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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2024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深入推进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各项重点任务实施，以标准有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推动标准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的相关要求，中国商业经济

学会批准立项并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制定《方便速食食品质量要求》团体标准。 

（二）制定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方便速食食品行业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从2016年到2023年，我国方便食品市场规模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显示出消费者对方便速食食品的高需求。消费者对方便速

食食品的品质、口感、营养和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他们追求方便、快

捷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食品的健康、营养和安全性。 

制定标准《方便速食食品质量要求》的目的和意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确保食品安全：制定此标准的首要目的是确保方便速食食品的安全性。

通过明确食品安全相关的指标和检测要求，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的

健康和权益。 

二、规范行业行为：为方便速食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提供统一

的指导，规范行业行为，避免行业内的不良竞争和乱象。 

三、提高产品质量：通过设定明确的质量指标，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的品质，

包括口感、营养价值和包装等方面，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四、保护消费者权益：通过确保食品安全和提高产品质量，使消费者能够

放心购买和食用方便速食食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健康。 

五、推动技术创新：鼓励企业投入研发，通过技术创新改善产品性能，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六、提升行业形象：规范的行业行为和高质量的产品有助于提升方便速食

食品行业的整体形象，树立行业的良好口碑。 

（三）起草过程 

3.1 标准研制阶段 



2023年12～2024年3月，起草组通过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实际生产情况，

并组织收集、整理相关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经成分分析、研讨、论证后

编写完成《方便速食食品质量要求》立项申请书及标准框架相关内容，并向中

国商业经济学会提出标准立项申请。 

3.2 标准立项阶段 

2024年4月2日，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正式发布了《方便速食食品质量要求》

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3.3 标准起草阶段 

2024年4～2024年5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关于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等文件的要求，按照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程序组织有

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相关信息化手段进行多次内容讨论和交

流，并向相关单位和专家咨询，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

标准初稿进行了完善和修改后经起草组确认，同意作为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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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标准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2）规范性：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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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起草，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3）适用性：结合生产企业管理实践和产品的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对企业

产品的具体质量要求和生产经营规范。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方便速食食品的分类、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方便速食食品的开发、生产和检验。 

本标准给出了方便速食食品的术语和定义。将方便速食食品定义为：经过



加工处理，可快速食用且便于携带的预包装食品。 

本标准按照方便速食食品根据其原料、加工方式、产品形态等因素进行分

类，常见的分类方式如下： 

按原料分类 

a）谷物类方便速食食品：如方便面、方便米粉（米线）、方便粉丝等； 

b）肉类方便速食食品：如罐头肉类、即食肉类等； 

c）蔬菜类方便速食食品：如脱水蔬菜、即食蔬菜等。 

按加工方式分类： 

a）油炸类方便速食食品：如油炸方便面、油炸薯片等； 

b）非油炸类方便速食食品：如热风干燥方便面、冻干方便食品等。 

按产品形态分类： 

a）固态方便速食食品：如方便面饼、即食饭菜等； 

b）液态/半固态方便速食食品：如罐头汤品、即食粥等。 

本标准依据产品实际特征设定了感官要求，见表1。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瓷盘

中，在自然光线下，观察产品色泽、

组织形态和杂质，按标签标示的食

用方法辨别产品滋味和气味 

滋味和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

味 

组织形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组织形态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中相应类别产品的规

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中相应类别产品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按GB 4789.26

规定的方法检验。 

谷物类方便速食食品致病菌限量应符合GB 29921中粮食制品的规定。肉类方便

速食食品应符合GB 29921中肉制品的规定。蔬菜类方便速食食品应符合GB 

29921中即食果蔬制品的规定。其他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
，CFU/g（mL）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mL） 5 2 10 10
2
 GB 4789.3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b
对于谷物类方便速食食品，仅适用于面饼和调料的混合检验；对于肉类方便速食食品，不适用于发酵肉

制品。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GB 14880的规定。 

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净含量检测按JJF 

1070执行。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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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本文件参考依据：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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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执行该文件。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