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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方标准《餐饮服务场所文明行为指
南》（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产业现状和存在问题

1.背景及现状

餐桌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餐饮行业健康的应

有之义。“餐饮服务单位和消费者”是餐饮行业发展的主要载

体，是推动实现“文明用餐”全过程的“主战场”，主要涉及

餐饮服务单位的“用餐提供”行为，以及消费者的“用餐”行

为，由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供需”双方共同来维护和营造

“诚信、节约、卫生、健康、有序”的文明用餐环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消费市场繁荣，餐饮业持续

提质增效，积极发挥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作用，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份，全国餐饮收入8429亿元，

增长9.2%，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9%，全国餐饮总营

收预计2023年会增加到4.8万亿的水平，达到历史新高。

然而，随着餐饮业的快速复苏与发展，餐饮服务单位为谋

求更多利益，产生了欺客宰客、高价低质、强制消费、餐饮浪

费、不使用公筷公勺、不良宣传等一系列与文明用餐背道而驰

的问题。而前期热度极高的“淄博烧烤”因其热情好客、服务

有礼、诚信用餐得到了社会大众的火热追求，也带动了山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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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业的整体发展，反映了社会对文明用餐的现实需求。但与此

同时，消费者“过度消费、报复性消费导致餐饮浪费严重，挥

霍铺张、过度消费”等不良习惯颇有市场，“插队、肆意喧哗

吵闹、酗酒醉酒闹事、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2023

年“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市场监管、文旅及商务部门共查处

各类扰乱市场秩序违法行为337件，查处问题128个。“文明用

餐”一词又重新回到社会视野，各地均发布餐饮服务文明用餐

倡议，拟以此重塑优化地区餐饮环境。

2.存在问题

以“用餐要光盘、聚餐用公筷”为核心的“餐有礼”是“浙

风十礼”的重要内容，对于餐饮业快速复苏与发展的现状而言，

文明用餐行为显得尤为重要，在省内实际用餐过程中，更是暴

露出一系列实际问题。

一是餐饮服务单位“不文明备餐、供餐”、消费者“不文

明就餐”乱象频出。随着餐饮业快速发展，一方面，餐饮服务

单位在商家逐利的背景下，欺客宰客、高价低质、强制消费、

餐饮浪费、不设置公筷公勺、不良宣传等一系列与文明用餐背

道而驰的问题频出，特别是省内部分餐饮业平淡地区为吸客引

客存在欺客宰客、高价低质、强制消费等屡禁不止，群众对诚

信、安全、节约、有礼的用餐行为需求强烈。另一方面，部分

消费者存在过度消费、餐饮浪费严重、不使用公筷公勺的现象，

在用餐场所吸烟、随地吐痰、酗酒等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影

响了文明用餐的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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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餐桌文明行为要求分散、不统一。维护“诚信、节约、

卫生、健康、有序”的文明用餐环境，离不开餐饮服务单位“文

明用餐准备、文明用餐提供”，也离不开消费者对“健康、有

序、节约、卫生用餐”。当前社会对餐饮服务单位在“行业自

律、反对浪费”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对“餐前、餐中、

餐后”的餐饮服务提供全流程的条款要求不够明确。同时，对

于消费者文明用餐行为更多的以自发宣传引导为主，并未形成

全省统一的规范要求，未形成统一规范“餐饮服务单位”与“消

费者”对于文明用餐行为的合力，无法满足浙江特色需求。

三是餐桌文明行为缺乏标准指引。餐桌文明概念提来已

久，但各地大多以政策文件或小范围的《餐饮行业文明用餐倡

议书》为主，往往不够系统、社会传播面也受到一定限制。在

餐饮节约方面，《机关事业单位食堂餐饮节约管理规范》省标

适用范围有限，无法满足当前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关于文明

用餐行为规范的需求，系统性、规范性、全面性、推广性较强

的地方标准形式仍处于空白阶段。

（二）国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

当前，国家、浙江高度重视餐饮文明用餐工作。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社会风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又一次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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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早于2013年起，由

商务部牵头发布了《商务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在餐饮业厉行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指导意见》、《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推

动绿色餐饮发展的若干意见》（商服贸发〔2018〕17号）、《关

于推动餐饮行业深入开展“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餐饮浪费”工

作的通知》（商服贸函〔2017〕385号）等文件。2021年1月，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出台《关于以标准

化促进餐饮节约反对餐饮浪费的意见》，进一步发挥标准的引

领和规范作用，支撑餐饮供应链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支持各

地结合实际出台促进餐饮节约相关地方标准。在2022全国饭店

业绿色发展大会暨第七届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开幕式上，由中

央文明办和商务部指导，中国饭店协会与全国绿色饭店工作委

员会联合发布了《饭店餐饮企业宴会宴席反餐饮浪费指南十八

条》。倡议针对宴会宴请特别是婚宴等大型宴会场景，提出饭

店餐饮企业在反餐饮浪费方面切实可行的十八条具体措施。

2021年发布了《浙江省商务厅等16部门关于深入开展五大行动

坚决制止浪费的通知》（浙商务联发〔2021〕63号）。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经查询，目前暂无《餐饮服务场所文明行为指南》相对应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涉及反对餐饮浪费，提倡使用公勺公筷

文明用餐的等内容的国家标准有GB/T 39002-2020《餐饮分餐

制服务指南》、GB/T 42966-2023《餐饮业反食品浪费管理通

则》等；行业标准有SB/T 11166-2022《餐饮服务单位节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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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等；地方标准有DB33/T 2365-2021《机关事业单位食

堂餐饮节约管理规范》、DB33/T 2266-2020《公筷公勺使用和

管理规范》等。

（四）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餐饮文明是新时代文明的重要体现，餐桌文明行为已成人

们日常生活的常态行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逐渐成为民众理

念共识。通过制定《餐饮服务餐桌文明行为规范》省级地方标

准的制定地方标准拟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提供餐饮服务餐桌文明行为指南。标准将结合《“反

对浪费”“公筷公勺”餐饮文明指数测评指标(试行)》“浙风

十礼 餐有礼”等相关要求，融合全省各地市的餐饮文明用餐

经验，提供餐饮服务单位的“用餐提供”行为，以及消费者的

“用餐”行为，从系统性的角度提出“诚信、节约、卫生、健

康、有序”等细化检验，由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供需双方”

共同来维护的文明用餐环境，为全省统一餐饮服务餐桌文明行

为提供规范指导。

二是强化反对浪费用餐行为技术要求。针对餐饮业发展带

来的餐饮浪费问题，标准将围绕“节约适度”的角度，从加工

过程、宣传提升等方面提出明确的技术要求，填补相关标准的

空白，从源头助力制止餐饮浪费。

三是提升消费者文明用餐主动性。从底线要求和倡导建议

出发，对“节约用餐、卫生用餐、有序用餐”的角度规定消费

者在文明用餐的基本和重要行为要求，进一步激发消费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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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卫生、有序的餐饮文明用餐理念，提升餐饮业服务品质，

充分彰显浙江省打造新时代文明社会的新风尚。

四是推动落实公筷公勺使用等文明行为。针对省内餐饮业

当前公筷公勺使用情况，结合部分地区欺客宰客、高价低质、

强制消费的问题，以及消费者吸烟、随地吐痰、酗酒等不文明

行为，本标准以公筷公勺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经验为契机和

基础，推动餐饮服务单位和消费者的文明用餐行为，为全国提

供“新时代文明生活示范省份”浙江经验和标准指引。

五是为浙江“餐饮自信”提供有力支撑。制定实施《餐饮

服务餐桌文明行为规范》，将对浙江餐饮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

的制度支撑，由餐饮服务单位和消费者共同营造文明和谐有序

的用餐环境，提升消费者对浙江的餐饮信心，助力餐饮业健康

有序发展。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浙江省标准化条例》，

由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立项，经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批准，2023年12月26日，本标准列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下达2023年第四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浙市监函〔2023〕353号），标准由浙江省商务厅归口。

（二）起草单位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衢州市知识产权局）、衢州市商

务局、衢州市计量质量检验研究院、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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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

本标准编制组由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由从事餐饮

管理、文明宣传等领域的一线人员、行业专家及标准化专家组

成。

2.起草研制

2023年4月，编制组启动工作调研、标准编制，期间多次

对标准框架、主要内容等开展讨论，形成标准草案。2023年9

月提交立项申请，2023年12月正式立项，立项后根据立项论证

会专家意见对草案进行调整，形成工作组讨论稿。2024年3月

15日，编制组组织餐饮行业专家及标准化专家召开研讨会，结

合立项论证会专家意见，讨论明确工作组讨论稿的主要内容和

结构方向。2024年4月编制组完成工作组讨论稿的文本修改，

形成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

2023年4月，编制组启动征求意见。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持标准制定工作，提出研标需

求，协调各研制单位，把控标准质量。

衢州市计量质量检验研究院、

衢州市商务局：提供行业需求。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从事标准编写及标准化技术指导。

三、本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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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由

（一）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总结公筷公勺国家级标准化试点

项目经验，并根据实际需求充分采纳浙江省内星级饭店、商贸

综合体内餐饮服务单位、机关（学校）事业单位食堂、农家乐

经营者等不同规模的餐饮经营主体，以及部分餐饮消费者等各

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同时，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 的

要求进行编制，确保标准的科学性。

2.普适性原则

本标准紧扣《浙风十礼之餐有礼丨文明用餐篇》相关要求，

既适用于餐饮经营单位又适用于餐饮消费者，既倡导了文明、

节约等新时代社会新风尚又规范了消费者底线行为。标准可指

导全省各类餐饮单位践行节约用餐理念、开展文明用餐劝导，

引导广大餐饮消费者养成文明用餐习惯。

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与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的协调统一。既吸纳了GB/T 40042-2021《绿色

餐饮经营与管理》、GB/T 42966-2023《餐饮业反食品浪费管

理通则》等标准国家标准中关于环保餐饮、节约餐饮相关条款

内容，也吸收了DB33/T 2365-2021《机关事业单位食堂餐饮节

约管理规范》、DB33/T 2266-2020《公筷公勺使用和管理规范》

等地方标准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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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技术要求和依据

1.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餐饮服务场所文明行为的总体原则，以及诚

信自律、卫生整洁、节约适度、健康有序具体文明行为的指导。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在餐饮服务场所

的文明行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主要引用以下文件：

GB/T 39002 餐饮分餐制服务指南

GB/T 42966 餐饮业反食品浪费管理通则

SB/T 11070 餐饮食品打包服务管理要求

SB/T 11166 餐饮企业节约管理规范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未另行制定术语和定义，GB/T 42966界定的术语和

定义使用于本文件

4. 总体原则

从餐饮服务场所涉及的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的角度，设

置了“4.1 诚信自律、明码标价、4.2 卫生干净、整洁舒适、

4.3 节约适度、反对浪费、4.4 健康餐饮、文明有序”4项

涉及文明行为的总体原则，主要依据浙江省内各地餐饮服务文

明倡议、《浙风十礼之餐有礼丨文明用餐篇》以及相关实践经

验确定。

5. 诚信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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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2个角度提供了相关指导，餐饮

服务单位主要从价格明示（安全诚信、餐品与服务明码标价、

额外收费项目公开与告知、不设置最低消费额等）、备餐公开

（明厨亮灶、不强制消费酒水）、投诉畅通3个维度，消费者

主要从健康、安全用餐理念的角度提出指导。主要依据浙江省

内各地餐饮服务文明倡议、餐饮安全自律，以及反对食品浪费

中关于价格、食品安全相关方面的条款。

6. 卫生整洁

从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2个角度提供了相关指导，餐饮

服务单位主要从就餐环境整洁、备餐环境整洁2个维度，消费

者主要从使用公筷公勺、维护用餐环境角度提出指导。相关条

款主要出自于国家、浙江省文明城市创建指标体系中关于餐饮

现场卫生的相关条款。

7. 节约适度

从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2个角度提供了相关指导，餐饮

服务单位主要从宣传提示、加工节约、服务引导（3个维度，

消费者主要从树立节俭消费理念、践行光盘行动等角度提出指

导。相关条款主要出自于省市监局、省文明办《“反对浪费”

“公筷公勺”餐饮文明指数测评指标（试行）》、《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的通知》《餐饮

行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行动指南》，以及浙江省内衢州、

杭州等地关于餐饮节约的实践。采纳了GB/T 42966-2023《餐

饮业反食品浪费管理通则》、GB/T 40042-2021 《绿色餐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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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与管理》、DB33/T 2266-2020《公筷公勺使用和管理规范》、

DB33/T 2365-2021《机关事业单位食堂餐饮节约管理规范》部

分章节内容。

8. 健康有序

从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2个角度提供了相关指导，餐饮

服务单位主要从餐品设计、秩序维护2个维度，消费者主要从

健康饮食习惯、自觉遵守用餐秩序等角度提出指导。相关条款

主要出自于浙江省餐饮行业协会、衢州市公筷公勺国家级试

点、以及反对浪费中关于多维度餐品设计的经验。

9. 持续改进

从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2个角度提供了餐饮文明行为持

续改进的方向，相关条款主要提炼于餐饮文明倡议、以及浙江

省相关共性的餐饮改进经验。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浙江省标准化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

目前，暂无《餐饮服务场所文明行为指南》相对应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本标准是浙江省餐饮服务餐桌文明行为实践的

成果，符合现行地方法规和省政府相关政策。本标准内容与

GB/T 42966-2023《餐饮业反食品浪费管理通则》、GB/T

40042-2021 《绿色餐饮经营与管理》、DB33/T 2266-2020《公

筷公勺使用和管理规范》、DB33/T 2365-2021《机关事业单位



12

食堂餐饮节约管理规范》省级地方标准等协调一致，无冲突矛

盾的内容。

本标准吸纳了由商务部提出的GB/T 40042-2021《绿色餐

饮经营与管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的GB/T 42966-2023

《餐饮业反食品浪费管理通则》中环保餐饮、节约餐饮相关条

款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浙江在文明用餐行为的具体要求，进一

步增强浙江特色，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五、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本标准相关条款均为指导性，相关技术要求吸纳《浙风十

礼之餐有礼丨文明用餐篇》、各地餐饮文件倡议中倡导良好行

为和规范消费者底线行为方面的相关经验。相关技术经验来源

于衢州国家级公筷公勺标准化试点，已定期发布餐饮服务单位

“有礼榜”，相关技术要求经过了实地检验应用。同时，标准

起草单位调研浙江省内星级饭店、商贸综合体内餐饮服务单

位、机关（学校）事业单位食堂、农家乐经营者等不同规模的

餐饮经营主体，以及部分餐饮消费者，吸纳各方的意见。相关

技术要求已通过浙江省餐饮协会进行前期推广使用，具有较好

的反响和广泛的认同。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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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浙江省《餐饮服务餐桌文明行为规范》地方标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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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在已有工作和成效的基础上，推广成功经验，助推浙江省

餐饮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从餐饮服务单位的“用餐提供”行为，

以及消费者的“用餐”行为2个方面，推动餐饮服务单位、消

费者“供需双方”共同来维护文明用餐环境。本标准实施后的

预期效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发挥标准的引领与规范的作用，引起全社会餐

饮服务餐桌文明行为的重视，提高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文明

用餐意识，规范两者在用餐“全过程”的基本要求，为地区营

造健康的餐饮环境提供有力抓手。

2、有助于提升餐饮服务餐桌文明行为水平，指导和规范

餐饮服务单位、消费者，重点做好“反对浪费”和“使用公筷

公勺”等文明用餐推广工作，统一全省餐饮服务餐桌文明行为

尺度。

3、有助于增强浙江“餐饮自信”，引导和树立“安全、

诚信、优质、节约、有礼”的浙江餐饮环境，激发餐饮服务单

位、消费者文明用餐的积极性，增强全国、全省人民群众对浙

江餐饮信心，助力浙江餐饮业有序发展。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4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