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CC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XXXXX—202X 

 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指南 
 

Guidelines for preventing food waste in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 canteens 
（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4 月）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GB/T XXXXX—20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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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机关事务管理标准化工作组（SAC/SWG 1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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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机关开展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的内容和要求、机关食堂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的内容和

要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的流程和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开展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适用于机关

事务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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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29118 节约型机关评价导则 

GB/T 41568 机关事务管理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关食堂 organ canteen 

供机关干部职工用餐的场所，一般具有集中供餐、有一定用餐和供餐服务人员规模、固定内部场所

等特点。 

3.2  

反食品浪费 preventing food waste 

对可安全食用或饮用的食品，通过一定的手段，避免因不合理利用导致食品数量减少或者质量下降

等一系列活动。 

[来源：GB/T 41568，6.6.1] 

 

3.3  

食品浪费系数 food waste index 

餐厨垃圾中被浪费食品占餐厨垃圾的比例，用于表征食品浪费程度。 

3.4  

餐厨垃圾 canteen foo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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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等公共机构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

弃食用油脂等。 

[来源：GB/T 19095，6，有修改] 

4 设食堂的机关开展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4.1 组织管理与制度建设 

4.1.1 设置反食品浪费管理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安排专人负责。 

4.1.2 制定加强食品在采购、储存、加工、消费、餐厨垃圾处理等环节反浪费管理制度，明确具体措施。 

4.1.3 建立餐前用餐人数统计、反食品浪费工作自查、反食品浪费行为奖惩等工作机制。 

4.1.4 通过规范餐饮企业服务、委托第三方评估改进等手段达到反食品浪费管理要求。 

4.1.5 公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的，优先安排机关食堂用餐，可根据实际情况，节俭安排用餐数量、形

式，不超过公务活动用餐标准。 

4.2 宣传培训 

4.2.1 做好日常宣传，利用单位宣传载体或生活服务平台发布反食品浪费有关内容，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浓厚氛围。 

4.2.2 开展世界粮食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向机关干部职工普及反食品浪费法律、制度、知识等。 

4.2.3 将反食品浪费纳入机关干部职工入职、日常培训内容。 

4.3 监督管理 

4.3.1 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每季度末，评估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

通报食堂评估结果及等级，曝光食品浪费行为；下季度初，向有关管理部门报送评估结果。 

4.3.2 督促评估等级为不合格的食堂整改。 

4.3.3 对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干部职工进行通报批评、公示曝光等处理，不推荐参加年度评优评先。 

5 机关食堂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5.1 餐前环节反食品浪费 

5.1.1 根据用餐人数、食品储存条件和储存场所环境，合理安排采购周期和采购食品数量。生鲜食品

应当“少采勤采”、“即采即用”。  

5.1.2 保持仓库、冷库等储存场所卫生整洁，做好防潮、防尘、防蝇、防鼠等措施。定期开展设施设

备维护保养，做好温度、湿度、照度控制。 

5.1.3 执行出入库清单制度，及时签收、登记、存储货物，退回有质量问题的食材。 

5.1.4 实行食品分区存放、货架分离，定期检查整理。 

5.1.5 合理设置食品流通周期，定期盘点库存。 

5.1.6 在安全、卫生的前提下，合理处理上期未食用食品。 

5.1.7 优化切配流程，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做好边角料再利用。 

5.1.8 推行大锅备菜、小锅续供，不用食品装饰菜品。 

5.1.9 提高烹饪人员水平，定期开展技能培训和考核。 

5.2 供餐用餐环节反食品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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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合理设置供餐方式。 

5.2.2 提供不同规格餐具，减小餐具尺寸。 

5.2.3 提供小份、半份主食和菜品服务。 

5.2.4 菜品标注辣度、甜度、酸度等口味信息。 

5.2.5 干部职工取餐、用餐时，食堂工作人员提醒食品节约。 

5.2.6 设立流动监督员，劝阻食品浪费行为。 

5.3 餐后环节反食品浪费 

5.3.1 开展用餐满意度调查，建立菜品质量和口味反馈渠道，落实反馈意见。 

5.3.2 餐盘回收处，监督、劝阻食品浪费行为。有条件的，可安装摄像头监督。 

5.3.3 按规定妥善保管未食用食品，便于再利用。 

5.3.4 建立餐厨垃圾台账，记录餐厨垃圾重量、处理方式等。 

5.3.5 按国家及属地要求，合规处理餐厨垃圾。 

5.4 宣传培训 

5.4.1 在食堂入口、制餐区、取餐区、用餐区、餐盘回收区等区域，采取设置反食品浪费标识、张贴

宣传海报、播放宣传视频等宣传措施。 

5.4.2 将反食品浪费纳入食堂工作人员入职、日常培训内容。 

5.5 监测管理 

5.5.1 定期监测食堂食品浪费情况，记录食品浪费系数，留存照片资料备查。 

5.5.2 定期开展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自查。 

5.5.3 针对自查和成效评估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5.5.4 将反食品浪费纳入食堂工作人员绩效管理，对造成食品浪费的人员进行相应的惩罚。 

6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的流程和要求 

6.1 建立评估制度 

6.1.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建立健全全国机关食

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出台评估指标，对下级机关食堂实施年度抽查评估；制定中央

国家机关部门本级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出台评估标准，对中央国家机关部门本级

食堂实施年度抽查评估。 

6.1.2 各地区机关事务管理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建立健全本地区机关食

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出台评估标准，对同级和下级机关食堂实施年度抽查评估。 

6.1.3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本级负责建立健全本系统垂直管理、派出机构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

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出台评估标准，对下级机关食堂实施年度抽查评估。 

6.2 组建评估组 

根据评估对象情况组建评估组，评估组成员宜由有关管理部门人员、有关领域专家等构成。 

6.3 制定评估方案 



GB/T XXXXX—202X 

4 

评估方案应当明确评估对象、评估方式、评估标准、进度安排等内容。评估结果设为优秀、良好、

合格、不合格 4个等级。 

6.4 组织实施评估 

根据评估方案，评估组对评估对象组织实施评估，确定评估结果。 

6.5 通报评估结果 

评估结束后，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在 2周内向评估对象通报评估结果，表扬工作成效突出单位及

个人，曝光评估等级为不合格的食堂及单位。将评估结果纳入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和节约型机关

评价。 

6.6 督促整改 

抓好存在评估等级为不合格食堂的机关整改，督促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整改后组织复查，

确保整改到位。对整改复查仍不合格的，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单位和相关负责人依法

严肃处理；依据 GB/T 29118，不评定为节约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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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附 录 A  

（资料性） 

机关食堂餐厨垃圾台账模板 

食堂名称：                                                                  管理机构名称：                        

日  期 时段 
用餐人数 

（人次） 

食品浪费 

系数 

用餐区餐厨 

垃圾重量（斤） 

制餐区餐厨 

垃圾重量（斤） 

餐厨垃圾 

总重量（斤） 

餐厨垃圾 

处理方式 
记录员 

例 2023年10月22日 午餐 100 0.25 25 7 32 就地资源化处理 ××× 

         

         

         

 

说明：餐厨垃圾总重量包括用餐区餐厨垃圾重量、制餐区餐厨垃圾重量。餐厨垃圾处理方式包括就地资源化处理、城市环卫系统回收处理、交由有资质

的回收企业处理等。每周至少测量 1次食品浪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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