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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17日，上海市农产品质量认
证中心举行揭牌仪式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任王运浩(右三)
在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上海市蔬菜园艺场无公害农产品整体认
证颁牌仪式

上涮甸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前身为上海市农产品质量认证

中心，成立于2000年11月，是负责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与

认证的专门机构，与上海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中绿华夏有机

食品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上海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办公

室合署办公。

中心下设办公室、标准科、认证科和监管科4个科室。主

要职能为：(1)负责上海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材

料受理上报等管理工作；(2)负责上海市认证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产品及其产地环境的监管工作；(3)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规、农业标准相关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4)组织开

展上海市品牌农产品的推荐评选；(5)协助开展上海市农业标

准的制修订工作；(6)参与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项目研究并

提出政策建议；(7)参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交流及国际

合作：(8)对口指导上海市各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机构工

作：(9)完成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和上海市农委等上级

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中心现有员工20人，其中博士1人，硕士10人，本科6

人，正高级职称1人，副高级职称5人。中心成立10年来，组

织并参与了20多项与安全卫生优质农产品相关的上海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工作：开展了《上海“三品”质量监管可追溯平台

的研发》等10多项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编著了《农业标准化

与农产品认证》等专业书籍：开展了与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

等相关的培训近60批次，培训从业人员4 ooO多人次：从2004

年开始，连续承办了4届中国绿色食品上海博览会；从2007年

开始，连续协助承办了5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2010

年，中心在全国率先试点开展了无公害农产品蔬菜园艺场整

体认证工作。截至2011年6月底，上海共有“三品一标”产品

2 181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1 882个，农产品地理标志2个，

绿色食品110个，有机农产品187个。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