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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区域的9个萨赫勒国家制定了一项区域农药登记

计划，在此计划框架下，他们分享知识和资源，以确保所

使用的农药经过适当检验，并将过去生产的危险性较高的

产品做下架处理。在东南亚，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学习

如何管理田间害虫的天敌，掌握了完全不使用化学品的

植物病虫害防治方法。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过去库存

的剧毒农药已经从环境中清除，使生活和成长条件更加

安全。上述案例来自世界三个不同的地方，但它们通过 

《农药销售和使用国际行为守则》而联系在一起，该《行为守

则》是由粮农组织所有192个成员批准的文件，自1985年获得粮

农组织批准后，它使全球农业更加安全，现在它的影响将逐步

扩大到人类健康和环境领域。

管理农药保护人类健康和食品安全的《行为守则》

农药销售和使用国际行为守则

工作对象：农民、消费者、食品贸易商和决策者

工作目标：改善粮食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工作伙伴：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

工作支持：欧盟、全球环境基金、日本、美国、土耳其、 

荷兰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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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施用农药是每

一个生长季节为提搞农业生产而采取的

重要措施。农民们在田间喷洒杀虫剂、

杀菌剂、除草剂和许多其他特制化学

品，以灭杀侵害其作物的病虫害。这是

一个庞大的产业。据说，全球农药市场

价值每年在300亿美元以上，并且还在不

断扩大。

问题是，农民不断地得到使用农药

的建议，但是具体到使用哪些化学品或

如何明智地使用它们，很多人却没能获

得他们所需的信息或培训，他们甚至不

知道如何处置用过的容器和废弃物。据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超

过400万人会因接触有毒农药而中毒，主

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过如何安全使用

农药的适当培训。

作为率先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第

一个国际组织，粮农组织一贯致力于提

高人们的认识，并支持旨在确保更明智

地使用农用化学品的政策。粮农组织在

1985年批准的世界首个《农药销售和使



用行为守则》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一份自愿性文

书，它已在1989年和2002年进行过两次修订，以满

足农业部门不断变化的需求。它的首要作用是为各

国政府制定涉及农药使用中的食品安全、人类健康

和环境保护的标准提供指导，如设定食品中农药残

留限量，而且确保主管当局了解农药规格，以便确

定其安全有效性，并以可预测的方式予以施用。

自《行为守则》公布以来，粮农组织已经制定

了40多套针对其不同内容的准则，如农药注册方法

或最安全的农药施用设备。粮农组织所有成员国以

及农用化学品产业和非政府组织均已签署该《行为

守则》。

在这一《行为守则》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家现

在都制定了某种形式的农药监管制度，并建立了上

市农药的选择和登记制度。此外，一些世界上最危

险的有毒化学品要么已停止使用，要么受到根据《行

为守则》达成的国际协定更严格的管控，如关于在

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

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农药生命周期管理”的

一部分，也就是说《行为守则》及其相关准则和国

际协定要求对农药从作为产品出厂到进入一个国家

的整个过程实行全面管理。这包括对农药的储存方

式、农民施药的时机和方法，以及有关空容器和废

弃物处置决定的制定过程进行管理。这项工作需

要各方合作，包括所有积极支持《行为守则》的政

府、农药制造商和经销商、农民和民间社会。

如何处理过期农药和农药废弃物一直是发展中

世界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原因是妥善处置需要花

费资金。据估计，仅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12个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就存有约20万吨过期农药，占世

界库存量的近一半，这些过期农药给周边民众的健

康和包括邻国在内的环境构成威胁。为此，粮农组

织和欧盟于2012年4月启动一项计划，向这些国家提

供技术和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减少风险，同时，加

强其能力建设，避免未来库存量进一步增加。

虽然《行为守则》的重点是农用化学品，但

是就其受益者来讲，其影响要广泛得多。《行为守

则》使各方受益：农民能够更方便地获得病虫害防

治工具；消费者得益于《行为守则》对食物中残留

化学品的监控；农用化学品行业在如何提供化学品

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而决策者和管理者则能够将

《行为守则》汇集的最佳规范作为指南。由于《行为

守则》是一个自愿性文书，它能够变换重点来适应

不断变化的需求。未来将对《行为守则》再度进行

修订，这一次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合作，扩大其范围，将人类健康、环境以及农业

作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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