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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中国肉食以猪肉为主，因传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食肉

主要通过自家烹调，生鲜肉消费量远大于即食肉制品。即食

肉制品是经部分或完全熟制，不需烹调或只需简单加热就能

食用的肉制品。市场上常见的即食肉制品有很多，各自加工

工艺亦各不相同。随我国经济的增长，人口城镇化的加剧，

导致白领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们饮食观念随之逐渐改

变，即食肉制品需求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即食肉制品产业逐

步兴起

根据 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

化战略，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

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标准化法》，以

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相关规定，全国城市工业

品贸易中心联合会决定立项并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制定《半成

品即食肉制品》团体标准，为即食肉制品行业的发展建设提

供技术服务和管理规范。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全国城市

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发布《半成品即食肉制品》团体标准

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2、起草工作组信息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3、标准编制过程（起草阶段）

根据任务要求，于 2020 年 10 月组织开展起草工作，成

立《半成品即食肉制品》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组在资

料整理和企业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安全规范指标体系，并依

据企业现状确定指标参数，进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编写。

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 等文件，结

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在

现有标准化文件和科研成果等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的基

础上，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对比国内相关产品

标准，确定工作思路和重点关注问题。同时，起草工作组制

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

进度时间。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

资料，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半成品即

食肉制品》草案。随后，经研究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写，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协调性:保证标准与本标委会的标准体系协调一致，与

国内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2）适用性：结合产品生产企业管理实践和产品的主要环

境影响，提出对企业产品的具体指标要求。

2、主要内容及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肉制品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等内容。

即食肉制品是指以畜禽肉或可食副产品等为主要原料

加入适当辅料(含食品添加剂),经相关加工工艺而成的制

品。

第 4 章规定了半成品即食肉制品的技术要求，包括原辅

料、质量要求、卫生要求、净含量。

第 5 章规定了对技术指标的试验方法。

第 6 章规定了对技术指标的检验规则。

第 7 章规定了对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26 熟肉制品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T 4789.17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肉与肉制品检验



GB/T 5009.5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T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T 5009.12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5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T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33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695.15 肉与肉制品 水分含量测定

GB/T 9959-2019（所有部分） 鲜、冻猪肉及猪副产品

GB 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T 17238 鲜、冻分割牛肉

GB/T 19480 肉与肉制品术语

GB/T 29342-2012 肉制品生产管理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2005]第 75 号令。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此标

准。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