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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消费环节粮食浪费治理对策研究
樊　琦，刘梦芸

（武汉轻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２３）

摘　要：目前我国餐饮消费环节浪费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外出就餐次数
增加，粮食浪费数量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全社会仍缺乏有效治理对策。以餐饮消费环节为例，从

就餐方式、餐饮制度、市场机制等方面深入研究考察浪费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营造厉行节

约的用餐环境，大力倡导分餐制就餐方式，构建奖励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制，积极推动公共食堂经营

机制改革等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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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资源极度紧缺的国家，粮食供求关
系长期偏紧，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

４０％，人均拥有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１／５，
是全球１３个最缺水国家之一，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
环境束缚明显，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任

务艰巨。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央实施了《全国

新增１０００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等重大增产工程，２０１４年粮食产量实现了首次
“十一连增”。在国家不断加大对粮食增产投入同

时，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现象却十分严重。据国家粮

食局资料显示，我国每年仅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

损失损耗就达７００亿斤以上，流通环节产后损失率
在２０％以上；餐饮消费环节浪费更是触目惊心，仅
餐桌上浪费的粮食大致估计在５００亿斤以上，据此
估算每年我国粮食产后损失至少１２００亿斤以上，
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１０％左右［１］。大量粮食损失

一方面造成淡水、耕地、能源等上游投入资源要素的

大量浪费；另一方面还导致温室气体排放，下游废物

处理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减少粮食损失可有效缓解

粮食生产资源投入和环境巨大压力，促进我国粮食

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以餐饮消费环节为例，

深入研究粮食浪费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探索减少餐

饮环节粮食浪费的预防和治理对策，对于完善我国

粮食产后损失预防体系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１　我国餐饮消费环节粮食浪费现状分析
１．１　餐饮业粮食浪费数量惊人

目前我国餐饮环节存在严重的粮食浪费现象，

餐饮消费已成为粮食产后损失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全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食物价值高达 ２０００亿
元［２］，浪费数量触目惊心。据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１３年
调查，通过选取大中小三类城市，共对２７００台不同
规模餐桌分析测算，保守推算全国一年仅餐饮业浪

费的蛋白质和脂肪高达８００万ｔ和３００万ｔ，被倒掉
的食物相当于２亿多人一年的口粮［３］。从浪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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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看，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餐饮业浪费数量要

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上海、南京、天津等地浪费数

量为１０００～１６００ｔ／天；武汉、合肥、南昌浪费数量
分别为 ６００～１０００ｔ／天、３６０～６００ｔ／天、０～１５０
ｔ／天；乌鲁木齐、拉萨等地浪费数量分别为 ０～１５０
ｔ／天、１５０～３６０ｔ／天。从人均浪费数量看，拉萨等西

部地区由于其人口相对稀少，人均浪费数量因此较

高，达到了３００～３６４ｇ／天；在人口相对密集的东中
部地区，人均浪费数量则相对较少，如广州为１０８～
１７２ｇ／天，武汉为１７２～２３６ｇ／天，上海、南京和天津
为２３６～３００ｇ／天［４］。

表１　主要城市餐饮业粮食浪费数量

数量单位 主要城市

餐饮业粮食

浪费数量

０～１５０ｔ／天

１５０～３６０ｔ／天

３６０～６００ｔ／天

６００～１０００ｔ／天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ｔ／天

乌鲁木齐 贵阳 南昌 呼和浩特 石家庄

拉萨 成都 南宁 昆明 福州

杭州 西安 兰州 西宁 济南

沈阳

合肥 郑州 太原 长春 哈尔滨

广州 长沙 武汉

上海 南京 天津 北京

数量单位 主要城市

餐饮业粮食

人均浪费数量

４４～１０８ｇ／人

１０８～１７２ｇ／人

１７２～２３６ｇ／人

２３６～３００ｇ／人

３００～３６４ｇ／人

乌鲁木齐 成都 贵阳 南昌 杭州

西安 沈阳 哈尔滨 石家庄

南宁 昆明 广州

郑州 银川 兰州 济南 武汉

福州 合肥 西宁 太原 呼和浩特

上海 南京 北京 天津

拉萨 长沙 长春

　　注：省会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数量根据新闻报道整理；人均食物浪费数量＝省会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数量／省会城市人口。

１．２　餐饮业粮食浪费现象普遍
从大量媒体报道不难看出我国餐饮业浪费问题

的普遍性和严重性，餐饮食物浪费已经遍布于我国

各个地区（见表２）。随着《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
浪费的意见》发布，“粮食浪费”日益成为人们关注

焦点，高校食堂的粮食浪费现象尤其受到关注。据

中央电视台报道，根据对北京数个大学餐后剩菜剩

饭情况的调查显示，倒掉的饭菜总量约为学生购买

饭菜总量的１／３。如果按照全国大专以上在校生总
数２８６０万人计算，每年大学生倒掉了大约１０００万
人一年的食物。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逐渐被人们

忽视，我国粮食浪费越来越严重，而其中高校是不容

忽视的一个环节，浪费粮食已经成为全国高校的一

种普遍现象。

表２　媒体对不同地区和高校食堂浪费的报道与调查

报道地区 餐饮浪费案例介绍 报道来源

全国 我国餐饮业浪费严重 每年浪费粮食可养活２亿人 中国广播网２０１２－１０－１７

北京 北京每天产生１．６４万ｔ垃圾，其中９６００ｔ是餐厨垃圾，一年就是将近３６０万ｔ。 北京晨报２０１３－０１－２４

天津

根据天津餐厅市烹饪协会介绍，目前本市大小餐厅有２５０００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中等以上规
模的饭店８０００多家，如果按平均每天一个饭店倒掉４０ｋｇ剩饭菜计算，全市一天至少就要浪费掉
３００ｔ饭菜。

天津北方网讯

２０１３－０１－２２

石家庄
据石家庄市城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石家庄市每天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多数都是剩

菜剩饭），经城管部门多次调研采集数据，石家庄市区平均每天产生４７０ｔ余餐厨垃圾。
燕赵晚报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长沙

目前长沙市共有大中型餐饮企业３０００多家，小型餐饮门店８０００家左右。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
有限公司目前每天处理餐厨垃圾４００ｔ左右，这不包括众多未签约的小店，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长沙
市每天最少产生约５００ｔ左右的餐厨垃圾。

湖南日报２０１３－１－２３

武汉
武汉一年餐饮营业额约为３６０亿元，倒掉的剩菜、剩饭比例约占一成，一年至少浪费３６亿元。而在
高档宴席上，这个浪费比例达到两成。

新楚商

２０１３－４－１

成都 作为全球著名三大国际美食之都之一的四川成都，每天造成的餐桌浪费竟达６００ｔ以上。 人民网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兰州
目前兰州市仅大规模的餐厅就有３０００多家，如果按平均每天一个饭店倒掉８０ｋｇ剩菜计算，全兰州
市一天就要浪费掉２４万公斤饭菜。

新华网２０１３－０１－２４

报道学校 食堂浪费案例介绍 报道来源



科技与产业 粮油食品科技 第２３卷 ２０１５年 第２期

１０６　　

续表

报道地区 餐饮浪费案例介绍 报道来源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学生食堂，还不到中午１２点，这个高约８０ｃｍ、直径约６０ｃｍ的泔水桶中，已经装了近一半
食物，里面有整个的馒头、花卷和各种饭菜。

生命时报２０１２－０５－０１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兰苑食堂一楼，半数盘子里都有剩菜剩饭，两个大号潲水桶即将“超载”。在食堂二楼，４
个潲水桶已被剩饭剩菜“喂饱”了。

广州日报２０１３－３－２６

北京大学 北大食堂日运剩饭５ｔ。 新华网综合２０１０－１－１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一天的泔水基本上都有４到５桶左右，每桶大概１４０斤左右，差不多一个食堂一层一
天就会产生六七百斤左右的泔水。

江苏新闻网２０１３－３－２６

兰州商学院 一顿午餐就能倒满七八桶，将近一千斤，倒掉最多的是白花花的米饭。 兰州晚报２０１３－３－２６
山东大学 学生食堂的食物浪费比起餐馆酒店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食堂每天要倒掉几百斤剩菜剩饭。 新华网２０１３－１－２２
深圳大学 逾２成学生每顿倒掉一半饭菜 深大食堂每天回收４０桶剩饭。 深圳晚报２０１３－１０－１６

２　我国餐饮消费环节粮食浪费产生的原因
分析

针对我国餐饮环节粮食浪费现象严重问题，已

有研究大多主要从居民收入、面子因素和公款消费

等方面进行了考察［５］。然而，就餐方式、不合理餐

饮制度、垄断经营等因素也是造成餐饮环节浪费的

深层次原因。

２．１　团餐制饮食文化更容易造成粮食浪费
由于历史文化原因，目前我国居民大多采用传

统团餐制就餐方式，一般情况下团餐制缺乏具体的

标准和尺度，又碍于面子等原因，通常难以把握进食

的数量，很容易造成粮食浪费和过量饮食；而西方国

家大多采用分餐制就餐方式，分餐制度相比团餐制

度而言，就餐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要求、喜好配备食

物种类和数量，能够较好地避免粮食浪费，分餐制有

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要从源头上解决食物浪

费问题，就迫切需要完善就餐方式。

２．２　不合理餐饮制度已成为浪费重要推手
目前餐饮业设置“最低消费”等不合理制度，直

接推升食物过度消费，成了铺张浪费的重要推手之

一［６］。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我国餐饮业每年因不合

理的过度消费导致食物浪费可以满足约两亿多人一

年的口粮。然而，关于是否应该制定最低消费制度，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餐饮业行业普遍

认为，最低消费设定是合理合法的，理由是餐饮业是

高度市场化的行业，经营者享有包括定价权在内的

广泛的经营自由权。然而，有观点认为最低消费违

反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原则，涉嫌强制交易和不公

平交易，相关法律部门应该制定限制餐饮业设置

“最低消费”行为的法规，取消餐饮业不合理的规章

制度。

２．３　垄断经营导致公共食堂浪费现象严重
因公共食堂就餐方式大多为托盘取食，食物浪

费较少涉及就餐方式，浪费更多表现为消费需求和

提供产品之间不匹配问题。调查发现，大多公共食

堂多垄断经营，缺乏竞争机制，食物质量难以满足消

费者需求已成为大多数就餐者浪费食物的重要因素

之一。缺乏竞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卫生质量不高、

食堂卫生环境差，很多就餐者因为食堂餐具、就餐卫

生环境等问题浪费大量食物，也是导致粮食浪费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此外，食堂就餐器具不妥也容易

造成粮食浪费。调查发现很多食堂就餐的餐具是平

底碗（托盘）和长筷子，虽然餐具很平常，却给就餐

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因为筷子很难把平底碗（托盘）

剩下的饭菜挑起来，食物浪费就很难避免。

２．４　缺乏有效制约浪费奖励处罚机制
为减少餐桌上的浪费，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有

益尝试，建立了较完善的预防机制和治理体系，积累

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在韩国，为减少粮

食浪费政府开始推行餐桌节约计划，实施针对餐饮

企业节约行为的减税政策；如果餐饮企业能向顾客

提供把饭菜吃光的标准菜单或能让顾客把吃剩下的

饭菜打包带走，可享受减税或减收 ３０％水费的优
惠。在德国，无论自助餐还是点餐，都不能浪费，一

旦发现有人浪费，任何见证人都可向相关机构举报，

工作人员会立即赶到，按规定罚款，德国是被认为对

食物浪费处罚最严的国家。德国孩子从幼儿园起就

会受到节俭就餐的教育，孩子若浪费食物，就会被处

罚。目前我国造成浪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具

体的奖惩机制。

３　我国餐饮消费环节粮食浪费的治理对策
减少浪费不仅能够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缓解对

资源环境过度消耗，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还具

有事半功倍效果。特别是在我国粮食生产资源约束

条件不断加强背景下，必须坚持开源节流并举，既要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要做好粮食产后节粮减

损。坚决遏制当前餐饮消费等环节粮食浪费蔓延势

头，构建减少浪费的预防和治理体系，促进粮食产业

可持续发展和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本文

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３．１　营造厉行节约的用餐环境
餐饮业应取消“最低消费”等不合理制度，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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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餐的良好环境；在消费者点餐过程中，应及时

提醒顾客适量点餐，避免形成铺张浪费；及时提醒消

费者把剩菜剩饭打包，对于餐后没有提醒和提供免

费打包服务的企业应予以处罚；餐饮业应通过服务

和产品创新，大力推广“半份菜”制度、告知菜品分

量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合理、适量点餐。加大文明用

餐的宣传和公益提示力度，应在公共食堂等场所显

著位置通过采取张贴“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等宣传

画、摆放提示牌等方式构建“文明餐桌”；公共食堂

应按照健康、节约原则，合理搭配菜品，多供应小份

食品，鼓励采取自助点餐计量收费方式，方便用餐人

员适量消费；加强对公共食堂等场所浪费行为的监

督，安排专人负责食堂巡视检查，对浪费行为给予批

评教育，努力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用

餐环境。

３．２　大力倡导分餐制就餐方式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应该提倡在各类宴会中推

广和普及分餐制就餐方式，分餐制除在预防疾病、讲

究卫生、合乎文明道德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还对于

控制过量饮食和避免食物浪费效果明显。在合餐制

条件下，主办人往往持有“宁剩勿缺，绝不落吝啬之

名”的心理，总要大肆操办，吃宴席者则出于客套习

惯或因菜肴不合口味总要剩下一些食物，其结果是

造成巨大的粮食浪费。分餐制则根据个人饮食爱

好与不同需求，有选择性的选取食物品种和数量，

有效避免了因不满足就餐者口味和过量进食造成

的食物浪费，对比合餐制中的浪费，分餐制是更节

约的饮食方式。目前，在我国推广分餐制面临的

主要困难是传统饮食风俗和饮食习惯的影响。要

加强舆论引导，大力宣传在分餐制节约粮食和饮

食卫生安全等方面的优势和意义；在国内公务接

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过程中，应大力倡

导和实施分餐制，按照快捷、健康、节约的要求，制

定相关用餐规定和标准，通过公务用餐文明引领

社会消费文明，引导人们转变消费观念，让实行分

餐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３．３　构建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机制
必须从制度上强化监督和管理，建立餐饮业节

约浪费奖惩机制，让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成为一

种自觉行为。可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通过建立行业

固定押金制度，在消费者就餐之前依据就餐人数收

取固定比例或数量的押金，待就餐结束后再根据消

费者餐桌上浪费数量和程度，在合理范围和比例的，

退还押金，如超过浪费相应数量和比例的，根据餐桌

浪费数量扣减相应押金或不返还押金；完善现行税

收制度，采取对于企业或个人奢侈浪费行为征收高

额税，鼓励合理食物消费方式，增加对浪费行为的

处罚和成本，并加强执法力度等；建立鼓励节约、反

对浪费的财税调节机制，探索利用财税工具加强

对于餐饮业粮食浪费的监管和奖惩，对厉行节约

的餐饮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或抵扣营业税等方式实

施奖励，浪费粮食就是浪费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破

坏生态环境，对浪费严重企业则应加大资源税和

环境税的增收力度；完善监督举报奖惩机制，对浪

费情节严重的要给予曝光，并追究其责任。同时，

餐饮场所可通过设立“文明消费奖”、“理性消费

奖”等节约消费奖项，通过评选予以表彰，充分发

挥示范效应作用。

３．４　推动公共食堂经营机制改革
大力推进公共食堂经营管理制度改革，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食堂经营者洞察市场需求能

力和服务水平，实现从被动接受就餐到吸引就餐者，

满足个性化需求转变。科学调整改进菜单内容，设

计多套更加营养、节约、配比合理的菜单组合，标明

具体份量，并根据实用、安全、节约、便捷原则提供合

适尺寸和大小的托盘，减少就餐餐具不合理导致的

不必要浪费；通过设立投票和意见箱，建立消费者组

成的膳食委员会等方式，畅通公共食堂经营者与消

费者之间的沟通渠道，对于普遍不被接受的食物或

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题予以纠正或取消，征集受欢

迎菜肴，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减少因不符合消费者

需求造成的粮食浪费；完善公用食堂经营管理和监

督机制，建立公共食堂用餐人员登记制度，开发网络

订餐系统采取网上订餐等方式，实时统计用餐人数，

便于食堂根据人数配餐，杜绝盲目下餐造成的浪费，

实施动态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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