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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重要指

示精神，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推动完成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

案〉的通知》（厅字〔2021〕40 号）部署的工作任务，制定反食

品浪费工作方案如下：

一、推进粮食节约减损

（一）推进粮食消费前各环节减损。在粮食仓储环节，指导

配置农户科学储粮装具，持续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功能。建设

绿色低温仓储设施，提高仓房的气密性、隔热性，分类、分品

种、分仓储藏。在粮食物流环节，推广散粮运输专用工具，发展

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散粮运输服务体系。在粮食加工环节，

推动提高粮油产品出品率，推进粮食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合理化利

用，提升粮食加工业数字化管理水平，促进淘汰落后产能。（粮

食和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完善粮食节约减损标准体系。加快构建符合节粮减损

要求的粮食全产业链标准体系，鼓励有关行业协会、企业制定相

关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在仓储环节着重加强仓储设备建设、虫

霉防治和减损降耗等相关标准研制；在运输环节着重于降低包

装、装卸抛洒、散漏损失率等相关标准研制；在加工环节着重于

限制产品过度加工、科学界定产品加工等级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



— 2 —

率等相关标准研制。（粮食和储备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按职

责分工负责）

（三）开展粮食仓储环节浪费调查评估。探索粮食仓储环节

损失浪费调查评估方法，研究制定粮食仓储环节损失浪费评价方

法和评估指标体系，开展数据汇总和分析评估。（粮食和储备

局、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遏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

（四）加强餐饮行业管理。各级商务部门采取措施鼓励餐饮

服务经营者提供分餐服务、向社会公开其反食品浪费情况。督促

餐饮外卖平台、餐饮服务经营者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

点餐。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

的措施。建立健全餐饮行业反食品浪费的制度规范。加强对旅行

社管理人员和导游人员培训，引导游客文明用餐，合理安排团队

用餐。（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各地方有关部门负责）

（五）完善餐饮行业标准与规范。推动餐饮行业出台反食品

浪费的团体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宣贯落实《绿色餐饮经营与管

理》《宴席节约服务规范》，制修订《餐饮企业节约管理规范》

《餐饮服务企业打包服务管理要求》。加大中央厨房、智慧餐饮

等领域标准研制力度。将反食品浪费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正在制修

订的旅游餐饮业、住宿业和景区标准中。（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大力推动餐饮行业自律。指导餐饮等行业协会发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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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餐饮浪费的倡议，支持餐饮行业协会对有浪费行为的会员采取

必要的自律措施，引导会员自觉开展反食品浪费活动。（商务部

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开展反餐饮浪费政策效果评估。指导餐饮行业协会对

餐饮浪费情况进行监测，加强分析评估。督促餐饮行业协会每年

向社会公布有关反餐饮浪费情况及监测评估结果。（商务部等部

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

（八）推进机关单位食堂反食品浪费。推动落实《“十四

五”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大力开展反食品浪费行

动。建立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将反食

品浪费纳入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内

容。加强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曝光餐饮

浪费典型案例及推动工作不力的单位。鼓励有条件的公共机构使

用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国管局负责）

（九）开展学校食堂餐饮节约行动。推动落实《教育系统

“制止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行动方案》中明确的五项具体行

动。组织编写《高校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指南》，提出学校食堂

食品原材料采购、储藏、加工、制作和销售等环节节约减损工作

方案。研究制定《高校智慧食堂建设规范》，开展全流程智慧食

堂试点建设工作。（教育部、国管局负责）

四、促进食品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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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立食品捐赠需求对接机制。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等

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向有关社会组织、福利机构、救助机构

等组织或者个人捐赠食品。有关组织根据需要，及时接收、分发

食品。指导有关慈善行业组织依法研究制定食品捐赠需求对接相

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十一）健全临期食品销售体系。优化食品标识制度，鼓励

食品生产者在食品包装上明确标识“最佳食用日期”和“保质日

期”，支持食品生产经营者以优惠价格销售临近“最佳食用日

期”的食品。指导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加强日常检查，对临

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特别标识或者集中陈列出售。（商

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指导地方建立厨余垃圾

收集、投放、运输、处理体系。加大对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

的支持，加强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的市场推广，推动堆肥、

沼液、沼渣等产品在农林业生产中应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

门负责）

五、严格执法监督

（十三）加强反食品浪费日常监督检查。加强对食品生产经

营者反食品浪费情况的监督，督促落实反食品浪费措施。鼓励单

位和个人举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浪费行为。开通举报热线，收

集问题线索，加强执法监督。（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十四）加强反食品浪费执法。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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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食品浪费日常监管和执法，加强执法稽查培训，依法依职责执

行《反食品浪费法》有关规定。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地方政

府指定的部门对未主动向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提醒的餐

饮服务经营者，给予警告；对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

显浪费的餐饮服务经营者，给予警告或处以罚款；对生产经营过

程中发生严重浪费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约谈、责令改正

或处以罚款。文化和旅游部门将反食品浪费作为重点列入星级饭

店、A 级景区和旅行社的明查暗访检查项目，加强重大典型案件

的督察督办。（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各地方

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严格食品浪费相关信息监管。禁止广播电台、电视

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

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对拒不改正或情节严

重的，处以罚款、通报批评或节目停播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广电总局、网信

办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强化组织实施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强对全国反食品

浪费工作的组织协调，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工作调

度，分析评估总结食品浪费情况，开展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综

合性示范。各地要加强对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法律

要求，明确反食品浪费目标任务，建立健全反食品浪费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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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督检查机制，对食品浪费情况进行监测、调查、分析和评

估。各专项工作牵头部门要提出年度目标任务和落实措施，评估

本领域食品浪费情况，及时总结工作进展和成效。（国家发展改

革委牵头，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做法。以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

安全宣传周活动等为契机，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反食品浪

费的经验做法进行集中报道。以餐饮环节反浪费和促节约为切入

点，推出一批互动性强的融媒体作品。聚焦《反食品浪费法》实

施，加强政策解读和法律宣传。开展反食品浪费相关标准、技术

和知识的宣传普及。（广电总局、网信办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

责）

（十八）营造勤俭节约社会氛围。旗帜鲜明反对铺张浪费不

良风气，引导公众树立正确饮食消费观念。曝光浪费现象，对食

品浪费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深化反食品浪费公益宣传，精心制作

播出节约粮食公益广告，努力营造勤俭节约、浪费可耻的浓厚氛

围。（广电总局、网信办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