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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方便食品产业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方便食品新产品标准研制力度不断加强，

除了已获批准发布的《方便菜肴》等行业标准，目前正获批研制行业标准计划多项，未来将有效

地引导和规范了产业的高质量健康发展。但总体来说，该领域产品标准亟待制修订，产品标准体

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分析和解读现行标准和标准体系及新制定标准主要内容，梳理了标准

制定及执行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标准体系建设及未来修订的方向和建议，为方便食品产业的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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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onvenience food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 standards for convenience food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Besides the approved industry 

standards such as “convenience dish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industry standards currently being approved 

for development plan, which will effectively guide and standardize the industry's high-quali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But on the whole, the product standard in this field needs to be revised and the product 

standard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By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urrent standard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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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system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newly formulated standard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s,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ard system and its future revision, to facilitate the food industry’s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upervision to provide a technical basis. 

Key words: convenience food; standards; system; existing questions; suggestions 

方便食品是以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加

工制成，可直接食用或只需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

食品，多为主食类食品[1]。近年来，我国方便食

品产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19 年 1-11 月，

方便食品制造完成营业收入 2 643.04 亿元，同比

增长 11.1%[2]。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方便食品的消费快速增长，1-6 月方便食品制造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1 371.5 亿元，同比增长 4.7%，

实现利润总额 87.5 亿元，同比增长 12.8%[3]。 

方便食品在国内外定义和涵盖和主要涵盖范

围并未统一，在我国无论是 GB/T 4757—2017《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最新版本的《食品生产许可分

类目录》，还是现行食品标准体系中，其定义和分

类均存在较大差别。近年来，我国方便食品产业

迅速发展，产品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4]，

很多以谷物之外的畜禽、水产品、果蔬等为主要

原料的方便食品（如方便菜肴、即食鲜切蔬果等）

迅速发展 [5-6]。同时，像方便米粉、方便湿面等   

传统方便食品，由于近年来消费需求向便利化等

发展[7]，产品原辅料、生产工艺等也发生极大的

变化。 

方便食品属于食品的一类，由于近年来其产

业发展迅速，所以产品标准体系有待完善，产品

标准也亟待制修订，以引导和规范产业发展。本

文在介绍我国方便食品标准体系的基础上，重点

阐述相关标准概况和现存主要问题，以期为标准

未来的制修订提供方向。 

1  我国方便食品标准概况 

1.1  方便食品的定义与分类 

近年来，方便食品虽然发展越来越快，但是

其定义及涵盖的范围却并未统一。美国农业手册

将方便食品定义为：凡是以食品加工和经营代替

全部或部分传统的厨房操作（如洗、切、烹调等）

的食品, 特别是能够缩短厨房操作时间、节省精

力的食品[8]。 

根据 GB/T 4757—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定义，方便食品制造指以米、面、杂粮等为主

要原料加工制成，只需简单烹饪即可作为主食、

具有食用简单、携带方便、易于储藏等特点食品

制造，包含米、面制造、速冻食品制造、方便面

制造和其他方便食品制造[9]。 

根据最新版本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方便食品包括方便面、其他方便食品和调味面制

品三大类，其中其他方便食品主要包括方便米饭、

方便粥、方便米粉、方便米线、方便粉丝、方便

湿米粉、方便豆花、方便湿面、凉粉等主食类，

以及麦片、黑芝麻糊、红枣糊、油茶、即食谷物

粉等冲调类。 

根据我国方便食品目前的现行标准体系，方

便食品包含了方便面、方便米粉和方便粉丝这些

方便食品产业最主要的内容，还根据行业发展趋

势和国家有关文件中重点支持的产品和领域，给

其他方便食品在食品领域的应用预留位置，现行

标准体系框架见图 1。 
 

 
 

图 1  现行方便食品标准体系框架图 

Fig.1  The frame diagram of the current  
standard system of convenience food 

 

通过比较上述三种方便食品定义及涵盖的范

围可以看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方便食品包

含了速冻食品，而对于《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及现行食品标准体系中，速冻食品均不属于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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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同时，在《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冲调

谷物食品属于方便食品，而现行食品标准体系中

冲调谷物食品属于焙烤食品糖制品大类，不属于

方便食品领域。同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食

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方便食品主要是米面类

方便食品，近年来以谷物之外的畜禽、水产品、

果蔬等为主要原料的方便食品（如方便菜肴、即

食鲜切蔬果等）发展迅速，菜肴类和混合类方便

食品已经发展成为除米面类方便食品外方便食品

中不同类型的重要产品。为保持标准体系一致性

和协调性，在本文中讨论的方便食品不包含速冻

食品及冲调谷物食品，包括以畜禽、水产品、果

蔬等为主要原料的方便食品（如方便菜肴、即食

鲜切蔬果等）。 

1.2  我国方便食品领域标准概况 

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现行有效

的产品及食品安全标准共 9 项，其中国家标准 3

项，行业标准 6 项，见表 1。这些标准大部分标

准制定时间较早，近年来制定的标准中，在国家

标准方面，2021 年 10 月 11 日，制定发布了方便

面产品国家标准 GB/T40772—2021《方便面》[10]，

并与 2022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在行业标准方面，

2020 年 4 月 16 制定发布了《方便菜肴》等 3 项

行业标准，并与 2020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表 1  我国现有方便食品标准目录 

Table 1  Current standard catalogue of  
convenience food in China 

标准分类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便面 GB 17400—2015 

 方便米饭 GB/T 31323—2014

 方便面 GB/T 40772—2021

行业标准 方便米粉（米线） QB/T 2652—2004

 超高压方便米饭 QB/T 5473—2020

 方便菜肴 QB/T 5471—2020

 生湿面制品 QB/T 5472—2020

 米饭、米粥、米粉制品 SB/T 10652—2012

 冷藏调制食品 SB/T 10648—2012

 

近年来，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年）

的通知》中“重点制定传统食品产品质量标准，

推动传统食品产业化进程。加大对方便食品、速

冻食品、焙烤食品和现代生物发酵食品等新产品

标准的研制力度，制定网络食品信息描述规范，

满足新兴群体等对食品消费多样化的需求”的明

确要求[11]，方便食品新产品标准研制力度不断加

强，除 2020 年已经批准发布的《方便菜肴》等 3

项行业标准外，目前正获批研制行业标准计划共

6 项，见表 2。 
 

表 2  我国计划在研方便食品标准目录 

Table 2  A developing standard catalogue of  
convenience foods in the process of approval 

标准分类 标准名称 计划号 

即食鲜切蔬果 2018-2316T-QB

熟制冷藏米面制品 2020-0125T-QB

挤压湿状风味面食 2015-0530T-QB

自热食品通用技术要求 2020-1309T-QB

米面食品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2021-0091T-QB

行业标准 

冷冻预制臭鳜鱼 2021-1558T-QB

 

2  我国新制定的方便食品领域行业标准主

要内容解读 

由于产业发展和消费喜欢的原因，我国方便

食品标准主要集中在主食类方便食品中，如方便

面、方便米粉（米线）等。近年来，随着国家发

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促进食品工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农业部印发的《全国农

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12]、科技部印发的《“十三五”

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一系列政策对产业的

支持和传统主餐正在从家庭自制为主向大量依赖

社会化供应转变的消费理念变化，方便菜肴、生

湿面制品等方便食品中工业化新产品迅速发展。

为了更好的规范和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方便食

品领域制定了 QB/T 5471—2020《方便菜肴》[13]

和 QB/T 5472—2020《生湿面制品》[14]两项行业

标准，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批准发布。 

2.1  方便菜肴 

菜肴类产品是食品行业中消费领域最广泛、

消费群体最庞大、消费需求最持久、与大众联系

最为息息相关的基础产业。但是，方便菜肴工业

化由于受自然环境、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

的影响，工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低，是农产

品加工业中发展相对滞后、水平相对较低的一环。 

近年来，随着传统中式菜肴规范和标准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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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预制菜肴加工产品种类已经从早期出现的

半成品烹饪原料食品，发展成为即食餐、即热餐

和即烹餐。目前，已经在市场流通的有各种方便

菜肴系列等 200 多个品种的菜肴产品，产品品种

不断丰富。 

由于目前我国方便菜肴的产品多是将传统菜

肴进行工业化生产而成，在方便菜肴产品中采用

的原料、辅料、生产工艺（预处理、加工烹制或

不烹制）、贮存、运输及销售温度（常温、冷藏和

冷冻）、食用方式（即食或非即食）等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标准在定义部分充分考虑各种不同情

况，并在分类中将方便菜肴按食用方式和贮运方

式分别进行了分类。 

由于非即食和即食方便菜肴，对微生物限量

要求不同，因此，标准分别对非即食方便菜肴和

即食方便菜肴微生物限量进行了规定。特别对于

即食方便菜肴微生物限量中的菌落总数和大肠菌

群进行了相应的要求。 

2.2  生湿面制品 

传统生湿面条等生湿面制品货架期中存在的

易发干、水分保持困难、保质期短的技术难题。

近年来，我国在生湿面制品工业化中水分保持和

延长货架期中借鉴日本等国技术广泛应用了丙二

醇等水分保持剂和低温冷链工艺，从而较大延长

了工业化生湿面制品产品的货架期[15-16]，产品较

为成功实现了工业化。 

由于生湿面制品产品制作过程中，如果水分

含量过高又容易出现粘连在一起的情况。反之，

若水分含量过高，产品在贮存中容易出现发霉现

象，影响产品食品安全，因此标准中在理化指标

中设立水分含量，标准水分含量设定为 15%~45%。 

由于生湿面制品产品制作过程中，产品酸度

与产品货架期及口感均存在较大关联，因此标准

中在理化指标中设立酸度指标，酸度设定为≤

2°T。 

3  方便食品标准制定及执行中主要问题 

方便食品领域制定的 QB/T 5471—2020《方

便菜肴》和 QB/T 5472—2020《生湿面制品》等

行业标准，以及正在研制的《即食鲜切蔬果》和

《熟制冷藏米面制品》等行业标准，将为保障我

国方便食品质量和安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各项标准本身的内容相对复杂，与其他标准

（包括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标签标示等）

衔接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标准的使用者、

监管者存在不理解或者理解不一致的情况，标准

使用过程中反映出一些问题，且标准制定中也存

在一定共性的问题。主要梳理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标准体系尚不清晰 

目前，我国方便食品目前的现行标准体系，

方便食品包含了方便面、方便米粉和方便粉丝和

其他方便食品，虽然其他方便食品为新产品在标

准体系中预留了位置，但总体来说方便食品标准

体系中设置尚不够清晰。同时，方便食品标准体

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食品生产许可分

类目录》中对方便食品的定义和涵盖范围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需要协调统一不同分类中定义，

便于企业及监管部门更好地执行标准。 

3.2  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衔接方面的问题 

方便食品行业标准执行中在污染物限量、真

菌毒素限量和食品添加剂限用方面需要分别符合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17]、GB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18]、GB 29921—2013《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19]和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20]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然而，由于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多是以

主要原料的传统分类，设立不同食品类别分类要

求。如 GB 2992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致病菌限量》共设立肉制品、水产制品等 11

个食品类别。而很多方便食品，如方便菜肴是由

水果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

谷物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藻类及其制品、

坚果及籽类、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蛋及蛋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等多种原料生产的

产品，对于这种混合类方便食品，企业及监管部

门在执行和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存在较大难度。 

3.3  微生物指标与检测方法时间衔接的问题 

近年来，各种通过冷链配送，在冷藏环境下

销售的短保质期方便食品，借助于便利店等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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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发展迅速发展，特别是得到了年轻消费

者认可。这类方便食品保质期往往较短，如即食

鲜切蔬果保质期在 3~5 d，熟制冷藏米面制品保质

期在 2~3 d，而此类产品多为即食类产品，因此产

品标准中对微生物指标要求较严，设置大肠杆菌

等指示菌作为出厂检测指标。根据目前我国微生

物指标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这些指标检测需要较

长时间（如大肠杆菌检测需要 24 h），因此就存在

出厂检测微生物检测时间相较保质期过长的标准

制定现实问题和困难。 

3.4  设立统一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温度要求的

问题 

近年来，各种冷藏和冷冻类方便食品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然而对于这类产品中质量保持较为

重要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温度要求，不同标准中

均有不同规定，如冷藏食品销售温度上限在不同

标准中，存在着 4、8、10 ℃等不同要求。因此，

需要设立统一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温度要求，便

于企业及监管部门更好地执行标准。 

4  标准制修订思路及展望 

应根据产业发展新特点，完善方便食品标准

体系，建议方便食品除包含方便主食类食品外、

还应包括以畜禽、水产品、果蔬等含多种营养成

分的原料加工而成的方便菜肴类食品及混合类方

便食品，还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国家有关文件中

重点支持的产品和领域，给其他方便食品在食品

领域的应用预留位置。 

4.1 “十四五”期间方便食品标准体系建议 

方便食品标准包含了基础通用标准、产品标

准、方法标准和管理标准，其中基础通用标准包

括术语标准和分类标准，管理标准包括绿色制造

标准、智能制造标准和过程标准。产品标准包含

了米面类方便食品、还包括以畜禽、水产品、果

蔬等含多种营养成分的原料加工而成的菜肴类方

便食品及混合类方便食品，具体包括方便面、方

便米粉、方便粉丝、生湿面制品、熟制湿面制品、

方便米饭、方便粥、方便菜肴、即食鲜切蔬果、

熟制冷藏米面制品、自热方便食品等这些方便食

品产业最主要的内容，还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国

家有关文件中重点支持的产品和领域，给其他方

便食品在食品领域的应用预留位置，标准体系框

架见图 2。 
 

 
 

图 2 “十四五”方便食品标准体系框架图 

Fig.2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onvenience  
food standard system frame chart 

 

对于方便食品定义与分类，为了与“十四五”

轻工行业标准体系中 14 食品工业总体标准体系

相互协调一致，在标准体系中建议方便食品定义

和分类为：以米、面、杂粮，畜禽、水产品、果

蔬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以食品加工代替全部

或部分传统的厨房操作（如洗、切、烹调等）的

食品，特别是能够缩短厨房操作时间、节省精力

的食品，包括米面类方便食品、菜肴类方便食品、

混合类方便食品和其他方便食品，不包括冷冻食

品、罐头食品以及冲调谷物制品等焙烤和糖制品。 

4.2 “十四五”期间方便食品标准制修订思路 

对于现有方便食品标准，QB/T 2652—2004

《方便米粉（米线）》[21]制定于 2004 年，由于这

些年来，方便米粉（米线）产业和产品发生了十

分巨大变化，该标准目前难以覆盖目前主要产品，

制约了产业发展。因此，为了更好的适应产业发

展变化和规范产业发展，需修订《方便米粉（米

线）》行业标准。同时，目前应用较多的 SB/T 

10648—2012《冷藏调制食品》[22]，产品涵盖范

围较广，与现有标准存在一定交叉，建议适时修

订。同时需要制定《方便菜肴：第 1 部分 佛跳墙》

等方便菜肴类方便食品重点新产品标准，制定地

方和民族工业化方便食品重点新产品标准。 

在方便食品标准制定订过程中，应开展足够

的调查研究，了解企业在标准理解和执行方面的

突出问题，还要注意产品质量指标与相应检验方

法的一致性问题，并积极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及发

达国家的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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