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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下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

区域格局与核心区影响力评价

王志明1 王玉华1* 刘笑含2 王浩然2 黄仕伟1

(1.中国农业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100083;

2.中国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北京100193)

摘 要 为了解现代有机农业日益复杂的网络结构及生产组织下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区域格局与核心区(即北

京市)综合影响力的类型特征,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综合评价法,基于有机农业企业的认

证数据,对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发展演化、区域格局及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综合影响力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1)近10年来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发展呈现初期平缓后期持续不断增长的态势,其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

性、地域极化特征显著性、区域集聚性和市场腹地渐次地域扩大化特征与趋势。2)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三大片区内

部分布格局分为高—高型、中—中型和低—低型等10种类型。3)核心区北京市各市辖区有机认证产品产量和有

机生产企业数量空间分布同样存在着内部不均衡性特征。4)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影响力评价主要可分为综

合性、均衡性、成长性和起步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四类,具有不同的功能特征与市场结构。针对中国有机农业认证

中心的空间布局与空间联系及组织有效性问题,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有机认证财政补助体系,培育起中西部的区域

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并推进起步性和成长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应学习均衡性和综合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发展

经验,发挥自身优势,打造起自主品牌;综合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应开拓国外市场,推动中国有机认证产业与国际

市场接轨,从而推动中国有机认证产品的扩大出口和提高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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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patternandinfluenceevaluationofthecoreareaofChina
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underthegree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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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aimsofthisstudyaretounderstandthespatialpatternofChina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
andthetypecharacteristicsofthecomprehensiveinfluenceofthecorearea(Beijing)undertheincreasinglycomplex
networkstructureandproductionorganizationofmodernorganicagriculture,theArcGISspatialanalysismethod,the
naturalintervalgradingmethod,and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areadopted.Basedonthecertificationdata
oforganicagriculturalenterprises,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regionalpatternandcomprehensiveinfluenceof
OrganicAgriculturalCertificationCentersinBeijingareinvestigated.Theresultshowsthat:1)Inthepast10years,

thedevelopmentof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shasshownatrendofsteadygrowthintheinitialstage,and
itstypicalcharacteristicsofregionallayoutareunevenspatialdistribution,significantregionalpolarization,regional
agglomerationandgradualregionalexpansionofthemarkethinterland.2)Theinternaldistributionpatternofthethree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2年 第27卷 

majorareasofthe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sisdividedinto10typesincludinghigh-high,medium-
medium,andlow-low.3)Thenumberoforganiccertifiedproductsandnumberoforganicproductionenterprisesinthe
coreareaofBeijingareunevenlydistributed.4)TheimpactevaluationofBeijing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
Centercanbedividedintofourcategories,Comprehensive,Balanced,GrowingandStart-uporganicagriculture
certificationcenters,withdifferentfunctionalcharacteristicsand marketstructures.Thespatiallayout,spatial
connectionandorganizationaleffectivenessoftheChina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effectiveorganic
certificationfinancialsubsidysystemshouldbeestablishedbythegovernment.TheregionalOrganicAgriculture
CertificationCentersi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shouldbecultivated.Countermeasuressuchasdeveloping
BalancedandComprehensive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usedforreference,buildingitsownbrand,

exploringforeignmarketsforcomprehensive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promotingintegrationofChina’sorganic
certificationindustrywiththeinternationalmarket,acceleratingChina’sorganiccertifiedproductstoexpandexports
andimproveitscompetitivenessandsoonshouldbetakeninfutureregionaldevelopment.
Keywords 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spatiotemporalevolution;regionalpattern;influenceofcorearea;

comprehensiveevaluation

  应对当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资源配置效益低

下、环境污染严重以及食品安全保障等问题,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发展

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随着

“乡村振兴”、“双碳战略”以及绿色发展系列方针政

策的出台与实施,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经济体系与生

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发展目标使得有机农业逐渐成为

现代农业高效生产体系与重要替代型发展方式,并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食品安全与多样性食品

需求,不断促进着我国有机产品消费市场的扩大。
作为一种可持续性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有机农业也

正成为世界农业重要的发展趋势,认证的有机农业

生产面积不断增长,消费市场和分配市场也发展迅

猛,全球性的有机农业网络正处于重新构建之中,而
认证在这个网络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1]。
有机认证是各国或组织认可并大力推广的一种农产

品认证形式,是政府重要的监管方式之一,对推动有

机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机产品的国际认

证已成为各国发挥经济优势和扩大出口的关键[2]。
基于有机认证对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国

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有机认证进行了实证研

究。国外学者对有机认证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以

有机认证标准为研究重点,侧重于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从事有机农业的交易成本、有机食品网络的

激励机制建设和建构、有机产品性质分析及质量认

证等方面的研究[3-5]。国内已有研究集中于有机农

业认证制度的建设对有机农业发展的作用[6-8]、有机

农业认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9-12]、不同地区

有机农业认证现状或特征[13-17]、国内外有机农业认

证体系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启

示[18-23]和不同有机农业认证标准一致化分析[24-25]。
综合国内外有机农业产业的相关研究,作为中国有

机农业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有机农业认证中

心缺少基于数据量化的客观评价与分析,而且不同

空间尺度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格局、空间联系、空
间网络结构体系与空间联系区域及影响力等基于空

间角度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为探讨

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布局规律与空间组织模

式、核心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在全国有机认证产业

的区域经济影响与区域类型划分以及城乡地域社会

经济发展关联性等问题,从空间视角采用 ArcGIS
空间分析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综合评价法对有

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区域格局和以北京市作为核心区

进行总体影响力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为区域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空间规划与优化、相关企业的

未来发展战略与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有机农业认证相关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食品

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经数据录入、整理和处理后进

行分析与研究。目前,经过近10年持续性地追踪,
已建立包含2011—2020年共10年的有机农业认证

中心与相关企业的基本信息数据库。有机认证企业

在空间发展中具有动态扩张及流动功能,为较准确

的反映有机认证企业的流动特性,本研究将有机认

证企业统一归类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至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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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数据显示:目前经国家认监委批准认证

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为70家,具有有机认证产品的

有机农业企业达13692家。

1.2 研究方法

在样本数据确定后,利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

行整理和分析。研究主要采用 ArcGIS空间分析

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综合评价法3种方法。

1.2.1 ArcGIS空间分析法

ArcGIS空间分析法通过借鉴相关社会科学的

方法和工具,是能够提供准确认识、评价和综合理解

空间位置和空间相互作用重要性的方法[26]。采用

ArcGIS空间分析法,有助于对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有机生产企业和有机产品区域性分布格局与特征进

行准确判断与分析。

1.2.2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基于数据中固有的自然分

组,可以对分类间隔加以识别并进行恰当分组,从而

确保各类之间差异最大化[27]。采用自然间断点分

级法,能够对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和有机生产企业区

域性格局与分布进行客观性区域划分与分类,并进

行区域联系判别。

1.2.3 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通过不同指标的等级划分标准对各

指标进行评分,并采用加权相加法获取总分,进而对

核心区类型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其影响力进行综合

分析与评价。

2 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发展演化与布局

规律分析

2.1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发展演化趋势

2011—2020年10年间,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的发展基本呈现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3.16%,
且阶段性特征显著(图1)。2011—2015年有机农业

认证中心数量一直维持在23家左右,其后从2016
年的31家迅速增加至2020年的70家,增幅达

125.81%,近年来增速迅猛,这是有机农业与有机产

品市场需求扩大化推动所致。

2.2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布局规律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及其所认证企业的空间分

布,能够反映出区域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发展的规模

水平和空间影响的差异性特征,对中国有机农业企

业的生产网络、信息网络和市场腹地结构的组织与

优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12年省域尺度的研

图1 2011—2020年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数量变化

Fig.1 Changesinthenumberoforganicagriculture
certificationcentersinChinafrom2011to2020

究表明,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分布呈现不平衡

性、层次性和集中度较高的特性[16]。经过近10年

有机农业的快速发展,2021年初期中国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的总体格局呈不均衡性、极化性、区域集聚性

和市场腹地渐次地域化扩大特征。

2.2.1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分布呈不均衡性

相关数据分析显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空间

分布呈显著不均衡特征,空间分布差距悬殊。截止

2021年3月31日,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数量为

70家(见图2),共认证企业13692家。其中,北京

市22家,占全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数量比重的

31.43%,认证企业数量同样最多,共计7496家,占
全国总认证企业数量的54.75%;而安徽、贵州、河
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和重庆市(省)的有

机农业认证中心均为1家,仅占全国1.43%;另还

有云南、山西和天津等13个省份不存在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这与北京市优越的综合区位优势、区域环

境支撑优势、人才与科研基础优势以及产业投资环

境优势等环境条件紧密相关,形成了北京市有机农

业认证中心发展的良好禀赋基质。

2.2.2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分布地域极化特征

显著

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有机农业发展

水平参差不齐,在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

极化的局面,地域差异性极其显著。根据现有数据

测算,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东中西地带的空间分

布主要集中在三大片区:1)东部片区,主要包含黑龙

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
福建和广东;2)中部片区,主要为河南、湖北、湖南、
江西和安徽;3)西部片区,主要包含四川、贵州、重
庆、陕西和新疆。三大片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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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1年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distributionofChina’s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sin2021

量比重分别为78.57%、7.14%和14.29%,但东部

片区就占到全国比重的78%以上,中西部片区则为

中部片区的2倍有余;同年认证企业数量比重则为

90.60%、1.99%和7.41%,东部片区同样占据明显

优势,不仅是西部片区的12倍以上,更是中部片区

的45余倍。由此可见,三大片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分布的地域极化性特征十分显著,例如: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地区,如北京对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具有

虹吸效应,而区域环境发展条件以及农业生产要素

禀赋等对有机农业的发展起直接作用,如有机认证

的热点区域黑龙江、四川和山东等农业禀赋优越,利
于有机农业的发展,这种显著的极化性特征主要归

因于三大片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环境发展条

件以及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等条件的差异性。

2.2.3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具有区域集聚性和市场

腹地渐次地域扩大化特征与趋势

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和所认证企业数量等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空间分布的区

域集聚性较高,同时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市场腹地

还存在渐次地域扩大化特征与趋势。2021年初期

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分布于21个省份(见表1),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和获证企业数的集中化指数分别

为0.53、0.78,其中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前七省份有

机农业认证中心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1.43%,其获

证企业数量占全国总量的87.59%,空间分布的区

域集聚性较强。同时,数据也表明,本土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的市场腹地具有一定的地域化特征,并逐渐

有向地方外空间扩大的趋势。其中,北京市和浙江

省分别有89.59%、75.54%认证量来自于本土有机

农业认证中心,市场腹地的地方化特征较为突出,集
聚中心的中心性向外扩大的趋势也逐渐增强。

2.3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主要区域空间组织模式

从2012年至今对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持续跟

踪研究表明,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持续表现为以北京

为核心的北部高集聚区和以江浙沪为主的南部较高

集聚区域两大南北集聚区的基本分布格局。通过

ArcGIS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有机农业认证中

心及所认证企业数量进行划分,并依据其区域影响

力评价,可以将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区域空间分

为10种类型(表2)。
其中:高—高型地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数量较

多且影响力较高,是全国性核心区域;中—中型地

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数量和影响力在全国均呈中

等水平,为地方性核心区;低—低型地区:有机农业

认证中心数量与影响力均较低,为区域发展边缘区;
中间类型地区: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数量与影响力介

于双高、双中和双低型地区之间,其某项指标处于偏

高或偏低状态。按片区综合等级影响分析,东部等

级最高,西部次之,而中部等级最低,发展水平较低。
以认证中心数量以及所认证企业数量两项指标

对有机农业认证中心进行综合等级分类以判定区域

综合影响力。上述结果显示,仅有北京市为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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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21年中国21个省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和获证企业数量空间分布

Table1 Spatialdistributionofthenumberof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s
andcertifiedcompaniesin21provincesinChinain2021

省份 
Province 

认证中心

Certification
Center

获证企业

Certified
enterprise

认证区域

Certification
area

省份

Province

认证中心

Certification
Center

获证企业

Certified
enterprise

认证区域

Certification
area

北京

Beijing

22 7496 33 新疆

Xinjiang

2 34 2

上海

Shanghai
6 251 26 重庆

Chongqing

1 19 3

浙江

Zhejiang

6 2124 32 安徽

Anhui
1 167 2

黑龙江

Heilongjiang

4 387 20 贵州

Guizhou
1 193 14

江苏

Jiangsu
4 1079 29 河北

Hebei
1 13 5

四川

Sichuan
4 624 28 河南

Henan
1 4 2

山东

Shandong

4 32 8 湖北

Hubei
1 53 4

辽宁

Liaoning

3 737 31 湖南

Hunan
1 8 7

福建

Fujian
2 21 3 吉林

Jilin
1 17 2

广东

Guangdong

2 248 20 江西

Jiangxi
1 41 3

陕西

Shaanxi
2 144 7

高—高等级区域,既是我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发展

的全国性核心地区,也是未来有机认证产业发展最

具潜力的地区之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区域辐射力

与影响力。因此,选取北京市作为中国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核心区进行影响力评价。

3 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核心区影响力评

价———以北京市为例

3.1 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总体发展状况

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为综合型高—高等级

区域,为全国性核心区域。截止2021年3月31日,
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共22家,获证企业253
家,有机农业产品标准认证产品数2008个,证书数

为372张;有机产品总面积为10.53万hm2,有机认

证总产量为17.61万t,其中植物类认证产量占

69.78%,畜禽类认证产量占8.30%,加工类认证产

量占21.69%,经营类认证产量占0.20%,水产类认

证产量占0.03%;有机认证相关员工有16322人。
除有机农业非生产性属性区域外,北京市各

市辖区有机生产企业数量和有机产品认证产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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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21年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主要区域空间组织模式

Table2 Mainregionalspatialorganizationmodelofthe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in2021

级别 
Grade 

认证中心数量

Numberof
certification
centers

认证中心分布区域

Certification
centers

distributionarea

获证企业数量

Numberof
certified
enterprises

获证企业分布区域

Certified
enterprises

distributionarea

综合等级分类

Comprehensive

grade
classification

高 High 22 北京 2125~7496 北京

中高

Mediumtohigh
6 上海、浙江 1080~2124 浙江

中 Medium 3~4 黑龙江、江苏、四川、

山东、辽宁

388~1079 四川、江苏、辽宁

中低

Mediumtolow
2 福建、广东、陕西、新

疆

54~387 上海、广东、黑龙江、

陕西、安徽、贵州

低Low 1 重庆、安徽、贵州、河
北、河 南、湖 北、湖

南、吉林、江西

4~53 山东、福建、新疆、重
庆、河 北、河 南、湖

北、湖南、吉林、江西

①高—高 型:北 京;② 中

高—中 高 型:浙 江;③ 中

高—中低型:上海;④中—

中型:江 苏、四 川、辽 宁;

⑤中—中 低 型:黑 龙 江;

⑥中—低 型:山 东;⑦ 中

低—中低 型:广 东、陕 西;

⑧中 低—低 型:福 建、新

疆;⑨低—中 低 型:安 徽、

贵州;⑩低—低 型:重 庆、

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吉
林、江西

图3 北京市辖区有机生产企业数量分布

Fig.3 Distributionofthenumberoforganic

productionenterprisesinBeijing

图3和4)显示出较大差异性与空间分布不平衡性,
同时本地化特征较为显著。北京市16个市辖区中:
不具备有机农业发展基础条件的老城中心市区,为
冷点区域;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环境、良好的资

源禀赋条件和优越的产品资源与市场条件的郊区,
有机农业与认证产业发展良好,形成了有机认证产

业的热点区域。同时,受区域环境、要素条件、联系

强度与扩散效益等因素影响,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

中心空间集聚与市场腹地结构呈现出显著的地方化

图4 北京市辖区有机产品认证产量分布

Fig.4 DistributionofcertifiedorganicproductsinBeijing

特征。北京市30家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中20家来自

北京本地,其余10家来自浙江、黑龙江、辽宁、江苏、
山东和四川等省份。这种地方化特征是中国有机

农业认证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与过程,将随

着有机农业的市场拓展与产业成长逐渐转型与

演进。

3.2 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区域综合影响力

评价

3.2.1 评价指标

本研究主要选取规模性、市场性、区域性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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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四类代表性指标对北京市从事有机认证的22家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进行综合等级评

价。指标具体说明如下:
规模性(S):主要反映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

心的总体规模性特征,以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所认证的企业数为具体分析指标;市场性(M):主要

反映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市场覆盖度和占有

度,以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所认证的产品数量

为具体指标;区域性(R):主要反映北京市有机农业

认证中心的的区域影响范围,以北京市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所认证企业的覆盖范围为分析指标;专业性

(P):主要反映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专业化

程度高低,以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认证相关

员工数量为基本分析指标。

3.2.2 评价方法

研究采用综合评价法分别对4种指标的有机

农业认证中心进行综合评分,并进行综合等级判

定。本研究中采用的指标和评价方法不仅适用北

京市进行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区域综合影响力评价

判定,对于全国其它地区同样具有普适性。利用

熵值法[28]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分别为:规模性(F1=
0.24)、市场性(F2=0.24)、区域性(F3=0.48)和
专业性(F4=0.04),采用综合评价等级指数(E)进
行判定:

E=F1× S
T1  +F2× M

T2  +
F3× R

T3  +F4× P
T4  (1)

式中:E 为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影响力综合

评价等级指数;T1 为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所认

证企业总数;T2 为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所认证

的产品总数量;T3 为全国省级行政单元总数量;T4

为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认证相关员工总

数量。

3.2.3 评价结果

依据综合评分结果中的综合评价等级指数,北
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区域综合影响力主要分为

4种级别和类型(表3)。

3.3 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类型特征及潜力

分析 
3.3.1 综合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I级(E≥0.200):综合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包
括X1(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和X2(北
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2家认证中心。综合性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为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系统中

的第I级,具有完善的认证体系、成熟的认证流程和

齐全的业务职能,涵盖范围广,影响力极高,是中国

有机认证产业的核心组成单元,其规模性、市场性、
区域性和专业性等级强度与综合评价等级耦合度较

为一致,具有高等级服务功能与较强的市场融合能

力。北京市综合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主要通过提供

优质的服务、质量及技术来拓展其市场空间,其未来

发展主要方向为地方化基础上形成高联系密度的国

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拓展,打造起中国的有机认证

品牌,推广其优越的有机认证服务,促进中国有机产

业网络的高效运营与国外市场的有效衔接。

3.3.2 均衡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II级(0.050≤E<0.200):均衡性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包括X3~X119家认证中心①。均衡性有机

农业认证中心为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系统中的第

II级,处于阶段快速发展与整体上升的阶段,有机认

证体系较完善,认证服务和企业服务职能等处于中

等发展水平,其规模性、市场性、专业性和区域性的

等级强度发展较均衡,均处于中等水平,基本处于地

方性服务功能与地方性市场范畴。均衡性有机农业

认证中心是中国有机认证产业发展的重点企业,也
是今后北京市乃至全国其它地区有机认证产业最具

有发展潜力的组织单元之一。均衡性有机农业认证

中心将逐渐向综合性类型转化,通过完善认证体系、
提升企业品牌、扩大企业影响力,强化服务功能与市

场腹地范围,形成企业规模扩张之上的范围经济的

进一步发育。

3.3.3 成长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III级(0.010≤E<0.050):成长性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包括X12~X198家认证中心②。成长性有

742

①

②

X3~X11:中绿国证(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华夏沃土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中合金诺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中农绿安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凯新

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X12~X19: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责任公司、世纪科环检验认证(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华测食农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

公司、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博物风土(北京)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和北京恩格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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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农业认证中心为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系统中的

第III级,处于前期缓慢发展阶段,有机认证体系基

本建立,企业职能及认证业务水平处于逐步完善阶

段,其有机市场腹地具有水平地方化特征。北京市

成长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认证规模与专业服务水

平基本处于孵化发育期,其规模性、市场性、区域性、
专业性和综合评价指数等级较低。未来成长性有机

农业认证中心要逐步跳出前期发展困境,不断拓宽

有机产品认证市场,完善企业服务职能和渠道,建
立完善的有机认证体系,加强科研投入与技术创

新,明确企业发展的目标和定位,不断提高企业自

身综合竞争力,形成稳扎地方且不断拓展有机市

场的具有向上发展潜力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组织

类型。

表3 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综合影响力评价

Table3 Evaluationoftheinfluenceoforganic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sinBeijing

级别和类型

Gradeandtype

认证中心

Certification
center

规模性

Scale

市场性

Marketability

区域性

Regional

专业性

Professionalism

综合评价指数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index

I级:综合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GradeI:Comprehensiveorganic
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

X1 988 4034 31 592611 0.389

X2 2574 8680 31 159345 0.276

X3 839 1823 29 31788 0.093

X4 297 1163 29 51340 0.079

X5 236 1613 29 13109 0.063

X6 393 1542 28 19845 0.069II级:均衡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GradeII:Balancedorganic
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

X7 285 1201 27 24986 0.064

X8 396 955 28 9465 0.059

X9 236 698 26 47979 0.068

X10 228 1001 26 9066 0.052

X11 212 753 26 11146 0.050

X12 233 329 24 6284 0.042

X13 132 439 24 4034 0.038

X14 99 319 21 3146 0.032
III级:成长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Grade III: Growing organic
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

X15 56 304 18 9171 0.030

X16 129 312 17 6086 0.030

X17 73 404 14 1865 0.023

X18 75 110 12 2142 0.019

X19 35 65 9 653 0.013

X20 5 14 5 447 0.006IV级:起步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Grade IV: Start-up organic
agriculturecertificationcenter

X21 2 3 2 45 0.002

X22 1 1 1 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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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起步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IV级(0<E<0.010):起步性有机农业认证中

心,包括X20~X223家认证中心①。起步性有机农

业认证中心为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系统中的第

IV级,尚处于初期萌芽阶段,有机认证体系尚未完

全建立起来、企业服务职能不完善,功能较为单一,
市场腹地类型与规模均处于较低水平,其规模性、市
场性、区域性、专业性和综合评价指数等级均很低,
影响力很有限。北京市的起步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

类型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以单一性功能或初级耦合

性职能为主,以小规模地方化市场为服务对象。起

步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将逐步通过拓展功能、完善

有机认证服务系统与开发地方性市场服务空间为主

要路径,形成中心性功能基础上向高等级认证中心

转化与提升的依托与条件。

4 结论、政策与建议

4.1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

空间分布特征与核心区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

影响力综合评价,论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2011—2020年10年间,我国有机农业认证

中心的发展呈初期平缓后期持续增长的态势,其空

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地域极化特征显著性、区域

集聚性和腹地市场渐次地域化扩大特征,并且发育

程度具有一定等级性。

2)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三大地带主要片区影响

力评价显示:东部片区高于西部片区,而中部片区最

低;其内部空间格局可分为10种类型,主要与有机

农业认证中心的影响力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区
域环境条件以及农业发展水平相关。

3)作为全国性核心区,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

心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和先进代表性发展模式。该

区域有机农业认证产业受区域环境、要素条件、联系

强度与扩散效益等因素影响,其内部空间分布具有

较大差异性,空间集聚与市场腹地结构也呈现出了

显著的地方化特征。

4)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影响力呈现“金
字塔”形数量等级分布,分为综合性、均衡性、成长性

和起步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4种类型。其中,综合

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占据认证市场的主导,均衡性

有机农业认证中心处于上升阶段,成长性有机农业

认证中心处于前期缓慢发育阶段,起步性有机农业

认证中心尚处于刚起步阶段。

4.2 政策及建议

1)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我国有机农业发展迅

速,区域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建立有利于地区有

机农业产业的发展,但目前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尚

不存在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不利于该区域有机农业

要素集聚与产业潜力培育。未来这些地区需要培育

起本土性特色农产品认证中心,企业要强化与地方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同时政府应建立起中央到

地方的多层次有机农业认证财政扶持政策体系,以
形成区域有机农业产业的协调发展。

2)有机农业作为一种高标准化的绿色生产方

式,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绿色转型耦合协调发展

的重要途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三大片区中东部片

区作为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中心集聚度与影响力最高

的区域,目前为有机农业认证产业的重要轴线,地方

政府应营造有利于有机农业认证中心成长的就业和

创业环境,并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实施有机农业认

证中心发展援助项目;东部综合性和均衡性有机农

业认证中心通过向中西部地区建立更多的子公司或

者分公司予以辐射和带动其它区域渐次发展。

3)在食品安全与多样性食品需求下我国有机产

品消费市场不断扩大,而有机产品的高需求量一定

程度上又刺激着有机认证产业的发展。北京市作为

中国东部片区有机农业认证的最高类型的极核中

心,在国内有机农业认证产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未
来应继续培育新型有机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开拓国

外市场,拓宽有机产品营销渠道,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来推动中国有机农业认证产业与国际市场接轨,从
而促进中国有机农产品的出口与对外贸易。

4)北京市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影响力呈“金字

塔”形数量等级分布,且其影响力强度差别较大,应
当予以分类指导。起步性和成长性有机农业认证中

心,应学习均衡性和综合性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发

展经验,树立自主品牌,配备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
拓宽有机产品的认证类型;均衡性和综合性有机农

业认证中心应创新有机农业认证发展模式,拓展认

证范围至更多地区甚至国外市场;政府应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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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X20~X22: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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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农业认证制度,适时推动第三方监管机构的

建立,减少体系内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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