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工坊啤酒及其生产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2008 年起，随着欧美小微型酿造啤酒风潮的影响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工坊

啤酒在我国兴起，自酿酒吧以及工坊啤酒厂逐步从一线城市及发达地区向二三线

城市蔓延扩散。目前，国内工坊啤酒占据了啤酒总产销约 1%的市场份额，预计

未来三至五年，其市场份额将成长至约 3%-5%，生产单位超过 3000 家，极具发

展潜力。 

当前，我国工坊啤酒主要由自酿酒吧（啤酒坊）、小型工厂（坊中厂）、具有

SC 生产许可证的啤酒厂（厂中坊）生产。目前，除取得 SC 生产许可证的啤酒

企业，其他生产单位因缺乏缺少相应的生产审查细则，监管存在漏洞。因此，建

立工坊啤酒及生产监管标准，引导行业规范，是加强工坊啤酒在生产流通环节食

品安全控制，促进工坊啤酒行业发展的必要之举。 

根据中国酒业协会 2017 年团体标准立项计划，于 2017 年 9 月开始启动《工

坊啤酒及其生产规范》团体标准制定工作。 

（二）起草单位及人员名单 

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 

参与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中国）

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嘉士伯咨

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山东喜啤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永顺泰麦芽（中

国）有限公司、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优布劳

（中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长春市精酿啤酒协会、南阳理工学院、南阳市京德

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莱宝啤酒酿造有限公司、阿尔格（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武汉市捌拾号啤酒有限公司、北京首酿金麦贸易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何勇、张五九、王德良、郝建秦、元月、钟俊辉、董建军、

刘素玲、吕彦东、林智平、王志斌、李环亭、李先年、韩永红、崔云前、郭泽峰、

闫俊胜、高泰山、翁连海、郭书贤、仝奋飞、曹晖、黄涛、王帆、Alex Acker。 



（三）起草组分工 

中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文本框架

搭建和文本撰写；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百

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嘉士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山东喜

啤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永顺泰麦芽（中国）有限公司、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工程

学院、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优布劳（中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长春市精

酿啤酒协会、南阳理工学院、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莱宝啤酒

酿造有限公司、阿尔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捌拾号啤酒有限公司、北

京首酿金麦贸易有限公司负责样品搜集、指标分析、文本修改和相关文献比对和

对标工作。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二、标准制订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工坊啤酒具有投资小、产品种类丰富、风味突出、销售链条短等特点，

随着全球以及我国啤酒市场个性化和碎片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工坊啤酒企业将进

入快速发展期。但工坊啤酒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隐患，如食品安全管

理标准不适用、从业人员素质低、原料和工艺控制粗糙、设备和加工环境卫生差

等。 

针对当前工坊啤酒行业缺乏监管的状况，建立工坊啤酒及其生产规范的团体

标准，如规定工坊啤酒的定义、生产及经营场所的基本要求、生产过程的控制、

产品质量及管理、设备设施以及原料采购要求等，是解决工坊啤酒从业者无食品

安全底线意识，缺乏监管等行为的有效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工坊啤酒生产单位，生产及经营场所包括工厂、工坊、餐饮店、

酒吧等。 

 

三、编制过程 

第一次会议，时间：2017 年 7 月 19 日，地点：广东•广州 

主要讨论内容、意见和修改状况：筹建成立标准的起草小组，提出标准制定



框架和方向，即从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提出对从事工坊啤酒业生产和经

营的基础设施、场所、从业人员、工艺技术、生产操作、食品安全质量管理等方

面的要求，为工坊啤酒业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基础保障。 

第二次会议，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地点：福建•莆田 

主要讨论内容、意见和修改状况：组内审阅标准初稿，确定将啤酒工厂（包

括厂中坊）和啤酒工坊（包括酒吧、餐饮店等）分别标准说明；修改厂区环境、

卫生管理、原料及质量要求等内容的相关条款。 

第三次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19 日，地点：北京 

主要讨论内容、意见和修改状况：会前，根据初稿修改意见，完善修改稿；

组内审阅修改稿；重点修改基本要求，包括生产资质和人员资质等；删除与工坊

啤酒生产无关的条目内容；补充酒吧、打酒和即饮环节的标准要求；简化管理制

度要求。 

第四次会议，时间：2018 年 12 月 22 日，地点：陕西•西安 

主要讨论内容、意见和修改状况：会前，在两次函审基础上完成审定稿；会

上，组织啤酒行业技术委员专家组对审定稿进行审定；修改部分内容文字描述；

删除部分建筑及厂区要求内容；修改了术语和定义中关于啤酒工厂和啤酒作坊的

描述。对标准文本的格式、引用文本的格式进行了逐一修改或确认，形成了酿造

料酒标准审批稿。 

 

四、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依据 

根据国家《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领提出的“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

展、结构优化”基本方针，参照 GB/T4927《啤酒》国家标准、GB 2758《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发酵酒及其配制酒》国家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国家标准等国内标准，同时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

则》对标准进行格式修订，力求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本标准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际领先水平。 

（二）其他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6153-1996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 895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GBT 33497-2017 餐饮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TCCAA 24-201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啤酒生产企业要求 

 

五、主要章、条确定的原则 

（一）术语、定义 

根据相关产品术语、定义结合 GB/T 4927《啤酒》国家标准和啤酒生产实际

进行确定。 

（二）主要技术指标、实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该本标准不涉及技术指标、实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六、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共进行 4 次函审，收到征求意见条数 69 条，经文献查询、标准对标、起草

小组讨论、征询相关专家和生产厂家建议等阶段，逐一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在

标准制定过程中予以判断是否采用。 

 

七、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并进一步申请行业标准。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