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制菜包装、标识通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来源

根据《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九

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标促〔2024〕032 号）精

神，由广西预制菜产业协会和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广西预制菜产业协会、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龙光生

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柳工集团食品投资有限公司、广西轻

工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西阿高食品有限公司、广西扬

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宝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好友缘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广西食品工业协会、广西桂菜发展促进会、广

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广西农牧业龙头企业促进会、广西油茶产

业协会等单位共同起草的团体标准《预制菜包装、标识通则》（项

目编号：2024-0019），已获立项。

二、项目背景及目的意义

预制菜是餐饮制作的标准化、工业化和流程化发展过程中催

生的一种新兴产物，是兼具工业预制化和菜肴的特征，具备和符

合规模化、标准化、洁净化、规范化食品生产加工特点和要求的

预包装菜肴。近年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催化和新消费形式的变革，

消费者对营养、效率、便捷等的需求日益迫切，预制菜产业规模



和市场需求迎来井喷式增长。据《2023 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

显示，2022 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4196 亿元，同比

增长 20.1%。随着当下宅经济、懒人经济兴起、消费需求的不断

升级，未来中国预制菜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预计到 2026

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元，有望成为下一个万亿级市场。

近年来，全国各省份地方相继出台加快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以及地方性文件。2023 年 2 月，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中提到“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相关产业标准化和

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鼓励和引导各地通过实施

区域化、差异化发展策略，充分利用当地特有的农业产业，不断

延伸、优化供应链产业链。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培育“种养殖基

地+中央厨房+冷链物流+餐饮门店”模式，加速推进预制菜基地

建设，挖掘市场潜力，提升餐饮质量和配送标准化水平。作为新

兴产业的预制菜，必将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化的新增长点。

预制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市场标准和法律法规

不健全、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长期存在、行业集中度不高、产业

链融合不足、消费者认可程度偏低等问题与挑战。目前预制菜行

业生产缺少包装、标识等相关标准，导致相关的产品缺乏辨识，

鱼龙混杂，不利于消费者进行选购。同时也间接导致行业监管难

度大，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时有发生，进而制约了整个预制菜行

业的健康发展。制定预制菜包装、标识标准有助于推动预制菜行



业的规范和管理，同时也能为消费者提供放心安全健康的预制菜

品，提高消费者对预制菜的信任度、满意度。

三、项目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团体标准《预制菜包装、标识通则》项目任务下达后，由广

西预制菜产业协会和广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织成立

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标准编写方案，明确任务职责，确定

工作技术路线，开展标准研制工作。具体编制工作由广西预制菜

产业协会组成的标准编制工作组负责。编制工作组下设三个小组，

分别是资料收集组、草案编写组、标准实施组。

资料收集组：负责国内关于预制菜包装、标识等相关文献资

料的查询、收集和整理工作，查阅现存关于规范的预制菜包装、

标识以及国内相关标准的制定。

草案编写组：负责标准立项、征求意见、审定、报批等阶段

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工作，包括标准制定过程各阶段标

准文本及相关材料的修改和完善。

标准实施组：负责团体标准《预制菜包装、标识通则》标准

发布后，组织相关部门、企业等，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会，对标准

进行研讨和详细解读，使相关人员了解标准，熟悉标准，并能熟

练运用标准；为确保标准的实施效果和综合运用率，对标准实施

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对标准提出持续改进意见。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了国内有关“包装”“预制菜”“标签

标识”的相关资料。主要有：NY/T 3383-2020《畜禽产品包装与

标识》、GB 480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

用安全要求》、SC/T 3035-2018《水产品包装、标识通则》、NY/T

4446-2023《鲜切农产品包装标识技术要求》、NY/T 1655-2008《蔬

菜包装标识通用准则》、GB/T 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388-1986《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GB/T 18455-2022《包

装回收标志》等。

（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后，召开了

标准编制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标准的

关键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经过研究，标准的主体内容为术语

和定义、包装要求、标识要求。

（四）调研，形成草案、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3 月～4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查阅了大量的国内文献

资料，对预制菜包装、标识相关的文件进行系统总结。形成了标

准的基本构架，对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对项目的工作进行了部

署和安排。

2024 年 5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下到广西预制菜产业协会有代

表性的成员企业进行生产实地考察、调研，并与之进行相关座谈，

了解食品生产企业对于预制菜全产业链的看法和见解，提出意见

和建议。



2024 年 8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反复讨

论研究，最终明确了标准的术语和定义以及标准的基本架构，形

成了《预制菜包装、标识通则》团体标准初稿。

2024 年 10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携标准初稿再次深入各地有

代表性的预制菜生产企业对包装、标识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邀请

相关主管单位等召开标准研讨会，收集反馈了大量意见，对标准

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研究讨论，最终形成了团体标准《预制菜

包装、标识通则》（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四、标准制定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标准的编写格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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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定进行编写。

2、一致性原则

分析了国内相关政策和相关标准体系的现状和特点，对已发

布实施的相关标准、进行整理、归纳和分类，标准内容与现行的

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保持一致。

3、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的编制是参考了国内相关地方、团体标准，充分收集相

关资料和文献，在制定过程中召集预制菜方面专家进行充分讨论

并严格把关，标准紧贴实际，文本内容准确严谨，使标准具有良

好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

4、通用性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与广西预制菜产业协会下属各个企业，技



术主管进行充分交流探讨，对预制菜包装、标识涉及的术语和定

义、包装要求、标识要求等用标准化语言文字准确描述，贴合预

制菜行业，具有易读性和可操作性。

五、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的论据

《预制菜包装、标识通则》分为 5个章节：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包装要求、标识要求。其中术语和定义、

包装要求、标识要求是本标准最主要的内容。标准主要指标及依

据来源说明如下：

（一）术语和定义

1、标识

主要依据NY/T 3383-2020《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定义。

（二）包装要求

1、基本要求

主要依据预制菜的特点，结合GB 4806.1《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SC/T 3035-2018《水产

品包装、标识通则》、NY/T 1655-2008《蔬菜包装标识通用准则》

标准要求制定。

2、包装外观和材料要求

主要依据调研撑握的第一手资料，结合预制菜不同种类的特

性和包装特点，并从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简约性、环保性

等考虑并参照GB 4806.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



料及制品》、GB 4806. 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

板材料及制品》、GB 480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搪瓷制品》、GB

4806.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GB 4806.5《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玻璃制品》、GB 4806.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

金属材料及制品》、GB 4806.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

橡胶材料及制品》等对相应材质的要求，制定了预制菜外观和包

装材料要求。

3、分类包装要求

主要依据到相关企业调研获取的资料并根据不同类别预制

菜特性需要制定此项要求。

（三）标识要求

1、基本要求

主要依据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的规定。

2、标识内容

主要依据不同类别预制菜的特点，参照GB 7718—201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等标准制定。

六、与原标准或其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无相同标准比较。

七、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解决了针对预制菜的特性无包装、标识标准的问题。

八、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九、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十、产业化情况

本文件是预制菜产业的应用，与目前已有的相关标准相对接，

有效解决该领域包装、标识等技术问题。

十一、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十二、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十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四、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

施、过度办法等）

制定标准相配套的各项管理办法及细则。建议批准发布后立

即实施。

十五、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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