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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由全国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3）和全国饮食服务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14）提出并归口，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20年

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20204984-T-469。项目名称为《餐饮服务信息分类与描述》。 

2、标准制定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在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带动下，我国的餐饮服务行业迅猛发展，不同规模、各

种类型的餐饮经营单位不断涌现，尤其以小餐饮和网络订餐的井喷式发展为代表，餐饮服务经

营越来越多样化，满足了不同层次人群的饮食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餐饮业市场规

模持续壮大，2018 年突破 4.27 万亿，占国民经济产值的 4.7%；2019 年达到 4.67 万亿，同比

增长 9.4%。2019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57.8%，拉动 GDP 增长 3.5 个百分点，连续六年

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餐饮是消费行业中的重头戏，连续多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比重从

2013 年的 10.8%上升至 2019 年的 11.35%。2019 年，全国餐饮收入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幅 1.4 个百分点；餐饮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1.3%；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13.1%，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 个百分点。同时国内一些外卖 O2O

平台开发出“外卖+配送”的“双轮驱动”模式，快速提升了中国外卖市场的线上化率，实现

爆发性增长。餐饮服务行业迅猛发展，因其行业特性也导致了餐饮服务监管操作性上的困难，

尚存一些难以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餐饮服务作为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最受关注的环节，直

接关系到人民群众餐桌的食品安全与身体健康，餐馆公开的信息是否名副其实，消费者也应拥

有知情权。在餐饮行业监管体制尚在健全的情况下，某些黑心商家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利用信息优势将虚假信息提供给消费者，导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加剧，由此引发

诸多餐饮服务安全事件和餐饮服务纠纷。2018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食品经营主体 1120.3

万家次，发现违法违规经营主体 32.1 万家次，发现违法违规问题 52.3 万个，完成整改 49.5 万

家次。 12331 受理食品和药品投诉举报咨询约 116.8 万件，同比增长 0.1%。网络餐饮的蓬勃

发展也造成了更严重的餐饮信息不对称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4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网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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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共下线入网餐饮经营者 18.5 万家，取缔无证经营 9375 家。可见，餐

饮服务信息公开的不规范已然造成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85 号）以及《生活性服务业标准化发展“十三五”规划》（国标委服务联〔2016〕99 号）中提

到要鼓励发展餐饮服务并推动相关标准的研制，《国内贸易流通标准化建设“十三五”规划

（2016-2020 年）》（商流通发〔2016〕85 号）中也特别提到“推动餐饮业标准化发展。加快完

善特色餐饮产品和服务标准，构建餐饮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当前，在餐饮服务如此迅速发

展的时期，如何规范餐饮服务业的公开信息已然成为规范餐饮服务市场、助力餐饮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迫切需求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和《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均就餐饮业服务信息的公开和展示作出一定要求，2018 年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线上线下餐饮服务主体基本信息公示，同

时增加了对网络餐饮服务菜品信息公示的要求，但是哪些信息需要公开，哪些信息必须公开，

仍然缺乏统一的标准。 

除此之外，信息的公开化、规范化也是餐饮服务业能够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保

障。随着 2020 年初的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果断决策、采取有力措施，

疫情的控制很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相关部门也通力合作针对疫情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针

对餐饮服务行业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零售、餐饮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

间经营服务防控指南》用以指导疫情期间的经营服务防控工作。当前，随着疫情趋缓，逐步复

工复产工作成为全社会面临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出台的

《支持复工复产十条》，为抓好各地常态化防控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提供了指导。4 月

16 日，中国饭店协会发布《新冠疫情下 3 月中国餐饮业生存现状报告》指出，餐饮行业复工复

产率大幅提升，如何安全开展复工复产工作成为了行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针对餐饮服

务信息进行精准分类、清晰描述、及时准确发布以及有效管理，特别是针对餐饮服务全过程中

与疫情、卫生防控等相关信息的全面、准确的描述，将有助于以科学的质量控制实施来应对当

前复工复产常态化防疫管控的局面。 

通过对餐饮业服务信息进行精准分类与描述，以达到对经营者服务信息在语义上无歧义理

解，准确地识别信息的内容属性，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实施对信息的有效管理，并能按类别

开发和利用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帮助消费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

纠纷和争议，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健康、安心消费；让商家及信息化建设方在推动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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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时有标可依，明确商家公开信息时需遵守的规范，为监管提供有效依

据，促成餐饮服务市场良好秩序。同时，此标准为基础通用性标准，不仅可以提高餐饮服务信

息化管理水平，为促进餐饮服务质量以及服务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并为打击违法犯法行为提

供依据，最终为消费健康安全提供更大的保障，助力复工复产期间常态化防疫管控、有效促进

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标准化技术支撑。 

3、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阶段 

2020年 3 月，标准起草组开展标准调研、资料收集、标准草案稿编写，并形成了标准草案

稿。同时，由全国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3）和全国饮食服务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 214）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立项申请。 

2020 年 6 月 5 日，由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对国家标准立项申请项目进行统一评估，本

标准顺利通过专家评审。2020年 12月 8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了本标准的立项计划，

计划号为 20204984-T-469。 

2）起草阶段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7 月，起草组针对标准文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赴深圳、杭州与

相关单位进行交流，对标准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一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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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餐饮行业发展情况和趋势等

方面应用的可行性和需求，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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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2.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服务信息的范畴，明确了餐饮业服务信息分类和信息描述的原则、方法，

规定了餐饮业服务信息的描述内容以及信息扩展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于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自建网站以及第三方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的餐饮服务

信息公开。 

2.2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本规定了餐饮服务信息分类与描述的原则，方法与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本部分给出了本标准中用到的术语和定义。 

4) 信息分类与描述的原则。本部分给出了餐饮服务信息分类以及描述的基本原则。 

5) 信息分类方法与内容。本部分给出了信息分类的方法，以及信息分类的内容。 

餐饮服务信息分为：服务提供者信息、服务提供内容信息； 

其中：服务提供者信息分为：餐馆基本信息、食品安全档案信息等； 

      服务提供内容信息分为：配套设施信息、菜品基本信息、外卖服务信息等。  

6) 信息描述方法与内容。本部分给出了描述项目、代码、数据类型、值域、约束/条件、

定义说明及备注等信息描述方法的要求，并根据信息描述方法的要求给出了餐饮服务

信息描述的详细内容。 

7) 信息扩展的方法。本部分给出了对于新出现的餐饮服务信息类型进行扩展的方法。 

8) 参考文献。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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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本标准有助于《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5 号）《生

活性服务业标准化发展“十三五”规划》（国标委服务联〔2016〕99 号）等政策文件的落实。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的国家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率先在参与标准制定、研讨的企业中

依据本标准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进行应用实施，再逐渐推广到行业内进行广泛应用,并将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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