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组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通

用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随着消费升级和生活节奏加快，预制餐品成为又一个省心选择，

市场潜能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消费习惯改变、冷链物流发达、农业

工业化成本降低等因素，都将促进我国预制餐品行业高速发展。未来

我国预制餐品市场可能成长为万亿元规模的市场。研制组合式预制餐

品合格生产商通用要求标准，实现全流程、全闭环、可追溯的质量标

准控制管理，将有助于支撑和引领组合式预制餐品行业质量提升，促

使行业将不断创新、提升产品质量作为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

段，推动先进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市场应用，最终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

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1年10月，由中国职工之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提

出《组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通用要求》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并联

合相关单位共同承担标准起草任务。

2021年11月，经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批准立项，标准立项名称为《组

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通用要求》。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职工之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三）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21年9月至2021年10月标准起草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组

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通用要求》标准项目进行了预研。通过多轮

的技术研讨，标准起草组明确了标准项目的研制目标，初步确立了组

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的有关要求。标准起草组通过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提交了标准建议书与标准草案，进行申报立项。

2、立项阶段

2021年11月2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发布了“关于《组合式预制

餐品合格生产商通用要求》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征求意见的通知”，对

该项团体标准的立项计划进行征求意见，随后该团体标准正式获得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的立项。

3、起草阶段

针对该标准项目，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任务要求，

安排了工作进度，根据单位参与的人员的专业、技能、人数将任务合

理分配。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对标准草案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开展技术指

标的实验验证工作。

在此期间，标准起草组开展了3次工作会议，会议就标准制定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协商与研究，并对标准的框架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讨论。由此形成了最终的《组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通用要求》



团体标准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

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坚持高起点、严要求与适宜性、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高起点

即标准编制所涉及的组合式预制餐品合格供应商通用要求，应不低于

目前国内相关行业标准规定的要求；严要求即标准的编制应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适宜性既要充分考虑到本行业的发

展现状与特点，又要有一个适宜的范围与程度，从而提高标准贯彻实

施的可操作性。

（二）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对组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的通用要求。本文件

适用于对组合式预制餐品有采购需求的企业或机构对合格生产商的

评价管理。

（三）本文件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1、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对预制餐品、组合式预制餐品的定义进行了规范。

2、基本要求

本文件规定生产商应具有食品生产许可资质，许可品种应符合预

制餐品的要求，具有良好的食品安全信用，应通过HACCP或ISO22000



认证，应建立食品防护计划，生产商应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生产商应配备营养师，开展餐品营养设计，生产商应设立餐品研发岗

位，满足餐品风俗文化、营养需求等研发要求。

3、管理评价

本文件规定对组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产商的管理主要分为准入

评价、日常管理、年度考核和技术交流等几个方面。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起草组依据标准草案中拟定的合格生产商的有关要求开展了调

研，充分考虑到本行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制定了一个适宜的范围与

程度。

（二）技术经济评估

现阶段尚未有预制餐品相关标准，制定《组合式预制餐品合格生

产商通用要求》标准，全流程、全闭环、可追溯的开展质量控制，将

有助于支撑和引领组合式预制餐品行业质量提升，促进行业将不断创

新、提升产品质量作为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推动先进成

果的快速转化和市场应用，最终提升人民群众的质量获得感，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文件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文件。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性意见。

六、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一）组织措施

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下，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

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

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布实施

后尽快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推广。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