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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 分级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阶段）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3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第八批）的

通知》(中民贸〔2023〕119 号)，《预制菜 分级规范》团体标准为此次制定的计划项目之一。

2、必要性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培育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其中要求“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

业”，这是预制菜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预制菜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也是消费多

元化背景下的必然结果。预制菜的出现不仅迎合了市场对效率与品质的需求，而且有助力农

产品的标准化，在促进农产品深加工、食品制造转型、消费升级、创业就业等方面均具有积

极意义。在政策红利、消费需求、技术升级等多重利好因素的加持下，预制菜行业潜力巨大，

将迎来新发展机遇期。

当前我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迅猛，社会关注度高，但是总体来看，无论从政府、行业宏观

管理层面，还是企业、消费者微观应用和识别层面，都缺乏相应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指

导性的预制菜分级标准。因此，本标准提出了预制菜分级规范，通过建立具有科学性、系统

性、可识别性、可操作性特征的分级评价指标体系，明确预制菜的评价流程及分级标签，以

满足利益相关者判断、选择和多样化消费需求。

3、目的、意义

本方法学从实际需求出发，首次构建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可识别性、可操作性特征

的预制菜分级标准体系，引领预制菜行业的标准化建设，推动我国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一

方面，综合考虑预制菜的安全性、规范性、核心技术、产品品质、还原度、特定消费功能声

明等多重因素。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系统的预制菜分级评价指标体

系，能为消费者、生产企业及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另一方面，设定了预制菜

分级色彩标签，不仅有利于消费者直观判断可选择，也有利于生产企业持续提升生产品质。

此外，有助于评价指标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有效应用和推广，为预制菜产业的规范化和标

准化提供指导和参照，具有重大意义。

4、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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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阶段：按照团体标准编写要求，邀请了本领域内的相关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标准的制

定工作，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标准的撰写人员广泛查阅了国内外预制菜相关标准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共同商讨确定了本标准的初稿。

立项阶段：2023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发布《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

会 2023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第八批）的通知》，《预制菜 分级规范》标准项目顺利通过

团体标准立项评审。

起草阶段：《预制菜 分级规范》团体标准研讨会在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大学国家安全与绿

色发展研究院召开。会上，专家对标准初稿进行了技术审查，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

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了标准框架；对标准中的分级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流程和分级色

彩标签等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确保预制菜分级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2023 年 12 月 12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前期的工作情况，共同研究确定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并形成标准编制说明。

5、编制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南大学、重庆梁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中国预制菜产

业研究院、重庆江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研究院、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梁平区

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中国矿业大学、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中国民贸一乡一品产业促进中心、一乡一品（苏州）数字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红、黄君、卿生金、苏武斌、张强、孙金果、王欣茹、姜启兴、

杨舒涵、那静文、龙如银、汪小梅、蓝军、杨子谦、董春松、杨方、于沛沛、高沛。

所做的主要工作：标准的起草、修订和论证工作。

6、解决的主要问题

预制菜分级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流程和分级色彩标签。

7、标准编写原则

7.1 科学性

评价指标体系应基于国家或其它相关法规、标准、规范或准则，通过严谨、客观、公正

的评价流程，科学设置分级色彩标签，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避免主观偏见和利

益驱动。

7.2 系统性

评价指标选取需综合考虑预制菜的安全性、规范性、核心技术、产品品质、还原度、特

定消费功能声明等多重因素。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系统的预制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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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评价指标体系，能为消费者、生产企业及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

7.3 可识别性

评价结果应有助于消费者及政府监管部门快速直观地判断预制菜的质量等级，做出准确

选择，同时也有利于生产企业直观地了解自身产品的质量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升产品品质。

7.4 可操作性

评价指标明确具体，评价方法简单，评价流程便捷，既贴合实际，又易于实施，并且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确保评价指标体系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得到有效应用和推广，

为预制菜产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指导和参照。

二、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问题。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方法学从实际需求出发，首次构建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可识别性、可操作性特征

的预制菜分级标准体系，引领预制菜行业的标准化建设，推动我国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综

合考虑预制菜的安全性、规范性、核心技术、产品品质、还原度等多重因素，明确了预制菜

分级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流程；设定了预制菜分级色彩标签，不仅有利于消费者直

观判断可选择，也有利于生产企业持续提升生产品质。这一标准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完善预

制菜行业提档升级的规范基础，以及有力提升监管部门的管理效能，进而深化我国预制菜产

业的全流程、全链条质量和安全水平，并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五、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本标准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国家标准化管理的有关

规定。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有关单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已经得到妥善

处理，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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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起草组

2023年12月12日


	《预制菜 分级规范》编制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