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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贵州生态产品（物质供给类）评分指标体系

表3.1 种植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

环境扰动

性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

扰动

生境扰动评价

基地位于天然生态系统中，与常规生产区农田区建立有

效的隔离带或缓冲设施；与公路干线、铁路、生活区距离50 m
以上；与工矿企业距离1 km以上；与排污工厂、垃圾处理场

地等污染源距离2 km以上。

0-10

2
基地边界扰动

评价

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明显

标志，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评价

当地生态系统特征指数（森林覆盖率、天然林面积、水

质等）与基地生产运营前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
0-3

4

种质资源

扰动

产品种质资源

本地化评价

种质为当地生态系统原有天然品种，非人为引进或人为

引进后不挤占同类种质生态位，能够与当地生态系统和谐共

生。

0-2

5
产品资源更新

能力评价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很强或有一定的更新能力，属于保护

名录中受威胁程度较低的物种（或未列入保护名录）。
0-4

6
人工培育情况

评价

产品未经人工培育，仅见野生或半野生栽培或市场上有

人工培育的产品，但规模不大，能够和未经培育的种质共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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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7

生产过程

扰动

投入品管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必

要的投入品，但投入品使用应符合有机产品或绿色食品对投

入品相关规定。

0-5

8 土肥管理

通过以下方式提升土壤有机质和肥力：（1）通过种植豆

科植物、回收、再生和补充土壤有机质；（2）通过施用有机

肥或生物有机肥，且有机肥的施用应经过无害化处理。

0-4

9 病虫害防治

通过以下方式开展病虫害防治：（1）无扰动生产，不人

为引入任何病虫害化学防治方式；（2）采用栽培管理、耕返

晒垡、中耕除草、轮作、间作套种等人工植保措施防治病虫

害；（3）使用灯光、色彩诱杀、机械捕捉、机械除草等。

0-5

10 收获或采收

采收时间符合植物生长规律，有规范的采收标准文件或

操作规程；采收方式应合理有效，不引入外来垃圾及污染，

不对基地生态环境或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或影响。

0-3

11
收获后现场处

理

现场不进行直接处理或处理方式简单，只需要简单筛选、

简单清洁工作，对基地生态环境基本无扰动。
0-2

12 收获后运输

有专用的运输工具且每次运输都清洁，或与其他产品（未

经评价的生态产品）使用相同的运输工具，但不同时同车运

输，且每次运输都进行清洁处理。

0-3



- 3 -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3 储藏
有干净、独立的加工及储藏场所，同一仓库内有墙体等

隔离设施或与其他产品保持足够的距离。
0-3

14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分

管理可持

续

可持续管理体

系评价

已实施适合其经营现况和生产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

理体系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有助于生态恢复的计划及

具体措施（增加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止物

种入侵等）。

0-2

15
技能可持续评

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限

于环境、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6
健康和福祉可

持续评价

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工人

工资；为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活设施；本地

就业率占比高。

0-3

17

经济可持

续

可持续经营评

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人

均收入持续增加。
0-2

18
生态产品溢价

能力评价

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溢价能

力；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产品或生产主体宜

按照DB52/T 1554或国家品牌评价相关要求开展品牌评价活

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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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9

生态可持

续

生物多样性特

定指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提升

或不变（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量、自然

植被面积等）。

0-2

20
生物多样性综

合指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相比

有所提升或不变。 0-2

21
生物多样性保

护行为评价

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围，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在森林防火戒严期和野生动

物繁殖期内停止作业，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制定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措施，有效保护野生动物，保障公共

卫生安全。

0-2

22

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价值提升

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3
资源与低

碳管理

水资源管理评

价

科学管理灌溉水资源，将废水、水力侵蚀、水质咸化降

至最低，且优化农作物生产效率；记录月耗水量，并定期分

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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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24 低碳管理评价

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械类型；有规范的

能源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及分析；开展年度

碳排放情况分析，采取必要的措施，持续推动单位产品碳排

放量不断下降。

0-3

25

废弃物管

理

废水管理评价

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动，

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定期收集水质数据，

对水质进行监测。

0-2

26
固体废弃物管

理评价

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态系

统构成健康或安全风险；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方

案，进行废物分类回收。

0-3

27

产品优质

评价

10分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28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9
杂质/不符合评

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30
营养指标

评价

质量符合性评

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31
质量领先性评

价
营养特征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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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32
质量特色

评价

质量持续性评

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情

况。
0-2

33
质量稳定性评

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者投

诉情况，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34

可追溯生

产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

理评价

预期产量管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量

进行预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5 生产数据管理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档，

各环节数据一致、合理。
0-1

36
评价产品数据

单独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评价产品与未评价

产品分别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数量、时间等），

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

0-1

37
原料数据追溯

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量、

去向、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各类投入品的数

量能有效关联至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应。

0-1

38 出货量管理
评价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评价产品采购量外

加上一年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9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评价产品不得作为生态产品销售，记录

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量、去向等，相关

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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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40 计量器具管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等计量设备。 0-0.5

41
生态产品

追溯平台

管理

销售数据管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追溯平台或

其他信息平台系统。
0-2

42 查询管理
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手段，能显示产地、生产者名称、生

态种植方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43
物料平衡

评价

物料平衡制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指

标、工作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4 物料平衡管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并

定期检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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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畜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

环境扰动

性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

扰动

生境扰动

评价

基地位于天然生态系统中，与常规生产区农田区域建立有效的

隔离带或缓冲设施；与公路干线、铁路、生活区距离50 m以上；与

工矿企业距离1km以上；与排污工厂、垃圾处理场地等污染源距离

2 km以上。

0-10

2
基地边界

扰动评价

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明显标志，

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

评价

基地所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林地/草地面积、水质、空气质

量等）与基地生产运营前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
0-3

4

种质资源

扰动

产品种质

资源本地

化评价

种质为当地生态系统原有天然品种，非人为引进或人为引进后

不挤占同类种质生态位，能够与当地生态系统和谐共生。
0-2

5
产品资源

更新能力

评价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很强或有一定的更新能力，属于保护名录中

受威胁程度较低的物种（或未列入保护名录）。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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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6
人工培育

情况评价

产品未经人工培育，仅见野生或半野生培育；或市场上有同类

人工培育的产品，但规模不大，能够和未经培育的种质共存。
0-4

7

生产过程

扰动

投入品管

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必要的投

入品，但投入品使用应符合有机产品或绿色食品对投入品的相关规

定。

0-5

8
种质资源

引入及繁

殖

采用自繁自养的生产方式，种质为本地畜禽；或种质为人工引

进常规畜禽，但引入、繁殖符合GB/T 19630-2019第4.5.3条及4.5.8
条相关规定。

0-3

9 养殖数量
饲养数量不超过养殖承载能力，无过度放牧或养殖现象，饲养

过程未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0-3

10
投入品使

用

饲料及其他投入品完全来自生产单元或有机饲料或符合有机

产品或绿色食品对投入品相关规定。
0-3

11 饲养条件
采用自然放牧或散养的生产方式，适应畜禽的生理和行为需

要。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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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2 疾病防治

通过适当的种群、营养管理、密度管理和卫生管理等疾病防治

措施；使用植物源制剂、微量元素、微生物制剂和中兽医等方式进

行疾病防治；或使用疫苗接种、常规兽药、有害生物防治等方式进

行疾病防治，但相关措施符合有机产品或绿色食品对疾病防治相关

规定。

0-3

13
运输和屠

宰

产品有专车运输，在装卸、运输、待宰和屠宰期间有清晰的标

记，满足动物福利要求，提供合适的运输条件，车辆清洁。
0-4

14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分

管理可持

续

可持续管

理体系评

价

已实施适合其经营现况和生产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理体

系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有助于生态恢复的计划及具体措施

（增加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止物种入侵等）。

0-2

15
技能可持

续评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限于环

境、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6
健康和福

祉可持续

评价

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工人工资；

为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活设施；本地就业率占比高。
0-3

17
经济可持

续

可持续经

营评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人均收入

持续增加。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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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8
生态产品

溢价能力

评价

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溢价能力；产

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产品或生产主体宜按照DB52/T
1554或国家品牌评价相关要求开展品牌评价活动。

0-2

19

生态可持

续

生物多样

性特定指

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提升或不

变（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量、自然植被面积等）。
0-2

20
生物多样

性综合指

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相比有所

提升或不变。
0-2

21
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

为评价

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围，执行生态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将生产经营过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

低。

0-2

22

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价值提升

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3
资源与低

碳管理

水资源管

理评价

保持有效的清洁用水系统，雨污分离，优化生产用水使用效率；

记录月耗水量，并定期分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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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24
低碳管理

评价

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械设备类型；规范的能源

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及分析；开展年度碳排放情况

分析，采取必要措施，持续推动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0-3

25

废弃物管

理

废水管理

评价

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动，未经

处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定期收集水质数据，对水质进

行监测。

0-2

26
固体废弃

物管理评

价

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态系统构成

健康或安全风险；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方案，进行废物

分类回收。

0-3

27

产品优质

评价

10分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

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28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9
杂质/不符

合项评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30
营养指标

评价

质量符合

性评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31
质量领先

性评价
营养特征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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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32
质量特色

评价

质量持续

性评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情况。 0-2

33
质量稳定

性评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者投诉情

况，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34

可追溯生

产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

理评价

预期产量

管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量进行预

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5
生产数据

管理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档，各环

节数据一致、合理。
0-1

36
评价产品

数据单独

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评价产品与未评价产品分

别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数量、时间等），相关记录应

至少保存3年。

0-1

37
原料数据

追溯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量、去向、

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各类投入品的数量能有效关联

至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应。

0-1

38
出货量管

理

评价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评价产品采购量外加上一

年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9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评价产品不得作为生态产品销售，记录产品质

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量、去向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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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存3年）。

40
计量器具

管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等计量设备。 0-0.5

41
生态产品

追溯平台

管理

销售数据

管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可追溯平台或其

他信息平台系统。
0-2

42 查询管理
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手段，能显示产地、生产者名称、生态养殖

方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43
物料平衡

评价

物料平衡

制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指标、工

作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4
物料平衡

管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并定期

检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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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水产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

环境扰动

性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

扰动

生境扰动

评价

基地位于天然生态系统中，与常规生产区农田区域建立有效的隔

离带或缓冲设施；与公路干线、铁路、生活区距离50 m以上；与工矿

企业距离1km以上；与排污工厂、垃圾处理场地等污染源距离2 km以

上 。

0-10

2
基地边界

扰动评价

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明显标志，

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

评价

当地生态系统特征指数（湿地面积、水质等）与基地生产运营前

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
0-3

4

种质资源

扰动

产品种质

资源本地

化评价

种质为当地生态系统原有天然品种，非人为引进；人为引进后不

挤占同类种质生态位，能够与当地生态系统和谐共生。
0-2

5
产品资源

更新能力

评价

产品资源更新能力很强或有一定的更新能力，属于保护名录中受

威胁程度较低的物种（或未列入保护名录）。
0-4

6
人工培育

情况评价

产品未经过人工培育，仅见野生或半野生培育或市场上有人工培

育的产品，但规模不大，能够和未经培育的种质共存。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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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7

生产过程

扰动

投入品管

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必要的投入

品，但投入品使用应符合有机产品或绿色食品对投入品的相关规定。
0-5

8
种质资源

引入及繁

殖

种苗采用本生产单元自有品种，自繁自养（尽量减少人为干预），

并考虑保持生产单元生态系统平衡；或人工引进常规种苗，但引入/
繁殖应选自有机生产体系，且不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0-3

9 养殖条件
生产单元无人工设施，保持原自然生境状态或生产单元有人工设

施，但满足有机产品生产相关要求。
0-4

10
投入品使

用

不人为投喂任何饵料或投喂野生饵料，水生生物生长依赖本生产

单元；或投喂常规饵料或其他添加剂，但满足GB/T 19630- 2019第4.6.5
条相关规定。

0-3

11 疾病防治

通过适当的管理、饲养等方式，不使用外来疾病防治措施，或使

用部分理化、天然药物和微生物试剂等方式进行疾病防治；或使用常

规药物等方式进行疾病防治，但相关措施符合GB/T 19630-2019第
4.6.6条相关规定。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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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2
捕捞及采

收

捕捞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捕捞不超过生态系统的生产能

力，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捕捞工具规格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0-3

13
运输和宰

杀（或初

加工）

产品有专车运输，在装卸、运输和宰杀期间有清晰的标记，满足

动物福利要求，提供合适的运输条件，车辆清洁。
0-4

14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分

管理可持

续

可持续管

理体系评

价

已实施适合其经营现况和生产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有助于生态恢复的计划及具体措施（增加

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突、防止物种入侵等）。

0-2

15
技能可持

续评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限于环境、

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6
健康和福

祉可持续

评价

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工人工资，为

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活设施本地就业率占比高。
0-3

17

经济可持

续

可持续经

营评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人均收入持

续增加。
0-2

18
生态产品

溢价能力

评价

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溢价能力；产品

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产品或生产主体宜按照DB52/T 1554
或国家品牌评价相关要求开展品牌评价活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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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9

生态可持

续

生物多样

性特定指

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提升或不变

（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量、自然植被面积等）。
0-2

20 生物多样

性综合指

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相比有所提

升或不变。
0-2

21
生物多样

性保护行

为评价

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围，执行生态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把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制定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防控措施，有效保护野生动物，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0-2

22

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价值提升

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3
资源与低

碳管理

水资源管

理评价

提升用水效率，降低生产、生活用水对水质的影响；记录月耗水

量，并定期分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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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24
低碳管理

评价

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械设备类型；有规范的能源

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及分析；开展年度碳排放情况分

析，采取必要的措施，持续推动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0-3

25

废弃物管

理

废水管理

评价

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动，未经处

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定期收集水质数据，对水质进行监

测。

0-2

26
固体废弃

物管理评

价

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健

康或安全风险；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方案，进行废物分类

回收。

0-3

27

产品优质

评价

10分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

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28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9
杂质/不符

合评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30
营养指标

评价

质量符合

性评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31
质量领先

性评价
营养特征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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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32
质量特色

评价

质量持续

性评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情况。 0-2

33
质量稳定

性评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者投诉情况，

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34

可追溯生

产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

理评价

预期产量

管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量进行预

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5
生产数据

管理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档，各环节

数据一致、合理。
0-1

36
评价产品

数据单独

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评价产品与未评价产品分别

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数量、时间等），相关记录应至少

保存3年。

0-1

37
原料数据

追溯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量、去向、

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各类投入品的数量能有效关联至

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应。

0-1

38
出货量管

理

评价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评价产品采购量外加上一年

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9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评价产品不得作为生态产品销售，记录产品质量

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量、去向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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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年）。

40
计量器具

管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等计量设备。 0-0.5

41
生态产品

追溯平台

管理

销售数据

管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可追溯平台或其他

信息平台系统。
0-2

42 查询管理
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手段，能显示产地、生产者名称、生态养殖方

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43
物料平衡

评价

物料平衡

制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指标、工作

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4
物料平衡

管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并定期检

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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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加工类生态产品评分评价指标体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

环境扰动

性评价

50分

产地环境

扰动

生境扰动评价

基地位于天然生态系统中，与常规生产区农田区域建

立有效的隔离带或缓冲设施；与公路干线、铁路、生活区

距离50 m以上；与工矿企业距离1km以上；与排污工厂、

垃圾处理场地等污染源距离2 km以上。

0-10

2
基地边界扰动

评价

基地边界有自然界限（河流、沟谷等）、围栏或其他

明显标志，边界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0-2

3
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评价

当地生态系统特征指数（空气等环境质量、水质等）

与基地生产运营前质量有所提升或保持不变。
0-3

4

生态资源

扰动

生产潜在风险

评价

项目建设应考虑生产加工过程对周围环境带来的潜

在污染风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将其降至最低水平。

0-4

5
生态系统构成

扰动评价

生产主体生产加工过程应对周围的生态系统构成（物

种构成、单位生态面积比例构成、其他生物生态资源使用）

带来负面影响。

0-2

6 厂区环境评价
厂区环境应干净整洁，与周围环境相和谐；合理布局，

各功能区域划分明显，植被应定期维护。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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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7

生产过程

扰动

原料

主要使用生态产品作为原料，质量或体积占比不少于

总量的95%，加工过程应最大限度地保持产品的营养成分

和/或原有属性。

0-4

其他投入品管

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

必要的投入品，但使用满足GB/T 19630-2019第5.2.1条相关

规定。

0-5

8 加工过程

使用机械、冷冻、加热、微波、烟熏等处理方法及微

生物发酵工艺，加工方式满足有机产品生产要求；采用提

取、浓缩、沉淀和过滤工艺，提取溶剂仅限于水、乙醇、

动植物油﹑醋、二氧化碳、氮或羧酸﹐在提取和浓缩工艺

中不应添加其他化学试剂；加工方式满足有机产品或绿色

食品相关规定。

0-4

9 有害生物防治

采取消除有害生物的孳生条件、防止有害生物接触加

工和处理设备、通过对温度﹑湿度、光照、空气等环境因

素的控制等方式防治有害生物；或采用机械类﹑信息素

类、气味类、黏着性的捕害工具、声光电器具等方式，相

关方式满足有机生产要求。

0-5

10
包装

产品包装使用天然材料；或包装材料为人工合成包装

材料但材料可降解且对生态系统无害。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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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1 贮藏和运输 运输工具、贮藏仓库专用，干净整洁。 0-3

12

可持续生

产评价

30分

管理可持

续

可持续管理体

系评价

已实施适合其经营现况和生产规模的长期可持续发

展管理体系或有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及有助于生态恢复

的计划及具体措施（增加生态面积、减少人与野生动物冲

突、防止物种入侵等）。

0-2

13
技能可持续评

价

定期开展有关可持续生产管理内容的培训，包括但不

限于环境、生产技术、社会文化、健康和安全等。
0-2

14
健康和福祉可

持续评价

实行同工同酬，有完善的劳动福利制度，定期支付工

人工资，为正式工人提供安全、清洁和体面的生活设施本

地就业率占比高。

0-3

15

经济可持

续

可持续经营评

价

生态产品有净利润收入，并进行可持续投资，从业者

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0-2

16
生态产品溢价

能力评价

产品价格与市场同类常规产品有差价，有一定的溢价

能力；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品牌认知度，产品或生产主

体宜按照DB52/T 1554或国家品牌评价相关要求开展品牌

评价活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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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17

生态可持

续

生物多样性特

定指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特定生物指标与开发前质量

提升或不变（珍稀保护动物指标、代表动植物种类、数量、

自然植被面积等）。

0-2

18
生物多样性综

合指标评价

生产单元所在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开发前

相比有所提升或不变。
0-2

19
生物多样性保

护行为评价

生产加工设施建设应尽量减少施工范围和时间范围，

执行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

到最低；结合生产环境、生态风险分析情况，制定有效的

风险应对措施，保障生态环境及公共卫生安全。

0-2

20

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价值提升

评价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持续提升。 0-2

21

资源与低

碳管理

水资源管理评

价

科学管理加工用水资源，将废水、水力侵蚀、水质咸

化降至最低，且优化农作物生产效率；记录月耗水量，并

定期分析，持续改进节水措施。

0-3

22 低碳管理评价

规范记录生产与加工用能源及相关机械类型；有规范

的能源管理制度，对能源使用情况定期记录及分析；开展

年度碳排放情况分析，采取必要的措施，持续推动单位产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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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要求 分值

品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23

废弃物管

理

废水管理评价

人类生活污水、污泥、污水不得用于生产/或加工活动，

未经处理的污水不得排入水生生态系统；定期收集水质数

据，对水质进行监测。

0-2

24
固体废弃物管

理评价

废物贮存、处理、处置不得对人类、动物或自然生态

系统构成健康或安全风险制定废物管理、回收、处置有效

方案，进行废物分类回收。

0-3

25

产品优质

评价

10分

感官评价

美感度评价 色泽、外观形状感官评价。 0-1

26 风味评价 气味、滋味等感官评价。 0-1

27
杂质/不符合评

价
杂质、不符合特征指标评价。 0-1

28
营养指标

评价

质量符合性评

价
理化指标符合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0-2

29
质量领先性评

价
特征营养指标高于市场同类指标情况。 0-2

30
质量特色

评价

质量持续性评

价

与产品样品相比，产品品质在不同抽样时间品质保持

情况。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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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质量稳定性评

价

随机抽样产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及媒体曝光或消费

者投诉情况，不得有负面曝光。
0-1

32

可追溯生

产评价

10分

可追溯管

理评价

预期产量管理
按照不同规格产品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对关键产品产

量进行预估，给出方法和计算结果并存档。
0-0.5

33 生产数据管理
规范记录采购、生产、入库、销售等各环节数据并存

档，各环节数据一致、合理。
0-1

34
评价产品数据

单独管理

在运输、存储、加工等各个阶段，对评价产品与未评

价产品分别单独记录相关数据（品种、地点、数量、时间

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

0-1

35
原料数据追溯

管理

应保存所有农业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来源、数

量、去向、库存等，相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各类投入

品的数量能有效关联至最终产品，并能一一对应。

0-1

36 出货量管理
评价产品的出货量，不超过总产量、评价产品采购量

外加上一年度库存余量之和。
0-0.5

37 销售管理

常规产品、其他评价产品不得作为生态产品销售，记

录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量、去向等相

关记录应至少保存3年）。

0-0.5

38 计量器具管理 每年校准天平等各类重量或数量等计量设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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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生态产品

追溯平台

管理

销售数据管理
生态产品出售的数量应及时上传至生态产品可追溯

平台或其他信息平台系统。
0-2

40 查询管理
提供产品信息查询手段能显示产地、生产者名称、生

态加工方式、投入品使用信息等数据。
0-1

41
物料平衡

评价

物料平衡制度
制定生态产品物料平衡管理制度，明确物料平衡主要

指标、工作职责及允许偏差。
0-1

42 物料平衡管理
生态产品实际产量与中间产品数量偏差在允许范围

内并定期检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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