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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标准讨论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

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标准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标准化是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引擎，腐植酸是新质生产力，标准化自

当一马当先。

一、新质生产力与标准化的关系

标准源于新，立于质，一头紧连高水平创新，

一头紧系高质量发展，成为新与质融合发展，培育

先进生产力不可或缺的一方面。

标准化与创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

标准化促进了技术交流与合作，标准为不同企业、

行业乃至国与国间的技术交流提供了共同语言和规

则依据，降低了贸易合作的成本，使得创新成果易

于被市场快速接受和应用。其次，标准化是生产力

发展的基石，标准制定与实施为传统、新兴、未来

三类产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产品

与服务质量奠定基础。无论是标准化还是创新，其

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

生产力跃迁实现“质的变化”。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贯彻实施〈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 年）》锚

定 2025 年发展目标，在强化关键技术领域标准攻

关，完善科技成果标准转化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加

强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的各项举措。确立标准

话语权，掌握核心技术，遵循创新逻辑、市场逻辑、

治理逻辑，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对各类、各级创新主体

的本质要求。

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主导或参与

重要标准创制，通过标准实施渠道推广产品和服务

解决方案，实现中国企业、产品和服务依托标准“走

出去”，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过程中发挥重要

的战略引领作用。

建立和完善新质生产力标准体系，是实现“新

质生产力 + 标准化”深度融合的基础，也是将标

准化事业推向高质量发展、实现质量和效益共同获

益的新目标。

二、腐植酸是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

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

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

心标志，以绿色发展为底色。

自然环境中的有机质有 60% ～ 80% 是腐殖物

质，腐殖物质的主要成分是腐植酸。腐植酸是地球

碳循环的重要一员，也是地球上最广泛的劳动资料。

腐植酸是新质生产力，具备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主

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原

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力量。

腐植酸结构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和作用的独特

性决定了“腐植酸 +”可以优化组合新型生产资料

使其具备创新特征。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通过创新驱动实现提质

增效的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成果，要应用到产

业发展上，催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或者让现有的

传统产业业态有深度的转型升级。腐植酸内在的理

化性质和生物活性使其无论赋能发展新兴产业还

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均具备提质增效的先进生产

力特征。

第三，新质生产力属于绿色生产力，其最终目

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也就是投入产出效率

大幅度提升。通过颠覆性科技创新改造了产业业态

之后，必然会带来的效果是用更少的资源投入，生

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产品。实践证明，腐植

酸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可以大大减少资源投入，减少

各种自然资源消耗，具备绿色生产力特征。

三、腐植酸新质生产力的标准化思考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今

腐植酸新质生产力的标准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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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标准提升行动，加

快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标准体系，推动商品

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

需要。

标准的提升，可以更加有效地培育和引导消

费者的消费观念，让更加先进、更加便利、更高

质量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腐植酸医药保

健品相关标准的缺失导致腐植酸的药效不能通过

产品体现，影响消费者体验和医药行业发展。标

准提升行动将强化标准供给，解决产品制造和产

品更新换代的标准问题，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商品

的消费需求。

标准是行业发展、产品升级的重要牵引。推进

标准提升对于助力产业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比如，推动腐植酸在农业、环境领域标

准升级，能够促进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升

级；加强腐植酸在工业领域节能降碳标准研制，可

以满足低碳化、绿色化发展需求；完善腐植酸在医

药、保健品等领域标准，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等等。强化产品技术标准提升，可以督促和

引导行业企业积极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不断提升行业企业竞争力。

标准提升行动起的是基础性、引领性的作用。

在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对标国际先

进水平，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加快制修订相关领域腐

植酸标准，才能促进推动更多产品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

标准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和实施。围绕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加快完善能耗、排放、技

术标准，强化与之相关的腐植酸产品技术标准提

升，就一定能推动腐植酸标准化工作在便利经贸往

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

中发挥更大作用，为行业发展、产品升级提供强大

牵引和有力保障。

综上，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和“土

肥和谐”命运共同体共襄盛举，离不开腐植酸这一

新质生产力。科学打造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

量的产业发展模式，让标准化服务于腐植酸新质生

产力，功莫大焉。     
 （2024 年 5 月 29 日中腐协标委会秘书处 供稿）

2024 年 4 月 10 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布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 1 部分：农田生态系统 > 的公告》（公告 2024 年第 11 号）。《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 1 部分：农田生态系统》（GB/T 43871.1—2024）国家标准由

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管理规定》等文件而制定，是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损害领域发布的首项国家标准，为的是从“田

头”上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该标准规定了农田生态系统损害鉴定评估的内容、工作程序、

方法和技术要求，将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腐植酸是土壤的命根子，是土壤有机质的核心物质，关土、关肥、关生态。开创幸福田园建设，

构筑“农田腐植酸绿色农资供给保障体系”，建立农田腐植酸绿色投入品——肥料、农药、地膜、

生物刺激素、调理剂等一系列产品标准体系，必须从重从快从大局，这是腐植酸联土联肥联生态的

着力处，腐植酸人必须加快行动起来。                                  （2024 年 4 月 24 日中腐协秘书处 供稿）                                                                             

腐植酸的“田头”就是老百姓的“甜头”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生态系统 第1部分：农田生态系统》

（GB/T 43871.1—2024）国家标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