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河南省地方标准

编制说明

一、主要编制内容：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预制菜是指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添

加或不添加调味料或食品添加剂等配料，经调制等预处理、熟

制或不熟制、包装等工艺制成的，方便消费者或食品生产经营

者烹饪或即食的预包装菜肴。按照加工方式预制菜主要包括速

冻预制菜、冷冻预制菜、冷藏预制菜、常温预制菜。预制菜是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是农产品工业化的有

效载体，是实现河南省十四五期间万亿级绿色食品集群的重要

支撑，对促进创业就业、消费升级和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

义。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我省充分发挥预制菜产业基础优势，加强政策引导，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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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建设全国重要的预制菜生产基地、全国有影响力的

预制菜生产大省，培育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推动河

南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2022 年我省已制定

《河南省加快预制菜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绿色食品业转型

升级行动计划》，明确了预制菜发展的指导思想，即以需求牵

引、创新驱动、品牌培育、标准创设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做优做大预制菜

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园区，建设全国重要的预制菜生产

基地，加快食品工业转型升级和换道领跑。举办了省预制菜行

业大会、产业发展推进会，成立了河南省预制菜技术创新研究

院、河南省现代预制菜行业学院等，一系列举措明确了河南预

制菜产业的发展定位、总体思路、重点任务。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食品工业大省，发展预制菜产业优势

明显。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发展预制菜，我省提

出到 2025 年，全省规模以上预制菜企业超过 200 家，主营业

务收入突破 1000 亿元。目前河南各省市均在积极布局和规划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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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菜产业园区。2023 年 1 月汝阳县全体（扩大）会议暨县委经

济工作会议中明确表示要加快红薯、香菇、畜产品等预制菜产

品开发，谋划建设预制菜产业园，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邹建教授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预制菜产业园规划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促进了汝阳县预制菜产业园区的科学规划与发展；2022

年信阳市引发《关于加快信阳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提出支持预制菜生产和研发，重点打造信阳菜产业

园、中央厨房、优质食材基地、快餐连锁品牌等产业板块，为

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开始投资打造信阳菜

智能化产业园和罗山预制菜产业园；原阳县 2022 年 9 月，规划

建设中国（原阳）预制菜创新示范产业园，规划用地 5510.07

亩，投资 150 亿元，打造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金融链”

为一体的预制菜产业园区。赛迪顾问发布“2023 十大预制菜产

业基地”，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入围，这是河南唯一一家上榜的

预制菜产业基地，也是中西部唯一一家。

随预制菜产业的快速发展，河南省原阳县、汝阳县、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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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鹿邑县、临颍县、长垣市等各个地方县市都在积极规划预

制菜产业园区，但预制菜产业园区是一个新兴的园区，各级地

方政府对园区规划内容不清楚，没有相对应的指导标准，这样

会导致规划的预制菜产业园区与地方预制菜产业基础无法有机

结合，且不能够有效的满足企业需求。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的

规范与否，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完善与否，直接会影响到企业的

入住率，企业的品质和人才的聚集等内容。因此如何科学的规

范预制菜产业园区的选址、规划、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

区建设等内容迫在眉睫，亟待需要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的

出台。

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使预制菜企业之间的交互关系

紧密，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实质性地降低企业的沟通成本，规

范化的服务可以多维度地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且可以促进企

业、技术、人才的汇聚，对企业拓宽市场、技术创新、吸纳人

才帮助明显。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产业园区建

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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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提供了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包括建设的选

址、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厂房建设、功能区建设等方面

的指南。适用于预制菜产业园区的建设。预制菜产业园区的建

设对推动农业初加工企业向产业链下游拓展，鼓励食品企业积

极开发预制菜产品，支持餐饮企业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引进和

培育预制菜示范企业具有重要意义。《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

南》地方标准的制定，对推动预制菜产业园区的科学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等工作具有积极作用，是预制菜产业和园区建设

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由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牵头组

建省内相关单位联合申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立项，项目编号为：20231110015。该标准主要起草

单位包括：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

院、河南省计量标准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建筑设计院、河南工业大学、郑州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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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和企业。标准在制订过程中遵循透明原

则、参与原则、一致性原则、可理解性原则、可验证性原则和

持续改进等原则。

（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省产品

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河南省计量标准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

测中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建筑设计院、河南工

业大学、郑州中粮科研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和企业，各单位与企

业组织了在预制菜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制订了该标准，主要起草

人包括：邹建、侯银臣、刘燕、王龙霞、解魁、杨乐、刘昕等

人。在起草单位的支持下，标准起草人于 2023 年 4 月-9 月份

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产业园区调研等工作，形成了初稿，并

于 2023 年 10-11 月征求了各参与单位及河南省各个预制菜产

业园区以及其它相关单位的意见，召开了《预制菜产业园区建

设指南》的研讨会，对各方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汇总、分析和讨

论，采集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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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形成了最终的标准草案。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该标准提供了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的术语和定义、总则、

选址、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区建设等方面的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预制菜产业园区的的新建、改建及扩建等。

标准的预期和效果：①《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标准

的制定有利于推动河南省各地市预制菜产业园区的科学规划、

建设和运营管理，是预制菜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的重要抓手。

②《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实现预制菜

企业的聚集效应，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配套设施和专业服务，有

效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推动当地预制菜企业的快速发展；

③《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为河南抢占

行业风口、瞄准靶向发力，加快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标

准引领作用。

（五）采标情况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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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八）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为《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可为河南省各级地

方政府及企业新建、改建及扩建预制菜产业园区提供指导，建

议各级政府及企业能够充分考虑当地的预制菜企业情况、农副

产品等其它情况，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建成具有地方特色

的、科学的、合理的预制菜产业园区。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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