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

一、策划目标
1. 全链条溯源覆盖构建 "从田间到餐桌" 全流程追溯体系，实现食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环节信息可

查，重点品类（蔬菜、水果、畜禽产品、水产品）追溯覆盖率达 95% 以上，确保问题产品 12 小时内
精准召回。

2. 数据透明化管理建立统一数据标准，整合生产环境数据（土壤、气象）、投入品使用记录、检测报告
等信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可视化查询，公众满意度提升至 90%。

3. 风险防控智能化开发 AI 风险预警模型，实现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关键指标异常自动识别，重大安全
事件响应时间缩短至 4 小时内，问题处置率达 100%。

4. 品牌价值提升建立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培育地理标志产品 50 个，推动优质农产品溢价销售，带动农
户增收 15% 以上。

二、实施计划

（一）基础能力建设阶段（2025-2026）
1. 标准化体系构建

• 制定《农产品质量追溯技术规范》等 5 项国家标准，统一数据采集接口

• 建立生产主体电子档案系统，完成 50 万家种植养殖企业信息录入

• 部署物联网监测设备 100 万台，覆盖重点产区环境数据实时采集

2. 智慧监管平台开发

• 搭建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中心，集成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

• 开发区块链溯源存证系统，实现生产过程数据不可篡改

• 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库，包含 20 种主要病虫害预警算法

（二）示范应用推广阶段（2027-2028）
1. 重点领域突破



• 在 50 个农产品主产区建立 "智慧农安站"，配备快速检测设备 3000 台

• 推广 "一品一码" 溯源标签，实现商超、农贸市场扫码覆盖率 80%

• 建设数字孪生监管平台，可视化呈现全国农产品流通路径

2. 创新模式探索

• 试点 "区块链 + 保险" 模式，开发质量安全责任险产品

• 建立生产主体信用评价体系，实施红黑名单动态管理

• 培育 100 家追溯服务运营商，提供 SAAS 化解决方案

（三）全域深化阶段（2029）
1. 生态体系完善

• 建成覆盖全国的追溯服务网络，实现跨区域数据互通共享

• 构建 "政府监管 + 企业自律 + 社会监督" 共治格局，投诉处理满意度 98%

• 开发跨境农产品追溯系统，对接国际标准提升出口竞争力

2. 长效机制建设

• 将追溯体系纳入农业补贴政策，建立 "追溯达标奖励" 机制

• 建成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训基地 20 个

• 开发智能监管机器人，实现重点场所 24 小时无死角监测

三、资源需求与预算

（一）硬件设备（85 亿元）

设备类型 数量 单价（万元） 小计（亿元）

环境监测传感器 100 万台 0.05 5.0

智能检测终端 5000 台 0.1 5.0

区块链服务器 2000 台 0.5 10.0

数据中心设施 5 个 10.0 50.0



移动执法终端 2 万台 0.5 10.0

硬件合计 - - 80.0

（二）软件系统（45 亿元）

项目 内容 预算（亿元）

大数据平台 跨部门数据中台 20.0

区块链溯源系统 分布式账本技术 15.0

风险预警 AI 模型 多模态识别算法 10.0

软件合计 - 45.0

（三）配套工程（30 亿元）

项目 内容 预算（亿元）

5G 专网建设 农村地区网络覆盖 10.0

人员培训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认证 8.0

标准认证体系 地理标志产品培育 7.0

示范工程补贴 国家级追溯示范县建设 5.0

配套合计 - 30.0

（四）总预算（155 亿元）

项目 金额（亿元） 资金来源

硬件设备 80.0 中央财政 50%

软件系统 45.0 地方配套 30%

配套工程 30.0 社会资本 20%



总预算 155.0

四、效果评估指标

（一）经济效益
1. 年减少不合格农产品流通损失 50 亿元

2. 优质农产品溢价销售带动农户增收超 20%

（二）技术指标
1. 追溯信息完整率≥98%，预警响应时间≤4 小时

2. 农药残留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5% 以上

（三）社会效益
1. 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达 92%

2. 农产品质量安全投诉处理效率提升 50%

五、风险应对策略

（一）技术风险
1. 建立 "监管沙盒" 测试机制，新系统上线前完成 10 万次压力测试

2. 开发多源数据融合算法，解决分散数据源整合难题

（二）数据安全
1. 采用国密 SM9 加密技术，实施分级授权访问

2. 部署 AI 入侵检测系统，异常操作拦截率≥99.99%

（三）推广风险



1. 开发语音交互版追溯 APP，适配老年用户使用习惯

2. 建立 "追溯积分" 奖励机制，激励农户主动参与

（四）供应链风险
1. 关键设备建立双供应商备份机制

2. 构建全国运维网络，设备故障响应≤2 小时

六、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1. 将追溯体系建设纳入乡村振兴考核指标

2. 推动追溯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目录

（二）技术创新
1. 组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实验室，突破高精度检测传感器技术

2. 建立产学研用联盟，每年转化科技成果 30 项以上

（三）人才培育
1. 实施 "万名农安工程师计划"，培养复合型技术人才

2. 与高校共建农产品质量安全产业学院

（四）金融支持
1. 设立 100 亿元专项基金，重点支持示范项目

2. 创新 "质量安全指数保险" 金融产品

结语本方案通过构建 "物联网监测 + 区块链存证 + AI 预警" 的三维技术架构，打造覆盖全产业链的智慧
追溯体系。计划到 2029 年，形成 "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新格局，
为保障食品安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创新亮点



1. 首创 "区块链 + AI" 双引擎追溯系统，实现数据不可篡改与智能分析

2. 建立 "监管沙盒" 测试机制，确保新技术安全落地

3. 开发跨境农产品追溯标准，提升国际竞争力

4. 创新 "追溯积分" 激励模式，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动力

5. 构建 "政府 + 企业 + 农户" 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多方共赢

（注：本方案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规划，具体实施需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调整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