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强高校食堂管理工作，完善高校食堂健康发展的运

行机制，全面提升高校食堂治理效能，保障师生在校集中用

餐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我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食堂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现将《意见》

解读如下： 

一、《意见》的背景和过程是什么？ 

（一）背景。高校食堂管理工作关系到广大师生的身体

健康和切身利益，关系到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关系到

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食品安

全工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对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做出

批示，要求加强对学校食品安全的监管。《学校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45号，以下简称《规定》）于2019年

4月1日起实施，《规定》是做好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的操作指南。山东省高校工委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审计厅

《关于切实加强高等学校食堂管理工作的意见》（鲁教后字

〔2005〕1号，以下简称《原意见》）部分规定和要求，已

不适应当前高校食堂管理健康运行的工作需要。为适应新时

期加强高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和推进健康山东建设

的新要求，保障学生和教职工在校集中用餐的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我厅对《原意见》进行了修订。 



（二）过程。一是根据《原意见》实施现状，以问题和

目标为导向，实地调研13所高校的20个食堂，调研的食堂中

既有学校自办食堂也有委托社会力量经营食堂，深入分析研

究相关问题，提出修改方案；二是以调查问卷形式调研全省

高校食堂基本情况，调研内容涵盖食堂生均面积、经营模式、

劳务用工、饭菜价格、价格平抑基金等，调研摸清了高校食

堂基本情况；三是《意见》修订过程中，我厅在济南、德州

等地5次召开专题文件修订座谈会，与会高校代表根据工作

实际充分交流修订意见建议，提出具体意见，不断完善《意

见》各项内容。四是在厅网站于5月29日至6月5日向社会公

开征集意见，共收到邮件65个，其中学生意见61个，经认真

研究分析，吸纳3条意见。五是将意见吸纳情况在厅网站进

行公布。五是召开厅长办公会。2020年9月8日，邓云锋厅长

主持召开2020第9次厅长办公会会议。其中，会议就《意见》

进行了集体讨论、研究，会议提出六项修改意见。会后，我

厅对厅长办公会提出的文件修订工作要求，进行了集中专项

研究，将会议的精神和要求充分吸收到文件中。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意见》共分为三部分内容： 

（一）提高政治站位。《意见》提出各高校要充分认识

做好高校食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认识水平，

增强政治站位，完善运行机制，强化措施保障，确保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二）完善运行机制。《意见》提出各高校通过加强食



堂健康运营机制建设、建立完善的食堂饭菜价格形成机制、

形成完善与物价上涨的价格联动机制、建立健全餐饮节约管

理长效机制、积极推进“农校对接”和农产品联合采购、建

立健全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管理联动机制等重点环节的工

作，完善食堂机制运行体系，提高管理效能，保障健康发展。 

（三）强化措施保障。《意见》提出各高校要严格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学生就餐需求、强化政策执行、加

强食堂信息化建设和监督检查五方面，建立健全工作保障，

抓好工作落实。 

三、《意见》提出了哪些工作要求。 

（一）加强食堂健康运营机制建设。要求各高校加强对

校内餐饮服务市场规范化管理，坚持公益性原则；要依法依

规引进社会餐饮管理单位，加强管理与评价，切实保障食堂

食品安全。 

（二）建立完善的食堂饭菜价格形成机制。要求各高校

加强对食堂食品安全和饭菜价格的监督、审核，做到成本核

算要公开、透明，价格调整要科学合理、规范有序。要严格

成本核算，合理控制学生食堂（基本大伙）的毛利率。食堂

一律实行明码标价，加强统一管理。食堂低价菜（2元以下）

所占比例不得低于20%。 

（三）完善与物价上涨的价格联动机制。一方面设立学

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根据市场物价上涨情况，适时对

大伙食堂（包括社会力量承包或经营的食堂）进行补贴；另

一方面学生大伙食堂成本上涨幅度超过学校调控能力，学校



在调整价格前要将成本上涨核算情况、上涨食品种类及价

格，通过学生座谈会、宣传公示等形式广泛地告知学生，取

得学生理解。 

（四）建立健全餐饮节约管理长效机制。要求各高校要

大力培育师生文明就餐和勤俭节约的校园文化，引导师生关

注和参与学校餐饮节约。要加强对食品原材料采购、库房储

存、物流配送、生产加工到成品销售、现场就餐的全链条节

约的管理。要将餐饮节约纳入到绿色学校创建重要内容实

施。 

（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管理联动机制。食

堂是学校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管理的重要区域，易引发食品

安全和公共卫生事件。要求各高校建立健全建立完善的集中

用餐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明确工作目标、工

作机制、任务分工和重点举措。 

（六）积极推进“农校对接”和农产品联合采购。要求

各高校要积极推进“农校对接”，发挥集约优势，努力降低

原材料采购成本。鼓励各高校发挥高校市场优势，通过“消

费扶贫”方式，为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四、《意见》如何保障落实到位？ 

（一）对落实主体责任提出明确要求。高校要严格履行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认真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建立以

学校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的学校食

品安全责任制。 



（二）对保障学生就餐需求提出要求。高校要按照国家

有关要求和学校实际，科学规划食堂选址、数量、面积，配

足配齐相应食堂设施设备。同时要切实加强食堂管理队伍建

设，选派优秀干部负责食堂的管理。 

（三）对食堂相关政策执行提出要求。高校要按照教育

部相关文件规定，对学生食堂要按照非经营性资产管理，不

计提折旧，对服务实体实行“零租赁”，免收管理费；学生

食堂的大型维修改造、大型餐饮设备配置和更新，空调、电

梯、供暖等大型配套服务设施的投入和运行费用由学校承

担，切实减轻食堂运行负担，保障食堂健康运营。 

（四）对加强食堂信息化建设提出要求。高校要加强食

堂信息化顶层设计，开发就餐管理服务平台，满足师生便捷

化生活的需要。同时要持续深入打造节约型智慧食堂，减少

餐饮浪费。 

（五）对加强监督检查提出要求。高校要加大对食堂管

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压实工作责任，规范管理运行。同

时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明厨亮灶”作用，创新管理与监督

方式。 

五、《意见》的亮点是什么？ 

（一）提出食品安全量化等级要求。要求各高校食堂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等级在2022年底前须达到A级标

准，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考核要求，全力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 

（二）提出实行负面清单制。要求各高校制定承包或者



委托经营食堂方退出管理办法，实行负面清单制度，严格量

化考核,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要坚决予以清退。 

（三）提出建立健全餐饮节约管理长效机制。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

神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大力培育文明就餐和勤俭节约的校

园文化、加强食堂优化流程管理、健全食堂节约管理机制等，

提出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 

（四）积极推动“农校对接”“消费扶贫”。提出各高

校要积极推进从农田到食堂的“农校对接”工作，减少中间

采购环节，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建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体

系。同时鼓励各高校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深入做好“精

准扶贫”工作，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五）建立健全公共卫生管理联动机制。结合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需要，要求各高校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对食堂公共卫生管理要坚持常抓不

懈。要建立健全食堂公共卫生预防和应急处置预案，同时要

加强与当地公共健康部门和校医院的日常联动，定期对食堂

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无疏漏、无死角。 

（六）加强食堂信息化建设。要求各高校将食堂信息化

建设纳入智慧校园建设总体规划，开发就餐管理服务平台，

满足师生对校园生活多样性和便捷性的需求。 

（七）发挥第三方的专业优势。提出鼓励各高校积极运

用第三方评价的方式，对食堂进行量化监督考核，提高食堂



监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