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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环境能源交易有限公司提出，本文件由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环境能源交易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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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不断做

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文章。为深入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

施方案》（中办发〔2021〕24号）、《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

2号）、《贵州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行动方案》（黔委厅字〔2022〕30号）等相关文件关

于推进生态产品认证评价及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路径相关要求，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组织研制了生态

产品评价通用技术规范，旨在以“通用标准”+“专项产品标准”的形式，着力构建以“天然、生态”

为主要视角的生态产品评价体系，有效挖掘、彰显贵州优良生态环境赋予生态产品的品质价值、品牌价

值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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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评价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贵州生态产品的评价原则、总体要求、评价基本条件、评分评价内容及评价指标体系

的通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贵州省植物类、畜牧类、水产类、加工类生态产品的通用评价，可与专项产品标准结

合使用开展生态产品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9630-2019 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GB/T 42340—2023 生态系统评估 生态系统格局与质量评价方法

NY/T 3177-2018 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NY 5099 无公害食品 食用菌栽培基质安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系统 ecosystem

一定空间范围内生物与其环境通过能流﹑物流﹑信息流形成的功能整体。

注：生态系统主要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及其非生物环境组成。

[来源：GB/T 42340—2023，3.1]

3.2

原生境 original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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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人为活动而改变的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

3.3

生态产品 ecological product

在原生境下自然生长或依赖良好的生态系统,开发利用过程中遵循自然规律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经认证获得专用标志使用权的种植类产品、畜牧类产品、水产品及加工产品。

注 1：又指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它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本文件主要指货物贡献，不涉及

服务贡献；

注 2：生态产品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独特概念，与国际上“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类似；

注 3：生态产品具有原生态环境依赖度高、开发利用过程对自然扰动小、产品或服务自然属性明显的特点。

3.4

种植类生态产品 planting ecological product

天然生长或经人工种植的、可被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使用的、具有生态产品（注：3.3）特质

的植物的初级产品及其初加工品。

注 1：种植业产品属于农产品（NY/T 3177-2018）的一个一级类，主要包括粮食、油料、果品、蔬菜、香辛料、食

用菌、饮料作物、糖料、纺织用植物原料、烟草、观赏植物、饲用和绿肥作物、不另分类的种子/种苗及繁殖

材料及其他种植业作物产品；

注 2：如通过生态产品评价的林下种植产品、中草药产品等产品。

3.5

畜牧类生态产品 stockbreeding ecological product

天然生长或经人工养殖的、可被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使用的、具有生态产品（注：3.3）特质

的肉、蛋、奶、毛、绒等产品。

注 1：畜牧业产品属于农产品（NY/T 3177-2018）的一个一级类，主要包括家畜类、家禽类、特种经济动物类及其

他畜牧业产品类产品；

注 2：如通过生态产品评价的鸡蛋、牛肉、羊肉、蜂蜜等产品。

3.6

水产类生态产品 fishery ecological product

天然生长或经人工喂养的、可被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使用的、具有生态产品（注：3.3）特质

的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类、藻类和其他水生生物。

注 1：水产品属于农产品（NY/T 3177-2018）的一个一级类，主要包括鱼、蟹、虾、贝、藻、头足及不另分类的水

产品；

注 2：如通过生态产品评价的淡水鱼、大闸蟹等。

3.7

加工类生态产品 processing ecological product

以天然物质或种植类、畜牧类、水产类生态产品为原料的、生产加工过程满足生态产品（注：3.3）

要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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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通过生态产品评价的饮用水、果汁饮料、耗油等。

4 评价原则

4.1 生态导向原则

以遵循自然规律、保护优良原生环境为前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准则，以可持续经营开发

为统领，构建生态产品评价体系，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生态产品附加值和溢价能力。

4.2 创新引领原则

区别于传统的“三品一标”等产品认证维度，在充分强调生态产品环境依附性的前提下，以“人类

活动对环境扰动”和“产品的自然属性”为主线，满足全社会对生态产品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4.3 继承发展原则

适当借鉴现有可持续农产品相关认证要求，参考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严格坚守安全底线，在

确保生态产品安全无害的前提下，彰显生态产品生态原真、区域特有、品质独特的产品属性。

4.4 科学评价原则

充分考虑不同种类生态产品开发利用特点，立足服务生态产品市场交易宗旨，利用“通用标准+专

项标准”分类建立生态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科学评价，引导优质生态产品的开发和供给。

5 总体要求

5.1 生态产品评价主要分为植物类、畜牧类、水产类及加工类生态产品评价。

5.2 生态产品评价应通过基本条件评价指标的任一条款要求，并通过评分评价相关要求。

6 评价基本条件

6.1 基本环境条件

6.1.1 在原生境下自然生长或应当来自良好的生态系统及环境优良的生产基地，宜来自森林、草原、

湿地环境或相似的生态环境。

6.1.2 生产区域光照、雨量、温度、昼夜温差、污染指数等环境因素与选择种植的产品生长最佳要求

条件相适应，满足其生长条件，体现出产品地域特点优势。产地环境质量应满足以下条件：

a)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应≥85；

b)空气环境质量符合 GB 3095 规定的一级标准；

c)地表水质量符合 GB 3838 规定的 II 类以上标准；

d)灌溉水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

e)生产加工用水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f)所在区域日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优良率）应≥90%，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应≤40μg/m
3
。

6.2 种质资源基本要求

6.2.1 种质符合原生态要求的非转基因品种，宜为原生境自然生长的品种。

6.2.2 应充分考虑保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保护地条件下不挤占原生物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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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位。

6.3 经营管理基本要求

6.3.1 生产经营主体应是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或家庭农场，生

产经营范围涵盖相应种植产品。

6.3.2 生产经营主体应有稳定的生产基地，租期（承包期）应在 5 年以上。

6.3.3 生产经营主体应连续种植 3 年以上，且近 3 年内未收到环境相关行政部门处罚、无质量安全事

故和不良诚信记录。

6.3.4 生产管理按照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传统农耕文化发展理念，建立绿色低碳生产体系，采取必

要的措施减少产品碳排放，推进可持续发展。

6.3.5 参与生产、运营、管理等人员应培训合格后上岗，运输、电力维修等相关岗位需要专业技术资

质要求的，应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

6.3.6 应建立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对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加工贮运等方面实行全程跟踪管理，

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6.4 产品要求

6.4.1 产品应立足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彰显区域人文特色。

6.4.2 产品质量应满足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要求。

6.4.3 产品质量安全应满足以下要求（产品标准有相关规定的，以产品标准质量要求为准）：

a)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b)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c)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d) 食品生产卫生条件应符合 GB 14881 相关要求；

e)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相应食品国家标准及规定。

7 评分评价内容

7.1 环境扰动性评价

7.1.1 产地环境扰动评价

产地环境扰动评价主要包括：

a) 生境扰动评价；

b) 基地边界扰动评价；

c)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7.1.2 种质/生态资源扰动评价

7.1.2.1 种质资源扰动评价主要包括：

a) 产品种质资源本地化评价；

b)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评价；

c) 人工培育情况评价。

7.1.2.2 生态资源扰动评价主要包括：

a) 生产潜在风险评价；

b) 生态系统构成扰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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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厂区环境评价。

7.1.3 生产过程扰动评价

生产过程扰动评价主要包括：

a) 产品种质资源本地化评价；

b)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评价；

c) 人工培育情况评价；

d) 投入品管理评价；

e) 生产活动评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活动：

1) 野生采集活动；

2) 植物生产种植活动。

7.2 可持续性评价

7.2.1 可持续管理评价

可持续管理评价主要包括：

a) 可持续管理体系评价；

b) 技能可持续评价；

c) 健康和福祉可持续评价。

7.2.2 经济可持续评价

经济可持续评价主要包括：

a) 可持续经营评价；

b) 生态产品溢价评价。

7.2.3 生态可持续评价

生态可持续评价主要包括：

a) 生物多样性特定指标评价；

b) 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标评价；

c) 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

d)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提升评价。

7.2.4 资源与低碳管理评价

资源与能源管理评价主要包括：

a) 水资源管理评价；

b) 低碳管理评价。

7.2.5 废弃物管理评价

废弃物管理评价主要包括：

a) 废水管理评价；

b) 固体废弃物管理评价。

7.3 产品优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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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感官评价

感官评价主要包括：

a) 美感度评价；

b) 风味评价；

c) 杂质/不符合项评价。

7.3.2 营养指标评价

营养指标评价主要包括：

a) 质量符合性评价；

b) 质量领先性。

7.3.3 质量特色评价

质量特色评价主要包括：

a) 质量持续性评价；

b) 质量稳定性评价。

7.4 生产可追溯评价

7.4.1 可追溯管理评价

可追溯管理评价主要包括：

a) 预期产量管理；

b) 生产数据管理；

c) 认证产品数据单独管理；

d) 原料数据追溯管理；

e) 出货量管理；

f) 销售管理；

g) 计量器具管理。

7.4.2 生态产品追溯平台管理评价

生态产品追溯平台管理评价主要包括：

a) 销售数据管理；

b) 销售标签管理；

c) 查询管理。

7.4.3 物料平衡评价

物料平衡评价主要包括：

a) 物料平衡制度；

b) 物料平衡管理。

8 评价指标体系

8.1 基本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 A 表 A.1 所示。

8.2 种植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 B 表 B.1 所示，畜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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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B 表 B.2 所示，水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 B 表 B.3 所示，加工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

标体系见附录 B 表 B.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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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态产品评价基本条件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产品基本条件评价指标体系见表A.1。

表 A.1 生态产品基本条件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类别 指标要求 是否满足

1
基本环境条

件

产地环境质量应满足以下条件：

a)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应≥85；

b)空气环境质量符合 GB 3095 规定的一级标准；

c)地表水质量符合 GB 3838 规定的 II 类以上标准；

d)灌溉水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规定；

e)生产加工用水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f)所在区域日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优良率）应≥90%，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应

≤40μg/m3
。

是□

否□

2
种质资源基

本要求

1.种质符合原生态要求的非转基因品种；

2.应充分考虑保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保护地条件下不挤占原

生物种生态位

是□

否□

3

经营管理基

本要求

经营主体要求

1.应是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或

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范围涵盖相应种植产品；

2.应有稳定的生产基地，租期（承包期）应在 5年以上

是□

否□

4 生产管理要求

1.建立绿色低碳生产体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或抵消碳排放，推进

可持续发展；

2.参与生产、运营、管理等人员应培训合格后上岗，运输、电力维修

等相关岗位需要专业技术资质要求的，应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

3.应建立有效的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对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加

工贮运等方面实行全程跟踪管理，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是□

否□

5 合规性要求

生产管理过程不得出现以下任一情形：

1.捕食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和采食珍稀濒危植物；

2.使用炸药或有毒物质来防治野生害虫；

3.明显存在外来有害物种入侵，造成生态环境系统紊乱；

4.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禁止使用的投入品；

5.生产过程中采用辐照技术；

6.近三年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

7.区域内存在炼山和全垦整地现象；

8.就地焚烧或掩埋垃圾，或大规模燃烧污染环境；

9.直接排放污水、污油和倾倒垃圾；

10.区域内有违规的大型建设项目或破坏环境项目；

11.区域内有污染严重的企业，或使用严重破坏环境的设施、设备或材料等；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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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类别 指标要求 是否满足

12.超量或违规提取地下水；

13.非法砍伐森林，防止对生产区域以外的自然区域产生负面影响；

14.非法采用林木草等生态资源为能源

6

产品质量评

价

产品质量满足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要求。
是□
否□

7

产品质量安全应满足以下要求（产品标准有相关规定的，以产品标准质量要求为准）：

1.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

2.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3.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4.食品生产卫生条件应符合 GB 14881 相关要求；

5.微生物限量应符合相应食品国家标准及规定。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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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种植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B表B.1所示，畜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B

表B.2所示，水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B表B.3所示，加工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见附录B表B.4所示。

表B.1 种植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1

环境扰动性

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

扰动

生境扰动评

价

基地位于天然生态系统中，与排污工厂、矿区、常规

农田、垃圾处理场地、公路等污染源距离 10Km 以上或

有有效的隔离带或缓冲设施

0-10

2
基地边界扰

动评价

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 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明

显标志，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评价

当地生态系统特征指数（森林覆盖率、天然林面积、

水质等）与基地生产运营前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
0-3

4

种质资源

扰动

产品种质资

源本地化评

价

种质为当地生态系统原有天然品种，非人为引进或人

为引进后不挤占同类种质生态位，能够与当地生态系

统和谐共生

0-2

5
产品资源更

新能力评价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很强或有一定的更新能力，属于保

护名录中受威胁程度较低的物种( 或未列入保护名

录)

0-4

6
人工培育情

况评价

产品未经过人工培育，仅见野生或半野生栽培或市场

上有人工培育的产品，但规模不大，能够和未经培育

的种质共存

0-4

7

生产过程

扰动

投入品管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

必要的投入品，但投入品使用应符合 GB/T 19630 相关

规定

0-5

8 土肥管理

通过以下方式提升土壤有机质和肥力：

1.通过种植豆科植物、回收、再生和补充土壤有机质；

2.通过施用有机肥或生物有机肥，且有机肥的施用应

经过无害化处理；

3.使用其他培肥或土壤改良物质，相关用法但符合

GB/T 19630-2019 表 A.1 相关规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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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4.食用菌基质应符合 NY 5099 的规定，不适用非法添

加物

9 病虫害防治

通过以下方式开展病虫害防治：

1.无扰动生产，不人为引入任何病虫害防治方式；

2.采用栽培管理、耕返晒垡、中耕除草、轮作、间作

套种等人工植保措施防治病虫害；

3.使用灯光、色彩诱杀、机械捕捉、机械除草等方式；

4.使用植物保护产品但满足 GB/T 19630-2019 表 A.2

相关规定防治病虫害

0-5

10

收获或采收

1.采收时间符合植物生长规律，有规范的采收标准文

件或操作规程；

2.采收方式应合理有效，不引入外来垃圾及污染，不

对基地生态环境或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或

影响

0-3

11
收获后现场

现场处理

现场不进行直接处理或处理方式简单，只需要简单筛

选、简单清洁工作，对基地生态环境基本无扰动
0-2

12 收获后运输

有专用的运输工具且每次运输都清洁或与其他产品使

用相同的运输工具，但不同时同车运输其他产品（未

经认证的生态产品），且每次运输都进行清洁处理

0-3

13 储藏
有干净、独立的加工及储藏场所，同一仓库内有墙体

等隔离设施或与其他产品保持足够的距离
0-3

14

可持续生产

评价

30分

可持续管

理

可持续管理

体系评价

已实施适合其现实和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助于生态恢复的计划及具

体措施（增加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

治物种入侵等）

0-2

15
技能可持续

评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

限于环境、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6
健康和福祉

可持续评价

1.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

工人工资，为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

活设施

2.本地就业率占比高

0-3

环境扰动

性评价

50分
生产过

程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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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17

经济可持

续

可持续经营

评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0-2

18
生态产品溢

价能力评价

生态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

溢价能力或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
0-2

19

生态可持

续

生物多样性

特定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提

升或不变（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

量、自然植被面积等）

0-2

20

生物多样性

综合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相

比有所提升或不变
0-2

21

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为评

价

1.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围，

执行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在森林防火戒严

期和野生动物繁殖期内停止作业，把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降到最低；

2.制定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措施，有效保护野生动

物，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0-2

22

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价值

提升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3

资源与低

碳管理

水资源管理

评价

1.保持灌溉配水系统，将废水、水力侵蚀、水质咸化

降至最低，且优化农作物生产效率

2.记录月耗水量，并定期分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24
低碳管理评

价

1.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械类型；

2.有规范的能源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

及分析；

3.开展年度碳排放情况情况分析，采取必要的措施，

持续推动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0-3

25

废弃物管

理

废水管理评

价

1.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

动，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

2.定期收集水质数据，对水质进行监测

0-2

26
固体废弃物

管理评价

1.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

态系统构成健康或安全风险

2.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方案，进行废物分

类回收

0-3

27 产品优质评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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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价

10分

28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9
杂质/不符合

项评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30
营养指标

评价

质量符合性

评价评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31
质量领先性

评价
特征营养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32
质量特色

评价

质量持续性

评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

情况
0-2

33
质量稳定性

评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者

投诉情况，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34

可追溯生产

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

理评价

预期产量管

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

量进行预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5
生产数据管

理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

档，各环节数据一致、合理
0-1

36
认证产品数

据单独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认证产品与未认

证产品相关数据分别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

数量、时间等 ），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1

37
原料数据追

溯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

量、去向、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各

类投入品的数量能有效关联至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

应

0-1

38 出货量管理
认证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认证产品采购量

外加上一年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9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认证产品不得作为作为生态产品产品

销售，记录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

量、去向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0.5

40
计量器具管

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设备 0-0.5

41

生态产品

追溯平台

管理

销售数据管

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可追溯平

台上
0-1

42
销售标签管

理

按照统一的编号规则，对每枚认证标志进行唯一编号，

并采取有效防伪、追溯技术，确保发放的每枚认证标

志能够溯源到其对应的认证证书和获证产品及其生

产、加工单位

0-1

43 查询管理

应提供“一品一码”等查询手段，确保生态产品采购

方可定期验证可追溯平台中的的交易与所购买和/或

出货的认证产品的发票是否匹配，显示能显示产地、

生产者名称、生态种植方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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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44
物料平衡

评价

物料平衡制

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

指标、工作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5
物料平衡管

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并定期检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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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畜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1

环境扰动性

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扰

动

生境扰动评

价

基地位于天然生态系统中，与排污工厂、矿区、常规

农田、垃圾处理场地、公路等污染源距离 10Km 以上或

有有效的隔离带或缓冲设施

0-10

2
基地边界扰

动评价

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 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明

显标志，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评价

基地所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林地/草原面积、水质、

空气质量等）与基地生产运营前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

不变

0-3

4

种质资源扰

动

产品种质资

源本地化评

价

种质为当地生态系统原有天然品种，非人为引进或人

为引进后不挤占同类种质生态位，能够与当地生态系

统和谐共生

0-2

5
产品资源更

新能力评价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很强或有一定的更新能力，属于保

护名录中受威胁程度较低的物种( 或未列入保护名

录)

0-4

6
人工培育情

况评价

产品未经过人工培或市场上有同类人工培育的产品，

但规模不大，能够和未经培育的种质共存
0-4

7

生产过程扰

动

投入品管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

必要的投入品，但投入品使用应符合 GB/T 19630 相关

规定

0-5

8
种质资源引

入及繁殖

采用自繁自养的生产方式，种质为本地畜禽；或种植人

工引进常规畜禽，但引入、繁殖符合 GB/T 19630-2019

第 4.5.3 条及 4.5.8 条相关规定

0-3

9 养殖数量
饲养数量不超过养殖承载能力,无过度放牧或养殖现

象，饲养过程未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0-3

10 投入品使用

饲饲料及其他投入品完全来自生产单元或有机饲料；或

饲料中包含部分常规饲料，但每种动物的常规饲料消费

量在全年消费量中所占比例不应超过以下百分比:草食

动物（以干物质计）,10%；非草食动物（以干物质计）,

15%

0-3

11 饲养条件

采用人放天养的生产方式，适应畜禽的生理和行为需

要（不应采取使畜禽无法接触土地的笼养和完全圈养、

舍饲、拴养等限制畜禽自然行为的饲养方式）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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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12 疾病防治

1.通过适当的种群、营养管理、密度管理和卫生管理

等疾病防治措施；

2.使用植物源制剂、微量元素、微生物制剂和中兽医

等方式进行疾病防治；或使用疫苗接种、常规兽药、

有害生物防治等方式进行疾病防治，但相关措施符

合 GB/T 19630-2019 第 4.5.6 条、4.5.7 条、4.5.10

相关规定

0-3

13 运输和屠宰

产品有专车运输，在装卸、运输、待宰和屠宰期间有清

晰的标记，满足动物福利要求，提供合适的运输条件，

车辆清洁

0-4

14

可持续生产

评价

30分

可持续管理

可持续管理

体系评价

已实施适合其现实和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助于生态恢复的计划及具

体措施（增加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

治物种入侵等）

0-2

15
技能可持续

评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

限于环境、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6
健康和福祉

可持续评价

1.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

工人工资，为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

活设施

2.本地就业率占比高

0-3

17

经济可持续

可持续经营

评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0-2

18
生态产品溢

价能力评价

生态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

溢价能力或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
0-2

19

生态可持续

生物多样性

特定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提

升或不变（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

量、自然植被面积等

0-2

20

生物多样性

综合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相

比有所提升或不变
0-2

21

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为评

价

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生产经营过程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降到最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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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22

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价值

提升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3

资源与低碳

管理

水资源管理

评价

1.保持有效的清洁用水系统，雨污分离，优化生产用

水使用效率

2.记录月耗水量，并定期分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24
低碳管理评

价

1.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械设备类型；

2.有规范的能源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

及分析；

3.开展年度碳排放情况情况分析，采取必要的措施，

持续推动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0-3

25

废弃物管理

废水管理评

价

1.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

动，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

2.定期收集水质数据，对水质进行监测

0-2

26
固体废弃物

管理评价

1.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

态系统构成健康或安全风险

2.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方案，进行废物分

类回收

0-3

27

产品优质评

价

10分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28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9
杂质/不符

合项评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30
营养指标评

价

质量符合性

评价评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31
质量领先性

评价
特征营养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32
质量特色评

价

质量持续性

评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

情况
0-2

33
质量稳定性

评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者

投诉情况，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34

可追溯生产

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理

评价

预期产量管

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

量进行预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5
生产数据管

理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

档，各环节数据一致、合理
0-1

36
认证产品数

据单独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认证产品与未认

证产品相关数据分别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

数量、时间等 ），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1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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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37
原料数据追

溯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

量、去向、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各

类投入品的数量能有效关联至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

应

0-1

38 出货量管理
认证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认证产品采购量

外加上一年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9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认证产品不得作为作为生态产品产品

销售，记录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

量、去向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0.5

40
计量器具管

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设备 0-0.5

41

生态产品追

溯平台管理

销售数据管

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可追溯平

台上
0-1

42
销售标签管

理

按照统一的编号规则，对每枚认证标志进行唯一编号，

并采取有效防伪、追溯技术，确保发放的每枚认证标

志能够溯源到其对应的认证证书和获证产品及其生

产、加工单位

0-1

43 查询管理

应提供“一品一码”等查询手段，确保生态产品采购

方可定期验证可追溯平台中的的交易与所购买和/或

出货的认证产品的发票是否匹配，显示能显示产地、

生产者名称、生态种植方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44
物料平衡评

价

物料平衡制

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

指标、工作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5
物料平衡管

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并定期检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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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水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1

环境扰动性

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扰

动

生境扰动评

价

基地位于天然生态系统中，与排污工厂、矿区、常规

农田、垃圾处理场地、公路等污染源距离 10Km 以上或

有有效的隔离带或缓冲设施

0-10

2
基地边界扰

动评价

1.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 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

明显标志，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评价

当地生态系统特征指数（湿地面积、水质等）与基地

生产运营前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
0-3

4

种质资源扰

动

产品种质资

源本地化评

价

种质为当地生态系统原有天然品种，非人为引进；人

为引进后不挤占同类种质生态位，能够与当地生态系

统和谐共生

0-2

5
产品资源更

新能力评价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很强或有一定的更新能力，属于保

护名录中受威胁程度较低的物种( 或未列入保护名

录)

0-4

6
人工培育情

况评价

产品未经过人工培育，仅见野生或半野生栽培或市场

上有人工培育的产品，但规模不大，能够和未经培育

的种质共存

0-4

7

生产过程扰

动

投入品管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

必要的投入品，但投入品使用应符合 GB/T 19630 相关

规定

0-5

8
种质资源引

入及繁殖

种种苗采用本生产单元自有品种，自繁自养（尽量减少

人为干预），并考虑保持生产单元生态系统平衡；或人

工引进常规种苗，但引入/繁殖应选自有机生产体系，且

不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0-3

9 养殖条件
生产单元无人工设施，保持原自然生境状态或生产单

元有人工设施，但满足有机产品生产相关要求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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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10 投入品使用

不人为投喂任何饵料或投喂野生饵料，水生生物生长

依赖本生产单元；或投喂常规饵料或其他添加剂，但

满足 GB/T 19630- 2019 第 4.6.5 条相关规定

0-3

11 疾病防治

通过适当的管理、饲养等方式，不使用外来疾病防治

措施，或使用部分理化、天然药物和微生物试剂等方

式进行疾病防治；或使用常规药物等方式进行疾病防

治，但相关措施符合 GB/T 19630-2019 第 4.6.6 条相

关规定

0-3

12 捕捞及采收

1.捕捞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捕捞不超过生态系

统的生产能力，保持生态系统平衡；

2.捕捞工具规格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0-3

13

运输和宰杀

（或初加

工）

产品有专车运输，在装卸、运输和宰杀期间有清晰的

标记，满足动物福利要求，提供合适的运输条件，车

辆清洁

0-4

14

可持续生产

评价

30分

可持续管理

可持续管理

体系评价

已实施适合其现实和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助于生态恢复的计划及具

体措施（增加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

治物种入侵等）

0-2

15
技能可持续

评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

限于环境、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6
健康和福祉

可持续评价

1.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

工人工资，为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

活设施

2.本地就业率占比高

0-3

17

经济可持续

可持续经营

评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0-2

18
生态产品溢

价能力评价

生态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

溢价能力或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
0-2

19 生态可持续

生物多样性

特定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提

升或不变（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

量、自然植被面积等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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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20

生物多样性

综合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相

比有所提升或不变
0-2

21

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为评

价

1.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

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把生产对生

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

2.制定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措施，有效保护野生动

物，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0-2

22

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价值

提升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3

资源与低碳

管理

水资源管理

评价

1.提升用水效率，降低生产、生活用水对水质的影响；

2.记录月耗水量，并定期分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24
低碳管理评

价

1.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设备械类型；

2.有规范的能源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

及分析；

3.开展年度碳排放情况情况分析，采取必要的措施，

持续推动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0-3

25

废弃物管理

废水管理评

价

1.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

动，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

2.定期收集水质数据，对水质进行监测

0-2

26
固体废弃物

管理评价

1.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

态系统构成健康或安全风险

2.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方案，进行废物分

类回收

0-3

27

产品优质评

价

10分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28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9
杂质/不符

合项评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30
营养指标评

价

质量符合性

评价评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31
质量领先性

评价
特征营养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32
质量特色评

价

质量持续性

评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

情况
0-2

33
质量稳定性

评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者

投诉情况，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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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34

可追溯生产

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理

评价

预期产量管

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

量进行预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5
生产数据管

理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

档，各环节数据一致、合理
0-1

36
认证产品数

据单独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认证产品与未认

证产品相关数据分别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

数量、时间等 ），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1

37
原料数据追

溯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

量、去向、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各

类投入品的数量能有效关联至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

应

0-1

38 出货量管理
认证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认证产品采购量

外加上一年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9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认证产品不得作为作为生态产品产品

销售，记录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

量、去向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0.5

40
计量器具管

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设备 0-0.5

41

生态产品追

溯平台管理

销售数据管

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可追溯平

台上
0-1

42
销售标签管

理

按照统一的编号规则，对每枚认证标志进行唯一编号，

并采取有效防伪、追溯技术，确保发放的每枚认证标

志能够溯源到其对应的认证证书和获证产品及其生

产、加工单位

0-1

43 查询管理

应提供“一品一码”等查询手段，确保生态产品采购

方可定期验证可追溯平台中的的交易与所购买和/或

出货的认证产品的发票是否匹配，显示能显示产地、

生产者名称、生态种植方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44
物料平衡评

价

物料平衡制

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

指标、工作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5
物料平衡管

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并定期检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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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加工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备注

1

环境扰动性

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扰

动

生境扰动评

价

基地位于生态良好的生态系统，与排污工厂、矿区、

常规农田、垃圾处理场地、公路等污染源距离 10Km 以

上或有有效的隔离带或缓冲设施

0-10

2
基地边界扰

动评价

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 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明

显标志，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评价

当地生态系统特征指数（空气等环境质量、水质等）

与基地生产运营前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
0-3

4

生态资源扰

动

生产潜在风

险评价

项目建设应考虑生产加工过程对周围环境带来的潜在

污染风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采取适当的措

施将其降至最低水平

0-4

5
生态系统构

成扰动评价

生产主体生产加工过程应对周围的生态系统构成（物

种构成、单位生态面积比例构成、其他生物生态资源

使用）带来负面影响

0-2

6
厂区环境评

价

厂区环境应干净整洁，与周围环境相和谐；布合理局，

各功能区域划分明显，植被应定期维护
0-4

7

生产过程扰

动

原料

主要使用生态产品作为原料，质量或体积占比不少于

总量的 95%，加工过程应最大限度地保持产品的营养成

分和/或原有属性

0-4

其他投入品

管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

必要的投入品，但使用满足 GB/T 19630-2019 第 5.2.1

条相关规定

0-5

8 加工过程

1.使用机械、冷冻、加热、微波、烟熏等处理方法及

微生物发酵工艺，加工方式满足有机产品生产要求；

2.采用提取、浓缩,沉淀和过滤工艺,提取溶剂仅限于

水,乙醇,动植物油﹑醋、二氧化碳、氮或羧酸﹐在

提取和浓缩工艺中不应添加其他化学试剂，加工方

式满足有机产品生产要求；

3.其他加工方式满足 GB/T 19630-2019 第 5.2.2 条相

关规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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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害生物防

治

采取消除有害生物的孳生条件、防止有害生物接触加

工和处理设备、通过对温度﹑湿度、光照、空气等环

境因素的控制等方式防治有害生物；或采用机械类﹑

信息素类、气味类、黏着性的捕害工具、声光电器具

等方式，相关方式满足有机生产要求

0-5

10
包装

产包装使用天材料或包装材料为人工合成包装材料但材

料可讲解且对生态系统无害
0-4

11 贮藏和运输 运输工具、贮藏仓库专用，干净整洁 0-3

12

可持续生产

评价

30分

可持续管理

可持续管理

体系评价

已实施适合其现实和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助于生态恢复的计划及具

体措施（增加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

治物种入侵等）

0-2

13
技能可持续

评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

限于环境、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4
健康和福祉

可持续评价

3.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

工人工资，为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

活设施

4.本地就业率占比高

0-3

15

经济可持续

可持续经营

评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0-2

16
生态产品溢

价能力评价

生态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

溢价能力或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
0-2

17

生态可持续

生物多样性

特定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提

升或不变（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

量、自然植被面积等

0-2

18

生物多样性

综合指标评

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相

比有所提升或不变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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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为评

价

1.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

围，执行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把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降到最低；

2.结合生产环境、生态风险分析情况，制定有效的风

险应对措施，保障生态环境及公共卫生安全

0-2

20

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价值

提升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1

资源与低碳

管理

水资源管理

评价

1.保持灌溉配水系统，将废水、水力侵蚀、水质咸化

降至最低，且优化农作物生产效率

2.记录月耗水量，并定期分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22
低碳管理评

价

1.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械类型；

2.有规范的能源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

及分析；

3.开展年度碳排放情况情况分析，采取必要的措施，

持续推动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0-3

23

废弃物管理

废水管理评

价

1.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

动，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

2.定期收集水质数据，对水质进行监测

0-2

24
固体废弃物

管理评价

1.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

态系统构成健康或安全风险

2.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方案，进行废物分

类回收

0-3

25

产品优质评

价

10分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26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7
杂质/不符

合项评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28
营养指标评

价

质量符合性

评价评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29
质量领先性

评价
特征营养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30
质量特色评

价

质量持续性

评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

情况
0-2

31
质量稳定性

评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者

投诉情况，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32 可追溯生产

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理

评价

预期产量管

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

量进行预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3 生产数据管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 0-1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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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档，各环节数据一致、合理

34
认证产品数

据单独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认证产品与未认

证产品相关数据分别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

数量、时间等 ），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1

35
原料数据追

溯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

量、去向、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各

类投入品的数量能有效关联至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

应

0-1

36 出货量管理
认证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认证产品采购量

外加上一年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7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认证产品不得作为作为生态产品产品

销售，记录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

量、去向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 3年）

0-0.5

38
计量器具管

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设备 0-0.5

39

生态产品追

溯平台管理

销售数据管

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可追溯平

台上
0-1

40
销售标签管

理

按照统一的编号规则，对每枚认证标志进行唯一编号，

并采取有效防伪、追溯技术，确保发放的每枚认证标

志能够溯源到其对应的认证证书和获证产品及其生

产、加工单位

0-1

41 查询管理

应提供“一品一码”等查询手段，确保生态产品采购

方可定期验证可追溯平台中的的交易与所购买和/或

出货的认证产品的发票是否匹配，显示能显示产地、

生产者名称、生态种植方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42
物料平衡评

价

物料平衡制

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

指标、工作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3
物料平衡管

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

并定期检查
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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