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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糖预混粉》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印发 2024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工信厅科〔2024〕191号），计划编号为 2024-0856T-QB，项目名称“食糖预混粉”进行制

定，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中国糖业协

会、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计划完成时间 2026年 5月 24日。

2、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23 年 3月，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与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就近年来发现的

食糖预混粉进口量逐年上升的现象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和食品安全风险进行了信息互换，一致

认为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标准遏制这一现象的继续扩大。2023年 4月，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

学工程研究所联合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中国糖业协会、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成立“食糖

预混粉”预研工作组，收集研究现行有效的涉糖关税政策与法律法规、收集分析进口食糖预混

粉样品。2023年 9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行业标准《食糖预混粉》（草案）提交至

全国制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正式向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申请行业标准立项。

（2）起草阶段

2024 年 6 月 3 日，行业标准计划项目《食糖预混粉》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成功立项。制

糖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了“食糖预混粉”起草工作组，确定工作方案。项目小组成立后，

迅速开展工作。起草工作组在工作过程中继续广泛收集有关食糖预混粉的资料，认真研究了

国内相关标准及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验证实验，在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

的基础上编制出《食糖预混粉》标准草案初稿。随后，项目小组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了认真

的修改，于 2024 年 7月 31 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由组长审核后报制糖标委会秘书处。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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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标准采用的原则为：以国家有关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政策和规划为依据，

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体现重点突出和市场需求的原则；标准修订工

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修订、适时推出”的原则，本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

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在本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标

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则”系列标准的要求；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综合

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

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2、制定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为制定，制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糖预混粉的感官、理化、安全性指标等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

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和标识、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食糖预混粉（以下简称“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食糖预混粉（sugar premixed powder）：以甘蔗、甜菜和原糖及其加工后的食糖产品

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食品或食品原料，经简单物理混合后制得的蔗糖分含量大于等于

50%且小于90%的粒度均匀的粉状食品或原料。

（4）技术要求

1） 感官要求

2） 理化要求

3） 微生物限量

4） 生物要求

5） 污染物限量

6） 食品添加剂

7） 原料要求

8） 净含量

（5）试验方法

（6）检验规则

（7）标识、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8）附录A（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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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糖预混粉粒度均匀性的测定

（9）参考文献

3、制定主要技术内容的由来以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食糖预混粉为近年来新生的一种以甘蔗、甜菜和原糖及其加工后的食糖产品为主要原料，

再添加其他食品或食品原料，经简单物理混合后制得的蔗糖分含量在50% ~ 90%的新型食糖

替代产品。主要通过进口方式进入下游生产企业，进口量日益增大，饮料、糖果、乳制品、

糕点、速冻面米等产业已有一定使用规模。进口食糖预混粉利用国际与国内食糖价差及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绕开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制度，利用食糖与其他食品间粒度差异

牟利，影响国内食糖正常供需关系链和食糖生产端及原料种植端生存空间影响国家战略储备

计划及宏观经济调控。另外，因缺乏质量及安全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再加工途径混乱，

存在极大的监管风险和食安隐患。通过设立食糖预混粉原料、感官、理化、安全性等指标，

能有效控制进口商品的食品安全风险，同事通过对食糖预混粉粒度均匀性的控制，遏制利用

食糖与其他食品粒度差异钻关税空子的不良行径。

本标准的制定可迅速为监管提供有力抓手，规范食糖预混粉产品质量，遏制进口食糖预

混粉大量进入给国内食品及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的主要试验（或验证）方法除粒度均匀性外直接引用现行且有效的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并由国家糖业检验检测中心等权威检测机构进行了验证，其准确度和精密度符合标

准要求。

1、感官

取适量试样平铺于洁净的白瓷盘中，在明亮的自然光下观察其色泽、组织形态、杂质等，

闻其气味、品尝其滋味与口感。

2、蔗糖分

按 GB 5009.8中第一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描述的方法测定。

3、粒度均匀性

粒度均匀性按本标准附录 A测定。

现发现的食糖预混粉主要为白砂糖与淀粉、面粉及葡萄糖等食品混合。白砂糖与常见混

合物粒度分布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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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砂糖与常见混合物粒度分布

4、微生物限量

（1） 菌落总数：按 GB 4789.2描述的方法测定。

（2） 大肠菌群：按 GB 4789.3中第二法 大肠菌群平板计数法描述的方法测定。

（3） 霉菌和酵母：按 GB 4789.15中第一法 霉菌和酵母平板计数法描述的方法测定。

5、生物指标

螨：按 GB 13104 中附录 A 描述的方法测定。

6、净含量

按 JJF 1070 描述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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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可迅速为监管提供有力抓手，做到有标准依据，使监管工作更加统一规范，

更加标准严谨，提高监管效率，规范食糖预混粉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封堵进口食糖预

混粉利用政策绕道入境的漏洞，遏制进口食糖预混粉大量进入，给国内食品及农产品高质量

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2、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本项目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为：第一，解决利用食糖与其他食品间粒度差异牟利漏洞，防

止借用食糖预混粉外衣不正当避税途径大量进口，保住国内食糖正常供需关系链，保障国内

食糖生产端、原料种植端生存空间，调动蔗农种植甘蔗的积极性，利于坚决守住 18亿亩耕地

红线，切实遏制耕地“非农化”，把中国人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有助于保甘蔗，保持产业

链完整，着力提升传统产业链，更有利于制糖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建国以来，食糖便与粮、

棉、油列为同等重要的国家战略储备物资，备受国家的关注、保护和管控。进口食糖预混粉

利用国际与国内食糖价差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绕开《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

暂行办法》（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03年第 4号），冲击国内糖价，破坏国内

食糖市场正常秩序，影响国家战略储备计划及宏观经济调控，给上下游产业带来不可逆转的

伤害。据公开信息显示，近半年来，进口混合糖数量有明显的增加，从 2022年 10月单月不

足 1万吨，到 2023年 4月单月已突破 5万吨，2023年 1 ~ 4月，进口量 14.48万吨（税则号：

17029012）。第二，食糖预混粉至今未设立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缺乏权威的质量及安全标

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再加工及生产途径混乱，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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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2所示。

图 2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

本标准属于制糖行业标准体系“制糖”中类，“成品糖”小类，“其他”系列。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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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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