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金华市地方标准《食堂餐饮数字化运营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发展现状 

随着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我国推进食堂数字化，

建设了一批“数字化食堂”。2021 年 3 月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

台了《浙江省消费升级“十四五”规划》，强调了提升餐饮消费升级，

深化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优化“品质浙货”供给，鼓励餐饮企

业模式创新，持续深化光盘行动，坚决制止“舌尖上的浪费”。“数字

化食堂”是拥有智慧点餐、食堂管理、进销存管理、智慧后勤等多种

功能的集合体，能够有效地提高就餐满意度和食堂智能化管理水平，

对于助推餐饮消费升级，保障餐饮食品安全、厉行节约等方面较传统

食堂管理模式具有明显优势。 

近年来，金华市围绕“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食堂“数字化”

建设，通过加强食堂硬件改造升级、食堂委托加工管理等有效措施，

大力推进智能厨房建设，有力提升了食堂厨房数字化管理水平。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金华市（包括各县、市、区）共有食堂 5361 个，学

校和托育机构共有食堂 2130 个。其中规模以上的 5 家食堂经营企业

主要服务金华市（包括各县、市、区）近 70%的食堂，其中 3 家食堂

经营企业服务的 1058 个食堂已经开展数字化管理，建设数量已初具

规模。 

1.2 存在问题 



 

目前食堂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传统食堂运营管理质量

有待优化。相较于数字化运营管理模式，传统模式下的食堂管理，往

往会出现管理效率不高、用户就餐体验差、食品安全可追溯性薄弱、

食物浪费等现象的发生。比如，社会招标是在食堂食材供货中最重要

的供货模式，中标的供货商为了利益最大化，往往对成本要求过于苛

刻，甚至出现严重威胁食品安全的现象。由于食堂缺乏对食材来源全

流程的追溯，后勤部门并不能做到有效监督，导致管理“不科学”“不

透明”。另外，由于食堂高频次低选择性的特点，消费带有一定的强

制性，食堂经营者缺乏对食堂菜谱、菜品售卖情况的有效分析，每周

固定的菜品往往会影响用餐体验，也会影响食堂的备餐数量，成本难

以有效控制。二是缺乏统一的标准。虽然金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于

2021 年发布了 DB3301/T 0348-2021《机关食堂数字化管理规范》，但

是该项金华市地方标准仅规定了机关食堂的数字化管理，并未规定学

校、企业单位及其他单位所需要规定的技术要求，比如经营单位资质

要求、供应商管理功能、原料使用提醒、超期提醒等功能、成品留样

和开餐要求、供餐时间要求、用餐食品安全要求等。 

1.3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次标准申请单位浙江师大人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1999

年，是“金华市著名商标”、“金华市商贸流通十强企业”、“浙江省商

贸流通百强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

“中华老字号”和“中华餐饮名店”称号。师大人家 20 年如一日不

忘“好原料，好工艺，用心做好菜”的初心，用数字化、流程化、系

统化将传统产业重做一遍，从可视化场所设置、采购管理、供餐配餐

等方面牟足功夫，做到“透明加工”、精准控制采购数量、配菜菜单

标准化、5 分钟内快速供餐，让顾客感受到菜品“天与天不重样”、“周



 

与周大变样”，最大程度提升顾客满意率。师大人家通过数字化手段

有效运用，凝练更加成熟定型的运作方式，与同行单位和各地市区广

泛开展交流学习，分享管理经验，师大人家在金华市乃至全国赢得了

较好的市场口碑。 

本次制定《食堂餐饮数字化运营管理规范》金华市地方标准，是

结合师大人家及同行企业多年来数字化工作管理经验，研究出更为严

格的食堂数字化运营管理模式，通过标准可复制、可推广的特点，进

而打造一批本地区、本行业食堂数字化运营管理工作的示范标杆，对

于保证行业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管，带动行业进一步发展非常必要。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第

一批市级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师大人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2 年 7 月，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

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 起草标准初稿 

2022 年 8 月起草小组开展调研情况收集整理了数字化食堂运营

管理等相关资料，参考现有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相关文献资料并

开展实地调研，为标准框架的明确及技术要求的起草提供了基础素

材。 



 

2022 年 12 月起草小组在前期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标

准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2023 年 6 月，起草小组邀请……等专家，对标准内容进一步研

讨，在 x 月 x 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3.3 修改标准稿 

本标准目前共进行了 2 次大的修改： 

2022 年 12 月第一次修改标准稿，起草小组听取了各相关方及业

内人士的意见，分析了金华市目前数字化食堂运营管理以及发展的现

状，明确了标准框架与方向。 

2023 年 x 月第二次修改标准稿，起草小组根据标准研讨会各位

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综合讨论、修改，并在 x 月 x 日形成标准的征求

意见稿。 

2.3.4 意见征求及修改完善 

xxxx 年 xx 月 xx 日开始征求意见；意见的回收、汇总、处理情

况等。 

2.3.5 专家评审及报批 

XXXX 年 XX 月 XX 日召开标准审定会；专家审定意见。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内容。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两大原则：

一是一致性原则，标准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保持一致。



 

二是可操作性原则，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确保标准的准

确与严谨，使标准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 

3.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食堂餐饮数字化运营管理的基本要求、运营管理要

求、支持保障、监督与检查、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食堂餐饮数字化运营管理活动。 

3.2.1 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章节，定义了食堂餐饮数字化运营管

理的术语解释。 

3.2.2 本文件的第 4 章，明确了实施食堂运营管理应制定的相关

制度。明确了应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和成本卡，并给出示例。针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节约管理则是规定了要按照 SB/T 11047、SB/T 

11166 标准的要求进行。 

3.2.3 本文件的第 5 章，围绕数字化食堂运营管理的全流程，规

定了原料管理、制作管理、成品管理、供餐管理这四个方面所涉及的

数字化管理要求。其中的主要技术内容则根据结合目前行业内实际的

管理经验制定。 

3.2.4 本文件的第 6 章，规定了支持数字化运营所必备的人员管

理、设施设备管理、阳光厨房、文档管理等内容。主要技术指标的制

定以实际管理经验为基础，结合了金华其他区县数字化管理经验制定

而成。 

3.2.5 本文件的第 7 章和第 8 章，明确了监督与检查和持续改进

相关内容。做好内部自查和外部监督。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的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无冲



 

突。本标准的研制过程中参考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浙

江省动物防疫条例》《金华市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实施方案》等相

关规章制度，并符合上述规章制度的要求，特别是与强制性标准完全

保持一致、无冲突。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订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

议 

该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必将会使我省金华市数字化运营管理的有

关要求得到统一、规范，并为产业提供依据和技术基础文件，对保护

生产企业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支持，对企业经营、市场管

理、行业监督、国际贸易等将会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并将会进一步

推动产业和市场的和谐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3 年 6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