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卷 2024 年 第 1 期   产业经济 

 

 201  

DOI: 10.16210/j.cnki.1007-7561.2024.01.026 

张莉莉, 张楚楚. 预制菜产业的食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对策[J]. 粮油食品科技, 2024, 32(1): 201-208. 

ZHANG L L, ZHANG C C. The risk of food safety in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ereals, 

Oils and Foods, 2024, 32(1): 201-208. 

预制菜产业的食品安全风险 
及其治理对策 

张莉莉，张楚楚 

（河海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预制菜产业在生产许可、加工经营、贮存与运输、销售等环节均存在食品安全风险，而当前

我国应对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风险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尚不完善，对预制菜产业的监管存在不足之

处。需要以保障消费者权益为核心，以健全预制菜产业有关标准体系、构建预制菜产业监管的基本制

度为具体对策，以数字技术赋能预制菜产业治理，推动预制菜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关键词：预制菜；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TS217.6；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561(2024)01-0201-08 

网络首发时间：2024-01-08 13:21:32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3863.ts.20240105.1745.002 

The Risk of Food Safety in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ZHANG Li-li, ZHANG Chu-chu 

(School of Law,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has food safety risks in production licensing, processing and 

opera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etc. Currently,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industry norms dealing 

with food safety risks in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in China are not perfect, an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has defects. It is imperative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s the core, improve the relevant standard system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build the basic 

system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supervision as a specific measure, and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abl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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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首

次将预制菜写入其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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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制菜是预制食品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发

展的必然产物，是预调理食品、工业化菜肴等在

新形势下的技术延伸和产品升级[2]，也是餐饮和

食品加工业实现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现阶段我

国预制菜产业整体刚起步，市场规模小，但增速

很快，相关制度监管还不够完善，加之消费者的

认知尚不充分，因而预制菜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

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不足。本文将以食品安全风险

为切入点，考察和分析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法规

标准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 

1  预制菜产业的食品安全风险 

随着预制菜品的多元化、购买渠道的便利化、

冷链物流的发达及消费者对预制菜认知度的提

高，预制菜市场展现出强大的发展空间，其消费

市场基本分为餐饮市场和零售市场，主要面向连

锁餐厅、菜品批发市场、乡厨、酒店和通过餐饮门

店、生鲜电商平台、商超等渠道销售给顾客[3]，同

时具备面向企业和面向消费者的双重属性。预制

菜产业是传统餐饮加工业与现代食品加工业的交

叉产业，其本质上是技术驱动下，食品加工业效

率提升，消费者便捷选择的消费升级。预制菜产

业链环节众多，预制菜食材采购、生产加工过程、

储存条件以及包装和配送各个环节都可能面临食

品安全风险。 

1.1  生产许可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 

在生产许可环节，企业资质问题成为威胁预

制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预制菜产业

的发展呈现出市场规模大、产业集中度低、竞争

激烈的大产业、小公司的分散格局，预制菜生产

商以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居多，多数采用小作

坊和个体户的加工生产模式，整体表现为“小、

弱、散”的状态，普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和产品

质量风险，有关部门对此监管困难。一些预制菜

企业未经严格的资质审核、许可即进入市场，资

质不全，甚至没有资质，加之预制菜品类繁多、

样式各异，预制菜涉及到的生产许可也是繁杂多

样，对不同食品类别的预制菜食品应当严格按照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申请不同的生产许

可，生产者很容易陷入“超范围经营”的局面，

无法保证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 

1.2  加工经营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 

在预制菜加工过程中，多重食品安全问题滋

生，为预制菜产业良性健康发展带来阻力。第一，

预制菜的原材料选择，很多预制菜生产厂商在预

制菜原材料的筛选上，不重视对原材料质量和食

品安全的把控，为节约成本而使用低劣质或不达标

食材，导致一些来源不可靠的原材料进入预制菜领

域 [4]。第二，在对预制菜进行处理时，部分生产厂

商不关注卫生安全，设备不达标，存在食品生熟不

分离等不合规操作，缺乏严格规范的质量安全检

测，加工过程不透明，包装材料不安全[5]，感染环

节冗杂，从生产加工的环境条件到加工过程中的

操作技术，再到加工完成后的产品包装，每个环

节容易产生的食品安全风险都是预制菜加工过程

中必须攻克的难关。第三，过度使用添加剂或使

用非法添加剂的风险尤为突出。艾媒咨询 2023 年

有关预制菜食品安全问题数据显示，68.55%的消

费者对非法添加剂的使用表示担忧[6]。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GB2760《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有关规定，食

品添加剂的使用种类和用量有严格的标准，在法律

标准下使用添加剂是安全的。但在预制菜加工过程

中，不免有黑心商家突破法律底线，为了追求口味

和延长保质期非法使用添加剂[7]，引人担忧。 

1.3  贮存与运输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 

预制菜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保鲜问题，

保鲜是预制菜贮存、运输的关键，贮存、运输方

式不当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预制菜的食品安全。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产品新鲜度，减少营养成分

流失[8]，不同种类的食材在预制菜加工运输阶段

需要不同的贮存条件，这就对预制菜的仓储与运

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

容器、工具和设备是否安全、无害，是否保持清

洁，是否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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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要求，是否分门别类放置，是否区分冷冻、

冷藏等因素都需要严格管控[9]，任何一个环节出

错都可能会带来食品安全隐患。冷链物流在预制

菜贮存、运输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我

国冷链物流起步较晚，产业渗透率偏低，导致预

制菜企业启用冷链的成本偏高，因此大部分预制

菜企业都是采用普通设备进行存储运输，在冷链

端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就很容易破坏预制菜的

新鲜度，产生食品安全风险。 

1.4  销售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 

首先，预制菜标签标注信息不合规。标签不

合规是预制菜销售环节行政处罚的一大热点，多

数消费者反映预制菜标识信息不完善的问题，有

些预制菜企业缺乏法律意识，导致食品标识信息

不透明，甚至有企业故意模糊标识信息，存在标

识不齐全、标签不符合实际情况、包装和宣传图

文不符的现象，涉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2022

年 4 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某公司所售的

预制菜“均健金凤鱼金汤酸菜”标签未标注整个

食品的保质期及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等信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款的规定，决定处以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10]。此

类事件的发生不在少数，比如趣店预制菜销售的

“黄牛里脊丝”标签显示只有牛肉一样东西，没

有防腐剂等其他物质，但是能量表中却检测出了

钠的存在，证明此款牛肉有添加盐等加工处理。 

其次，商家使用预制菜不明示使用情况。预

制菜销售环节，商家使用预制菜却不主动告知消

费者，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不容忽视[11]。出

于降本增效的考虑，餐馆、酒店、外卖使用预制

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但由于部分消费者对预制 

菜安全问题持怀疑态度，总体认可度不高，一些

商家出于盈利目的，对于是否使用预制菜含糊其

辞，更有商家故意隐瞒使用预制菜的事实。据《法

治日报》报道，浙江杭州一对新人在当地知名酒

店定了 6000 元的宴会套餐，其中 16 道菜品中有

七成是预制菜，价值不菲的婚宴使用预制菜未提

前告知 [12]，引发热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22 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发现，外卖、堂食中使用预制菜未告知是食品安全

领域投诉热点之一[13]，多数消费者对饭店使用预制

菜但并不明确告知的做法表示不满，这不仅侵犯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预制菜产业发展。 

2  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风险的监管及其

不足 

2.1  应对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风险的法规标准 

预制蔬菜产业链条长，对推动农业加工、食

品生产转化、居民消费提升、创业就业等方面都

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也相继

制定了优惠政策加以指导。2022 年开始，随着广

东、山东、辽宁等政府陆续发布了预制菜有关行

业的政府政策指导文件，预制菜行业相应的技术

规范也相继发布[14]。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及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截至到 2023 年 6 月 29 日，有 3 个

地方政府，37 个产业协会和 22 家企业共发布 135

项预制菜标准，其中地方标准 8 项，团体标准 90

项，企业标准 37 项，主要包括预制菜术语、定义、

分类，质量要求管理规范，冷链运输标准和产业

园建设标准等。围绕预制菜产业运行的全过程，

对当前预制菜产业涉及食品安全保障的主要法律

法规、有关标准进行梳理如下表 1。 

 
表 1  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保障主要法律法规、有关标准 

Table 1  Mai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elevant standards for food safety in the prefabricated dish industry 

《食品安全法》第 35 条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8 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方案》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长三

角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指引》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方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方案（试行）》 

生产许可环节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方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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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食品安全法》第 33 条、第 50 条 

GB 1488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DB50/T 1342—2022《预制菜生产加工行为规范》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T/CASTENG 008—2023《预制菜卫生等级技术规范》、T/CASTENG 009—2023

《预制菜安全生产技术规范》、T/CASTENG 010—2023《预制菜原料供应商选用指南》  

中国饭店协会 T/CHA 023—2022《预制菜品质分级及评价》、T/CHA 024—2022《预制菜生产质量管理技

术规范》  

广东省食品学会 T/GDIFST 006.2—2022《预制菜质量安全通用要求》  

加工经营环节  

江苏省餐饮产业协会 T/JCIA 0021—2022《预制菜点质量评价规范》  

《食品安全法》第 54 条、第 132 条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DB1306/T 202—2022《预制菜冷链配送规范》   

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DB4501/T 3—2022《预制菜冷链配送操作规范》   

广东省冷链协会 T/GDCCA 005—2022 《预制菜冷链温度控制规范》   

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 T/QGCML 478—2022《预制菜专用储存和售卖设备》  

贮存与运输环节  

佛山市农业产业联合会 T/FAIF 001—2023《预制菜常温配送管理规范》、T/FAIF 002—2023《预制菜冷链

物流管理规范》  

《食品安全法》第 67 条、第 71 条、125 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8 条、第 9 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8 条  

GB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销售环节  

GB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2  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监管的不足 

不难发现，当前对预制菜的法律保护主要参

照《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没有专门的法律对预制

菜产业加以规制。从发布的标准来看，预制菜生

产许可、加工经营、贮存与运输、销售环节均有

涉及，但是缺少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且我国预

制菜法律监管力量薄弱，食品安全法律保障不足，

极大地限制了预制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预制菜相关法律规范缺失。我国食品

安全立法体系较为完善[15]，在食品安全的相关问

题上，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有多部，包含《食品

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16]。但我国对于预制菜

的法律规范尚有欠缺，仅是通过对通用法规的参

考来规制预制菜现阶段面临的法律问题。例如，

对于预制菜标签违规问题目前是参照《食品安全

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预制包装菜肴》（T/CNFIA 115— 

2019）加以监管，并没有明确预制菜标签处罚实

施方案。除此之外，针对商家使用预制菜不明示

的情况，法律也没有要求餐饮企业承担主动告知

的义务。 

其次，预制菜缺少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对

于预制菜，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强制性食品安

全标准和专门的生产标准，只有团体标准或者

地方标准。2022 年以来，各地区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社会团体陆续出台预制菜生产、加工、

贮存、运输及销售的有关标准，填补了行业空

白。但由于没有国家标准，造成预制菜企业执行

标准不统一 [17]。以酸菜鱼为例，谷言的金汤酸

菜鱼执行 QB/T 5471—2020《方便菜肴》标准，

安井执行的是 GB 10136—2015《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标准，好得睐执行的则

是 SB/T 10379—2012《速冻调制食品》标准及

Q/HDL 0001 S—2022《黄灯笼椒酱》标准[18]。这

就导致有关部门对预制菜监管困难，企业面对不

同的标准也无所适从。预制菜产业是新兴产业，

发展速度快 [19]，缺乏完善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

准，不利于产业长远良性发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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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预制菜法律监管力量薄弱。一方面，

当前我国对于预制菜产业违法违规问题的监督处

罚力度不够，难以实现监管效果。对于预制菜标

签不合规、商家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虚假宣传等

问题主要依靠举报、调查、处罚的事后监督模式，

日常监督检查力度不足，且处罚不够严厉，受到

行政处罚的预制菜企业可能变个花样就能重新进

入市场，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预制

菜销售的大部分市场集中在互联网领域，相关平

台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有些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了

自身利益甚至选择不处罚或从轻处罚违法违规商

家[21]，有关部门对互联网领域法律监管实施难度

大，调查取证存在诸多不便。 

3  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对策 

3.1  健全预制菜产业有关标准体系 

预制菜产业链环节众多，要求预制菜产业实现

标准体系化，健全的标准体系才能规范预制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针对标准化体系缺失导致的一系列食

品安全风险，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治理： 

首先，设立市场准入门槛。提升预制菜市场

准入门槛[22]，规范行业准入条件，加强预制菜企

业生产资质审核，杜绝无资质企业进入市场，随

意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预制菜品。通

过资质合规性审查提升市场准入门槛，打击无证

生产、无证经营行为，提高产业的整体素质，规

范企业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23]，切实保障

预制菜食品安全。 

其次，制订和明确各类标准。有关部门应当

尽快出台预制菜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实现预制

菜产业相关标准统一化。围绕预制菜原材料选择、

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存储、质量检测的全

过程建立统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尤其是对食

品添加剂的使用进行严格规范，推动产业标准化

发展，提升产品品质和安全水平，多环节防范食

品安全风险。 

再次，明确市场退出机制。与预制菜市场准

入机制同样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预

制菜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机制[24]，明确市场退出规

则，对于违法违规的预制菜企业及时清退。严格

程序办法，落实评估考核制度，落实食品生产经

营者主体责任，建立企业诚信档案监管系统[25]，

对于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预制菜品及时处理，

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预制菜企业加以处罚，制

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26]，提前防范

预制菜食品安全风险。  

3.2  建立预制菜产业信息公开制度 

预制菜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食品消费领域，

生产企业分散，环节众多，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

重重。建立预制菜产业信息公开制度，构建以消

费者知情权为核心的法律保障体系和预制菜产业

数字化平台，是健全预制菜产业食品安全风险防

范机制的重要基础。 

首先，构建以消费者知情权为核心的法律保

障体系，以实现信息公开。应当针对预制菜生产

销售的全过程，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通过

法律课以预制菜生产者经营者生产销售流程记录

义务[27]。严格规范有关企业预制食品信息管理、

公开工作，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从而维护消

费者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28]。针对预制菜食品安

全管理上存在的诸多漏洞，应当制定更加细化的

法律保障体系[29]，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为

严厉打击生产者、经营者提供不符合法律、国家

标准、有关政策食品安全要求的预制菜品的非法

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保障消费者人身权、财产权

不受侵害[30]。对于侵犯消费者基本权利的行为，

通过信息公开制度保障消费者有能力进行证据收

集，畅通消费者权益司法救济途径。 

其次，构建预制菜产业数字化平台，以实现

信息公开。预制菜产业发展需要互联网、数字化、

信息化的加入，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对预制菜产

业违法行为进行分析，有助于实现对预制菜产业

的多重监管。一方面，通过整合资源，建立预制

菜智能化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有助于上下游企

业之间用数字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方式对预制

菜生产链进行全面管控[31]。另一方面，通过数字

化平台的构建，实现预制菜食材追根溯源，方便

监管部门行使监督职责，从源头上确保预制菜品

质和安全。同时，预制菜生产企业的资历、预制

菜制作流程、流通过程等多方面的数字资源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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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透明度保障，

消除消费者的不信任，也有利于消费者维权。 

3.3  建立预制菜食品标签合规制度 

食品标签信息准确真实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的重要方式[32]，预制菜食品标签应当以合法合规

的方式予以标注。通过严格规范的标签信息，消

费者可以对预制菜品的原材料、添加剂、营养成

分等基本信息有所了解，预制菜产业欲走向成熟，

在食品标签上必然要求相关企业严格遵守食品标

签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当加快建立预

制菜食品标签管理制度，加强对标签使用不合规

的违法查处和处罚力度，贯彻落实食品标签法律

法规。一方面，明确预制菜应当适用“预包装食

品”关于食品标签的相关规定，根据预制菜产品

类型，严格按照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

审查产品名称、制作加工信息、食用方法等具体

内容，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区分“应

当标示”“推荐标示”“豁免标示”“不得标示”四

类情形。另一方面，基于预制菜产品的特殊要求，

预制菜标签应当建立更高标准：其一，标签注明

生/熟制品和即食/非即食。预制菜产品品种丰富，

有即热即烹等加工方式，有生熟等产品，需要标

注出来提醒消费者。其二，标注食用方法。需要

注明简单的食用方法供消费者参考使用。其三，

包装内外信息相符。多数预制菜是含 AB 包形式

的，内容物信息与外包装信息应当统一。其四，

鼓励使用“清洁标签”。精简标签，尽量采用消费

者能够理解的配料，提供浅加工的天然健康产品，

有利于解决产品配料名单过长问题，提高消费者

对预制菜的接受度。 

其次，对于预制菜企业而言，应当树立食品

标签法律意识，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文

件，制订一套完善的企业标签合规制度。一方面，

预制菜企业对哪些信息应当标识有严格明确的区

分，做好事前审核与事后审查，将食品标签合规

贯穿预制菜生产、宣传、销售的全过程，提高预

制食品标签法律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另一方面，

有关企业应当建立标签合规风险应对机制，结合

消费者、媒体、相关部门反馈的食品标签问题进

行自我检测评估，对预制菜企业食品标签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整改，合理应对由此产生的行政处罚、

民事赔偿，以严格、审慎的标准确保食品标签的

合规。 

3.4  建立预制菜使用提前告知制度 

为了消除或减轻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全方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建立预制菜

使用提前告知制度，对预制菜的使用和告知进行

监管势在必行。 

首先，法律应当尽快明确使用预制菜的商家

尽告知义务，督促餐饮店落实告知责任。吸收西

方发达国家在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的举措并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从立法、司法、行政角度入手，

制定预制菜使用提前告知标准，对餐厅使用预制

菜如何执行告知义务加以规范，具体包括以什么

样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哪些内容需要告知消费者

等，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同时，法律应当

明确商家使用预制菜不明示侵权的法律责任，有

关部门应当加强预制菜使用告知监管，使侵犯消

费者知情权的商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其次，餐饮企业和商家应当加强自律，使用

预制菜自觉履行明示、提醒义务。如果餐厅、外

卖使用预制菜，经营者有义务提醒告知消费者菜

品的真实情况，杜绝虚假宣传、经营者欺诈等违

法行为。对于堂食而言，预制菜使用提前告知的

方式多样，餐厅可以通过菜单、公示栏等明显方

式提供预制菜品的相关信息或根据预制菜和现做

菜的成本差异采用区别定价的方式履行告知义

务，也可以通过服务员全面真实地告知消费者使

用预制菜的具体情况。对于外卖而言，商家应当

主动在网页上标明预制菜使用情况，第三方平台

应积极履行监管义务，通过采用线上评价和线下

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有效监督。 

4  结语 

预制菜食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对于经济

增长、产业创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预制菜

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预制菜企业资质问题、原

材料、添加剂、生产存储运输不合规等原因导致

预制菜食品质量难以保证，滋生食品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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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标签信息不明确、商家使用预制菜不告知

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乱象频发。预制菜产业面临

的食品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完善预制菜产业食品

安全监管尤为重要。通过设立市场准入门槛、制

订和明确各类标准、明确市场退出机制健全预制

菜产业有关标准体系，通过建立预制菜产业信息

公开制度、预制菜食品标签合规制度、预制菜使

用提前告知制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安全权、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以数字技术赋能预制菜产

业治理，加强预制菜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33]，为

预制菜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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