理地实现高
质高价、优质优价。

因此，国外农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产品等级
规格评定非常重视，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
和地区都对各自生产和消费的大宗农产品和特色经
济农产品制定了权威的等级规格标准，并从国家层
面积极推行并实施农产品质量分级制度，使得优质
优价的市场机制得以建立。

从美国、日本等国外农产品分等分级实施经验
来看，对农产品进行质量分级，除了保证公平贸易
外，还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的发展，成为优质农产品发
展的重要推动因素。“比如欧盟自1962年建立共同市
场以来，就开始强制执行新鲜蔬菜、肉类、蛋类等农
产品质量分级法规；而美国从 19世纪初就开始推行
农产品分级制度，目前在粮油产品、果蔬产品、畜产
品、水产品等方面都已形成运转成熟的农产品质量
分级评价体系。”汤晓艳介绍。

可以预见的是，通过产品品质分级，不但有利于
优质优价，还能促进农产品品质的提升。“美国肉牛
业发达，从1916年制定美国牛肉分级标准以来，美国
牛肉分级标准成为美国牛肉价格差异的基础，使原
来分布在8个级别、品质参差不齐的牛肉主要集中到
前3个级别，加上全产业链标准化养殖技术的推广应
用，极大促进了美国牛肉品质的提升。”汤晓艳说。

类似的案例还有新奇士。新奇士是美国著名的
水果品牌，新奇士橙之所以享誉世界，分等分级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赋予其足够的品牌底气。

据业内人士介绍，新奇士橙的标签仅从颜色上
区分，就有蓝色、粉色、绿色、黑色四种类型。标签颜
色是其身份的象征。“蓝标为 12 月到次年 3 月的脐
橙，果肉细腻，水分多，甜味一般，属于品牌中的基础
款；粉标专指红肉脐橙；绿标是新奇士的子品牌；黑
标是晚季橙，代表着最高品质的口感和甜度。”

“要成为一颗被贴上黑标的新奇士脐橙，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经过多年对优质果树的筛选
种植，采摘后还要经过无破坏光谱设备的挑选，才能
被贴上代表着高品质的黑标。不是每一个橙子都可
以贴上黑标，它代表着Premium（高端）级别。”该业内
人士说。

“总之，通过特定品种、特定品牌用指定颜色标
签，既可以便于消费者区分，也为贮藏运输等环节节
省了识别成本。还能突出优质产品与普通产品的区
分度，实现高质高价，平质平价。”汤晓艳说。

品质新消费还有多远？

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分级和标准化，农产品具有
鲜活特性，不同品种和不同个体之间具有十分复杂
的差异性，这使得农产品在实施分等分级方面既有
十分迫切的需求，又存在较大的难度。“因为农产品
生产受地域、时间、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便是同
一个品种在同一地区、同一季节生产的农产品，它的
大小、色泽、口感、营养成分都不尽相同，生产出的产
品品质往往是千差万别。”汤晓艳说。

但由于我国尚未推行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分级或
等级规格评定制度，没有实现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
使得一些高投入、高成本生产出来的优质农产品时
常得不到高利润的回报，有时反倒是一些低投入、低
成本的次等农产品利润较高，助长滋生了一些“掺假
使假”“以次充好”的不法行为，出现“劣币驱除良币”
的现象。

因此，实施品质评价与分等分级显得十分迫
切。钱永忠认为，农产品品质分级是对农产品品质
按照既定标准进行分级，是农业标准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所以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制定标准。农产品
分等分级必须从实际出发，与农产品生产实践和农
产品消费习惯相衔接，尤其要以消费者的偏好为中
心，适应生产发展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需要。”

近些年，农产品品质评价分级工作进入快车道，
仅 2021 年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的颁布数量就达到
31项，占现行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的 16.1％。今年
年初，国家绿色优质农产品产业联盟宣布将研究制
定品质评价分级产品目录，目前该目录包含了阳光
玫瑰葡萄、草莓、樱桃、赣南脐橙、宁夏枸杞在内的14
类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农产品。

今年 11月，国家绿色优质农产品产业联盟在江
西赣州正式发布《赣南脐橙品质评价报告》，该报告
从外观、口感、营养指标三大方面，对赣南脐橙品质
分级指标做出分类。“报告将赣南脐橙本身固有的品
质特性以数据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还给予最佳采收
时间的建议。”钱永忠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6年开始，国家在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评估专项中设立了“农产品特质性营养
品质评价”，承担团队对部分农产品营养品质特征和
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了一些探索性工作；2020年又设
立了“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与分等分级”专项。

这预示着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相关工作同样取
得进展。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王靖认为，当前我国农业正加快进入满足营养健康
需求的新阶段，食物供给从满足一般性大众型消费
需求为主，向满足个性化定制型食品消费需求转
型。“所以首要任务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构
建以大食物品质监测、营养评价、分等分级及标签标
识体系为基础的监测评价体系。”王靖说。

不少业内专家表示，要深刻理解分等分级的重要
性，打造一套市场认可的分级标准，提升农产品品质，
才能使我国农产品品牌发展得更稳、更快、更强。“下
一步，就是要针对具体类别产品，从等级规格实施层
面制定配套的规范性技术文件和政策建议，探索在我
国推行农产品等级规格评定实施的模式，推动我国农
产品等级规格标准化的实施，实现优质优价市场良性
竞争机制的形成，从而促进我国农产品质量水平的提
高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钱永忠表示。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消费者便能够在市场上“解
锁”文章开头所描述的新消费体验。

至于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内，研究人员正在为优质米品种品鉴会做
准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摄

某企业生产车间内，机械化作业线正在对赣南脐橙进行品质分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丁乐坤 摄

工作人员利用视觉分选系统对柑橘进行瑕疵检测分选，提升产品品质。 受访者供图

一方面，优质难以优
价导致提升农产品质量
缺乏内生动力；另一方
面，农产品“优价不优质”
的问题也深深困扰着消
费者。

在此背景下，落实农
产品品质评价与分等分
级成为品质提升的重要
选项：不仅能发挥其质量
监督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
化消费需求，还有利于实
现优质优价，促使生产者
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