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规模茶叶生产者受益于统一的安全标准

茶在大约5 000年前开始逐步成为除水之外

世界上消费最为广泛的一种饮料。根据民间传

说，几片茶叶偶然落入一位中国皇帝正在加热

的一壶水中，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诱使这位皇

帝将其饮下。茶文化由此诞生，起源于亚洲，

在17世纪传入欧洲，之后欧洲国家在其热带殖

民地建立了大量的茶叶种植园。如今，全世界

每年的茶叶消费需求量已超过四百万吨，且每

年均在增长。大部分大型茶叶种植园都被小规

模生产者取代，他们经常在满足大量有关农药

使用的安全标准方面遇到困难。2012年，作为

商品问题委员会商品委的附属机构，粮农组织

政府间茶叶工作组在十年的共同努力之下率先

制定了一项统一农药标准的协定，使得茶叶生

产对于消费者而言更加安全，并且保障了世界

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小规模生产者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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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叶最初的存在状态

并不是在经过装饰

的罐子或整洁的茶

袋中。它来自于茶

树（Camellia sinensis），目前

有50多个国家都种植茶树，但

主要种植国有四个，即中国、

印度、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在

这些国家的茶园中，茶树必须

抵御众多天敌，包括真菌、细

菌和昆虫，如蝴蝶、蛾、蚧壳

虫 和 线 虫 。 为 实 现 产 量 最 大

化，茶叶种植者使用了多种化

学品和农药，以便防治有害生

物，但如果对茶叶进行加工时

仍有大量残留，则有可能对消

费者造成危害。 

历史上，茶叶价值链由政

府支持的大型茶叶种植园主导，

但目前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小农

已成为日益全球化的茶叶贸易

中的主要生产者。目前斯里兰

卡和肯尼亚的全国茶叶产量中有

70%多都来自于小农，他们的

茶园面积不足三公顷。

茶树必须抵御众多天敌，包括真菌、细菌和

蝴蝶、蛾、蚧壳虫、线虫等昆虫。



这种趋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茶叶生产对于小农而言非

常具有吸引力。尽管茶树需要

两至三年才能成熟，但在随后

的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

能产出茶叶。而且茶叶生产全

年都能提供工作和收入，需要

的投资也较少。 

严格的法规给小农带
来压力

全 球 的 茶 叶 消 费 需 求 增

长迅速，年增长率高达5%，

其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印度

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

的增长。这使得茶叶产量、

出口量和消费量都有大幅度

增长，并且市场价格达到历

史最高。然而，问题也同时

产生。 

茶叶生产国认为遵循有关

收获后茶叶中化学品残留限量

的严格法规非常具有挑战性。

虽然进口国家将“最高残留限

量”定为食品安全标准，但在

制定时往往并不完全了解这些

标准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实际

危险，而达到这些标准对小农

而言尤其困难。 

小 农 趋 向 于 使 用 较 为 便

宜的化学品，通常意味着较

老品牌的化学品，同时在很

多情况下，其生产者没有更

新产品指南，说明如何满足

最新的安全标准。因此，进

口国家独自估算残留限量，

结果往往远远低于保障安全

性实际需要的程度，而这样

的限量使得小规模种植者很

难满足。而且，由于进口国

制定了自己的最高残留限量

标准，出口生产者必须提供

书面材料，证明其符合各个

出口目的国的要求。甚至没

有有害生物问题，因而没有

使用化学品的种植者仍然需

要花费时间和开支提供证明

其符合要求的书面材料。 

统一标准支持小农 

由于引入安全标准的同时

小规模茶叶生产者的数量不断增

长，这些问题对茶业而言更加难

以解决。2001年，作为商品问

题委员会的附属机构，粮农组织

政府间茶叶工作组决定寻求解决

方案，提出一项计划，将茶叶

生产国、进口国、交易商、委员

会、协会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密切

合作定为优先重点。通过最高残

留限量工作组，政府间茶叶工作

组与食品法典委员会及其他标准

制定机构相互协调，致力于统一

茶叶进口国之间的标准。在之后

的十年间，政府间茶叶工作组使

得生产国和进口国能够相互了解

彼此的问题，统一主要进口国的

多种农药残留限量，加强联系监

管部门与茶叶贸易的网络。 

除最高残留限量工作组之

外，政府间茶叶工作组还有其

他工作组，负责处理对小规模

种植者和产业化种植者都非常

重要的问题，包括有机茶生产

要求，促使茶业应对气候变化

造成的种植条件的改变。

总 体 而 言 ， 粮 农 组 织 政

府间茶叶工作组在统一最高

残留限量方面的工作解决了

消费者担忧的安全问题，但

同时也降低了满足安全标准

需要的成本。从粮食安全角

度考虑，这对斯里兰卡和肯

尼亚等主要茶叶出口国意义

尤其重大。这两个国家每年

的 粮 食 进 口 额 达 到 1 0 亿 美

元，但其茶叶出口收入可将

这些成本全部抵消。

茶叶生产国发现，遵照规定限

制所采摘茶叶上的化学残留极具挑

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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