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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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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厦门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集美大学、厦门见福连锁管理有限公司、厦门中集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夏

商集团有限公司、沃尔玛（厦门）商业零售有限公司、麦德龙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天虹商场有限公

司、厦门元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常义、黄珊珊、张利、叶邱毅、林丽琼、陈晔、江锋、黄立荣、陈林利、俞

小美、肖立达、陆丽华、李婷婷、曹爽、薛晓鹏、林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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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临期食品销售与捐赠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包装临期食品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基本要求、临期界定、销售管理、退

换货管理、下架与销毁、捐赠管理、监督与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经营企业对预包装临期食品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T 37029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包装食品 prepackaged foods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 

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来源：GB 7718，2.1] 

3.2  

保质期 shelf life 

预包装食品在食品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产品适于销售，并保持

标签中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特有品质。 

[来源：GB 7718，2.5，有修改] 

3.3  

临期食品 food approaching shelf life 

在临近保质期内的预包装食品，也称临保食品或临近保质期食品。 

3.4  

食品浪费 food waste 

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利用，包括废弃、因不合理利用导致食品数

量减少或者质量下降等。 

4 总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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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食品经营企业应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做好临期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4.2  树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理念，以“公开透明、诚信经营”为原则，规范临期食品的过程控制

和投诉处理，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建立正确临期食品消费观。 

4.3  食品经营企业宜采用打折促销、捆绑赠送、员工福利、捐赠等方式处理临期食品，减少食品浪费

和环境负担。 

4.4  鼓励食品经营企业捐赠临期食品给有需要的组织或个人。 

4.5  不得以任何形式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 

5 基本要求 

5.1  食品经营企业应具备商品管理信息系统，包括采购、销售、货架、库存商品信息等。 

5.2  应建立和实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制度，追溯记录符合GB/T 37029的规定。 

5.3  应制定和实施临期食品管理制度，加强日常检查、分类管理和可追溯性管理。 

5.4  从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应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考 

核，记录并存档培训和考核情况；从事临期食品销售、捐赠岗位的人员应定期接受临期食品的界定期限、

检查频率、处理流程、质量安全判别能力等培训。 

5.5  食品贮存和销售环境与设施设备应满足GB 31621的要求，食品经营场所应根据不同食品的种类和 

特性配备相应的陈列、贮存等设施设备。 

6 临期界定  

    在保证贮存环境条件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说明情况下，食品经营企业可参照表1界定不同食品保质

期限的临期时间。 

 

表1  食品临期界定 

食品保质期限 临期界定
ab
 

1 年（含）以上 保质期满前 30 天 

半年（含）以上不足 1年 保质期满前 20 天 

3 个月（含）以上～半年以下 保质期满前 10 天 

30 天（含）以上～3 个月以下 保质期满前 5 天 

7天（含）以上～30天以下 保质期满前 2 天 

3天（含）以上～7天以下 保质期满前 1 天 

3天以下 不设临近保质期 
  a

食品经营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酌情调整临期时间界定。 
  b

国家有关标准允许不标明保质期的食品，可不设临近保质期。 

7 销售管理 

7.1 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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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食品经营企业应建立食品进货查验制度和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进行检查，发现食品达

到临期界限的，应及时转至临近保质期食品专区（柜）或附“临近保质期食品”标识。 

7.1.2 设置专门的临期食品管理人员，定期检查货架食品的保质期信息。 

7.1.3 临期食品销售专区（柜）的检查频率宜为每日一次。 

7.2 陈列和标识 

7.2.1 应对临期食品分类管理。使用醒目的颜色或符号标识临期食品，提醒的方式可根据经营场所的规

模确定，应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 

7.2.2 临期食品宜通过设置临期食品销售专区（柜）等方式集中陈列出售，并在醒目位置设立提示牌，

标明“临近保质期食品销售专区”或“临近保质期食品销售专柜”字样，字体大小可根据设立的专区（柜）

空间大小而定。 

7.2.3 未设临期食品销售专区（柜）的，待售的临期食品宜作特别标示。 

7.2.4 销售临期食品不得采用遮盖、模糊、极端缩微字号等方式隐瞒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得以修

改保质期或调换包装等方式重新上市销售。 

7.2.5 与其他商品一起捆绑搭售或赠送的临期食品，应标明“临期食品”等标识。捆绑搭售时，不应隐

藏该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7.2.6 临期食品折价销售标签应明确显示原价和折扣价格。 

7.2.7 入网食品经营企业对其经营的临近保质期食品，应在网站首页或经营活动主页面的显著位置作特

别标示。 

7.3 销售 

7.3.1 销售人员对消费者进行临期食品销售介绍时，应明确告知消费者食品临期信息，提醒消费者注意

查看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7.3.2 宜实施合理的临期食品价格体系，通过差异化管理销售临期食品，引导消费者适度消费。 

7.3.3 应做好临期食品销售记录。 

8 退换货管理 

8.1 向供应商退换货 

    食品经营企业应加强临期食品退换货管理。如与供应商有临期食品退换货约定的，应及时办理退换

货手续，建立退换货食品台账，如实记录退换货食品名称、规格、数量、退换货时间以及供应商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 

8.2 消费者退换货 

8.2.1 消费者购买的临期食品如有质量问题，且符合退换货规定，食品经营企业应按规定给予退换货。 

8.2.2 捆绑赠送的临期食品不予退换货。特殊情况下，食品经营企业与消费者协商解决。 

9 下架与销毁 

9.1 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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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经营企业可自行设定临期食品售卖时限，如在时限内未能售罄、发现食品变质或到保质期的，

应立即下架停止销售。 

9.2 销毁 

9.2.1 应建立过期食品销毁制度。企业自行销毁过期食品的，应采用拆除外包装、倾倒或剪碎内容物等

措施销毁食品，确保其不再流入市场。 

9.2.2 应做好销毁记录，留存记录销毁过程的图片资料。销毁记录应载明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

产批号或者生产日期，以及销毁的时间、地点、方式、人员、原因等内容。销毁记录及图片影像等资料

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9.2.3 销毁后的食品应依照垃圾处理的有关规定，执行垃圾分类，由有资质的垃圾处理单位处理，提升

资源化利用水平。 

10 捐赠管理 

10.1 捐赠前识别 

10.1.1食品经营企业宜定期盘点食品，识别并确定适合捐赠的临期食品种类和数量。 

10.1.2存在质量问题的食品、含酒精饮料等临期食品不宜捐赠。 

10.2 捐赠与接收 

10.2.1 捐赠临期食品应有标识，注明“请在保质期内食用”。 

10.2.2 有关社会公益组织、福利机构、救助机构等组织或个人可作为临期食品的捐赠接收者。 

10.2.3 由食品经营企业定期将临期食品送至约定的地点进行捐赠，或由捐赠接收者定期至约定地点领

取捐赠的临期食品，捐赠时应做好相应信息记录。 

10.2.4宜通过食品经营企业或社会公益组织等机构的捐赠平台公布临期食品捐赠信息，引导有需要的

组织或个人领取捐赠品。 

10.2.5组织类捐赠接收者应依据《食品安全法》《反食品浪费法》《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法》等

法律法规进行临期食品捐赠接收处理，开展发放活动。 

10.2.6 应优先向困难群体或个人捐赠临期食品，尊重其意愿，并清晰告知注意临期信息。 

10.2.7 宜限定临期食品捐赠领取人均发放量，避免浪费和食品过期后存在的潜在安全风险。 

10.2.8临期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只针对特殊人群进行一对一捐赠。 

10.3 公示与反馈 

    组织类捐赠接收者应对捐赠临期食品的接收与发放情况进行定期公示，并及时向捐赠方反馈信息。 

11 监督与改进 

11.1 监督 

11.1.1 食品经营企业应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向公众公示食品临近保质期规定，接受公众监督。 

11.1.2 食品经营企业应组织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11.1.3 应主动配合并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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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投诉管理 

11.2.1食品经营企业应畅通消费者食品安全投诉渠道，设立投诉电话或消费者服务台。 

11.2.2食品经营企业应记录与临期食品投诉有关的情况，根据消费者、捐赠接收者等相关方提出的追

溯需求，及时提交相关追溯信息，并进行处理。 

11.3 改进 

11.3.1 鼓励食品经营企业利用信息化技术，定期统计临期食品库存、销毁品种、销毁数量等信息，从

食品进货、贮存、销售全过程动态分析，减少临期食品的产生。 

11.3.2 食品经营企业宜建立临期食品销售、捐赠情况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风险

和问题，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预警和防范。 

11.3.3 食品经营企业宜从整体定价、促销策略、售后服务等方面优化临期食品管理措施，及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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