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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责任。 

本标准由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北京高校联合采购中心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北京科技大学餐饮服务中心、北京化工大学餐饮管理中

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后勤集团、北京高联合众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正高质量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思诺德食品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河北润泽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北京勤务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军、张晓东、刘志刚、伍霄、彭勇、谢春竹、宁祎、蒋国华等。 

本标准为首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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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向学校食堂供应、配送食品原材料的食品生产经营类供应商应满足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供应学校食品原材料的供应商的评价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 3177 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GB/T 15091 食品工业基本术语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GB/T 26604 肉制品分类 

GB/T 19480 肉与肉制品术语 

GB/T 41545 水产品及水产加工品分类与名称 

GB/T 36193 水产品加工术语 

GB/T 34262 蛋与蛋制品术语和分类 

GB/T 20903 调味品分类 

GB/T 21725 天然香辛料 分类 

GB/T 10784 罐头食品分类 

GB/T 12728 食用菌术语 

GB/T 7635.1 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代码 第1部分:可运输产品 

GB/T 29372 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规范 

GB/T 31080 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规范 

GB/T 28843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1014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动物油脂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19301-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GB 25190-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GB 1964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19302-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3165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即食鲜切果蔬加工卫生规范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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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33456 工业企业供应商管理评价准则 

GB/T 40040 餐饮业供应链管理指南 

GB/T 28843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T 36088 冷链物流信息管理要求 

GB/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T 33300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要求（V1.0） 

 

3  术语和定义 

3.1  学校 School 

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和大学。 

3.2  食品原材料 Food raw materials 

加工制作食品时使用的原始材料。包括农产品与食品类。 

注1：农产品按照NY/T 3177《农产品分类与代码》，包括粮食及其副产品、油料及其副产品、果品、蔬

菜及其制品、香辛料、食用菌及其制品、饮料作物产品、糖料及其产品、家畜类、家禽类、鱼类、

虾类、蟹类、贝类、藻类等。 

注2：食品按照《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包括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

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

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食糖，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豆制品，蜂产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其他食品、食品添加剂等。 

3.3  供应商 Supplier 

向学校食堂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外部组织。供应商分为生产类供应商和经营类供应商。 

注3：生产类供应商：具备生产加工或种植、养殖条件的源头型企业，具备规范、必备常温、冷冻、冷鲜

仓储配送服务条件及服务团队直接服务学校市场的企业。 

注4：经营类供应商：不具备生产加工或种植、养殖条件，由生产加工企业或种植、养殖基地企业（或农

业合作社等）授权或直接签署一年期（含）以上供销合作合同的经销（代理）类型企业，具备规范、

必备常温、冷冻、冷鲜仓储配送服务条件及服务团队直接服务学校市场的企业（农产品类散货无

授权，或自大型农业批发市场长期采购的经销型企业，需提供12个月内第三方具备CMA/CNAS权威

检测报告，批发市场出具的或企业自检厂检报告不作为评审得分依据）。 

3.4  评价规范 Evaluation specification 

对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实施评价的管理办法、评价规则和打分制度，通过设立专家组进行文件评估、

现场审核、事后监督等形式，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有效性。 

3.5  评价等级 Evaluation rating 

依据供应商评价得分高低将供应商分为若干等级，本标准评定等级设定为七个星级，其中七星级为最高

等级，其它依此类推，一星级为最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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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食品安全 Food safety 

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4  评价原则 

4.1  合规性原则 

学校实施供应商评价时应遵守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和质量、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评价同时应遵

守学校自行建立的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所规定的要求。 

4.2  科学性原则 

应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全面、客观的评价供应商的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应科学地反映供应商高质

量建设的过程和价值实现。 

4.3  公平性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不同规模供应商一视同仁，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对供应商的评价过程

和结果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影响，评价机构应根据独立判断给出结果。 

4.4  系统性原则 

评价指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完整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定

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企业运营、食品安全、供应商与供应链管理相关标准选取。定量评价指标主要选取

有代表性的仓储能力、服务能力、服务年限等反映供应商服务特性的指标。 

4.5  实用性原则 

评价设置的指标符合学校用户特点，评价指标覆盖范围全面、详尽，满足学校对供应商选择入围控

制、过程监督、事后评价等实际需要。 

 
5  评价指标 

5.1  基本要求 

5.1.1  供应商向学校食堂供应、配送食品原材料的供应过程，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企业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1.2  企业满足经营的合法性要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经

营许可，向采购方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5.1.3  企业近三年内未发生质量、安全、环境、公共卫生等重大责任事故，未受到政府相关行政处罚。 

5.2  资质要求 

5.2.1  生产类供应商 

5.2.1.1  企业应具有《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 

5.2.1.2  清真类产品供应商，企业应有清真类生产资质，产品应具有清真标识。 

5.2.1.3  生鲜畜禽类产品（非调理）供应商，企业应具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畜禽定点屠宰许

可证》。 

5.2.2  经营类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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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企业应具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仅销售食用农产品的，不做要求，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的，需要备案），应获得生产企业授权或1年以上长期采购合同，能提供生产企业的相关资质。 

5.2.2.2  清真类产品供应商，企业应有生产企业的授权，产品应具有清真标识。 

5.2.2.3  生鲜畜禽类产品（非调理）供应商，企业应获得生产企业授权或1年以上长期采购合同，能提

供生产企业的相关资质。 

5.3  企业生产运营服务 

5.3.1  通用要求 

5.3.1.1  有熟悉业务的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且人数与企业规模相匹配。 

5.3.1.2  建立有组织机构，机构管理职责明确，有食品原材料采收、储存、生产、运输及质量管理等相

关制度并保留定期检查和控制措施的记录。 

5.3.1.3  企业成立时间超2年。 

5.3.1.4  企业年度人员社保缴纳人数超过4人。 

5.3.1.5  企业有服务同类单位业绩（适用时）。 

5.3.2  生产类供应商 

5.3.2.1  企业应有稳定的生产地址。 

5.3.2.2  企业应具有生产基地，可独立完成食品原材料生产。食用农产品供应商具有种养殖基地。 

5.3.2.3  企业应根据生产的食品原材料类别配置相应的检测仪器，具备规范的检验规程和品质检验记

录。 

5.3.2.4  企业应对生产的食品原材料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测。无法自行检测时，根据风险评估，应交送

外部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5.3.3  经营类供应商 

5.3.3.1  应有稳定的经营地址。 

5.3.3.2  产品经营类供应商应与生产厂家、基地（农户）签订稳定供货合同（或厂家授权协议），食品

原材料供货渠道稳定。 

5.3.3.3  企业应根据经营的食品原材料类别配置相应的检测仪器，具备规范的检验规程和品质检验记

录。 

5.3.3.4  企业应对经营的食品原材料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测。无法自行检测时，根据风险评估，应交送

外部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5.3.4  仓储管理 

5.3.4.1  企业应具有履行供应合同所必需的仓储、场地等设施，仓储容量面积超100平方米（含）。 

5.3.4.2  仓库符合卫生防疫部门的相关要求，符合国家消防安全规定的消防设施。 

5.3.4.3  隔断墙体应封装到顶并有防盗设施；门窗完好、无漏雨、具有防鼠防虫设施设备等。 

5.3.4.4  仓储库区环境整洁，达到食品原材料库房规范，地面坚固平整，照明设备齐全。 

5.3.5  物流服务 

5.3.5.1  送达能力，评价供应商送货到采购方，承诺可将货物分配送达的地点。 

5.3.5.2  响应周期，评价供应商承诺接到采购方订单后，确认货物送达采购方指定地点所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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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  运输能力，评价供应商配备的与供应产品相适应的运输车辆及运力。清真食品的运输车辆应

当保证专用或有效分隔，不得与清真禁忌食品或者物品混合运送。 

5.3.5.4  配送范围，评价供应商承诺可以配送的范围，以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单位，每个行政区得分累

计。 

5.3.6  信息化管理 

5.3.6.1  企业应在生产和经营、管理和决策、市场和销售等各方面全面应用信息技术，建设信息网络

与信息系统，通过对信息和知识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服务于企业发展目标，提高企业竞争力。 

5.3.6.2  业需要投入资金、软硬件、人力资源进行信息化建设。 

5.3.6.3  企业具备操作、使用信息化管理的员工。 

5.4  产品品质安全 

5.4.1  生产类供应商 

5.4.1.1  企业所提供的食品原材料保证符合确定的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交付产品完整，无破损、

无污染，品质条件符合采购单位验收标准。 

5.4.1.2  企业应配备实验室，提供批次产品出厂检测合格报告。每年提供年度型式检测报告，产品报

告封面应印有CMA和（或）CNAS标识，自供应之日往前推算一年以内有效。 

5.4.1.3  生产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中毒程序及模

拟召回演练，购买食品安全保险。 

5.4.1.4  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配备追溯管控软、硬件系统，确保所供应产品可有效追溯。 

5.4.1.5  由学校采购方负责商品的验收，验收时可采用抽检方式检查，抽检比例为每次商品总数量的1

0%，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认同学校采购方的检验程序、方法及检测结果。 

5.4.1.6  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适用时） 

5.4.1.7  企业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适

用时） 

5.4.2  经营类供应商 

5.4.2.1  企业所提供的食品原材料保证符合确定的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交付产品完整，无破损、

无污染，品质条件符合采购单位验收标准。 

5.4.2.2  企业提供所供应产品、生产厂家授权一致的产品质检报告，产品报告封面应印有CMA和（或）

CNAS标识，自供应之日往前推算一年以内有效。 

5.4.2.3  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员，建立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购买食品安全保险。 

5.4.2.4  企业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配备追溯管控软、硬件系统，确保所供应产品可有效追溯。 

5.4.2.5  由学校采购方负责商品的验收，验收时可采用抽检方式检查，抽检比例为每次商品总数量的1

0%，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认同学校采购方的检验程序、方法及检测结果。 

5.4.2.6  企业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适用时） 

5.4.2.7  企业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适

用时） 

5.5  企业可持续发展 

5.5.1  社会责任 

5.5.1.1  企业建立、执行员工权益保障的制度，切实保障员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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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企业应与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5.5.1.3  企业应遵守国家规定，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5.5.1.4  企业依据具体工作业务和工序购买业务相关的交通事故、人身伤害、工伤等方面保险。 

5.5.1.5  企业为员工配备个人劳保用品。食品加工企业应在食品加工过程中配备人体防护及安全生产

所需工服，保障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 

5.5.1.6  企业获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适用时） 

5.5.2  绿色环保 

5.5.2.1  企业建立、执行环境保护的制度，践行环境保护。 

5.5.2.2  企业配备环境保护设施设备。 

5.5.2.3  企业落实餐饮反浪费的要求。 

5.5.2.4  企业建立、执行垃圾分类处理制度。 

5.5.2.5  企业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适用时） 

5.5.3  企业诚信管理 

5.5.3.1  企业建立、实施诚信制度，维持企业诚信管理水平。 

5.5.3.2  企业运行诚信管理体系，进行从业人员诚信教育及考核，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记录

文件完整清晰。 

5.5.3.3  企业获得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体系认证或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适

用时） 

 

6  评价方法 

6.1  评价申请 

6.1.1  各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应积极开展高质量建设创建和评价。 

6.1.2  各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开展高质量建设后，按自愿原则向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提出评价申

请。 

6.2  评价人员 

6.2.1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组织评审专家组实施评价。 

6.2.2  评审专家由学校后勤餐饮单位、行业服务平台、团餐使用单位、食品原材料企业等相关专业人

员组成。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保证专家组能体现多方代表，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选择。 

6.2.3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建立由学校评审专家、行业协会评审专家、国家级行业权威专家形成的

评审专家库，实施评价时以随机抽取的形式选择专家组成员，保证专家评审的权威性、规范性、严格性。 

6.3  评价实施 

6.3.1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对申请单位提交的评价申请资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由首都保健营养

美食学会组织的专家依据本标准进行评价。 

6.3.2  评价过程以学校为服务范畴，以农产品和食品类产品为评价标的，以供应商针对学校食品原材

料供应保障工作的“食品安全、品质保证、服务能力、提能增效、公益环保”五方面能力为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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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食品原材料供应商评价按附录A进行。表A.1中“基本要求”各项指标为必备条件，量化指标满分

为100分。 

6.3.4  评价结果如“基本要求”项均符合要求，评分分值≥60分，视为评价合格，评价结果作为高质量

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星级认定依据。 

6.3.5  四星级（含）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必须有现场评价，由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派驻合

格的专家进行现场评价。 

6.3.6  最终的评定等级由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与采购使用单位共同决定。 

6.4  评价等级 

6.4.1  评分分值60-69分，评定为一星级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6.4.2  评分分值70-75分，评定为二星级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6.4.3  评分分值76-80分，评定为三星级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6.4.4  评分分值81-85分，评定为四星级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6.4.5  评分分值86-90分，评定为五星级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6.4.6  评分分值91-95分，评定为六星级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6.4.7  评分分值≥96分，评定为七星级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 

6.5  动态管理 

6.5.1  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评价实行动态管理制度，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复核。 

6.5.2  复核周期内，采用飞检、抽查等形式保证通过评价已获星级评级企业合格及管理水平提升。 

6.5.3  四星级（含）以上供应商，必须进行现场复核，由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派驻合格的专家进行现

场评价。 

6.5.4  复核时，对评价得分高于原等级的供应商进行评价等级升级，对评价得分低于原等级的供应商

进行评价等级降级。不再参加评价的供应商，取消其所获得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称号。 

6.5.5  认定为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后，供应商因自身原因发生经营、质量、食品安全等事故

或受到质量、食品安全等相关行政处罚的，由认定部门取消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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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评价指标表 

表A.1 高质量学校食品原材料供应商评价指标表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要求 分值 评价方法 

1 

资质要求 

企业满足经营的合法性要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经营

许可，向采购人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 

材料审核 

2 产品生产类供应商：具有《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 材料审核 

3 
产品经销类供应商：具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做要求；

仅销售食用农产品的，不做要求 
材料审核 

4 清真类产品供应商，生产类企业应有清真类生产资质，产品应具有清真标识 材料审核 

5 清真类产品供应商，经营类企业应有生产企业的授权，产品应具有清真标识。 材料审核 

6 
生鲜畜禽类产品（非调理）生产加工供应商，应具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畜禽定点屠宰

许可证》 
材料审核 

7 
生鲜畜禽类产品（非调理）经营类供应商可提供生产企业资质，获得生产企业授权或1年以上长

期采购合同。 
材料审核 

8 企业近三年内未发生质量、安全、环境、公共卫生等重大责任事故 材料审核：企业提供信用中国网站出具的信用报告 

9 

经营要求 

应有稳定的生产、经营地址 1 现场检查，具有稳定经营地址得1分 

10 

生产类供应商应具有生产基地，可独立完成食品原材料生产 

3 

具有生产基地得2分，生产时间大于等于二年得1分 

产品经销类供应商应与生产厂家、基地（农户）签订稳定供货合同，食品原材料供货渠道稳定。 
提供稳定供货合同或厂家授权协得1分，每增加1个授权

价1分 

11 企业应根据食品原材料类别配置相应的检测仪器，具备规范的检验规程和品质检验记录。 2 有实验室得1分，有批次检验报告得1分 

12 
企业应对食品原材料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测。无法自行检测时，根据风险评估，应交送外部有资质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1 提供外检报告得1分 

13 
建立有组织机构，机构管理职责明确，有食品原材料采收、储存、生产、运输及质量管理等相关

制度并保留定期检查和控制措施的记录。 
3 

提供符合实际的企业组织架构框架得1分； 

提供食品原材料采收、储存、生产、运输及质量管理等

相关制度文本得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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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定期检查记录、控制措施记录得1分。 

14 有熟悉业务的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且人数与企业规模相匹配。 1 现场询问，有熟悉业务的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得1分 

15 企业成立时间超2年。 2 超过2年得1分；每超5年加0.5分。 

16 企业年度人员社保缴纳人数超过4人。 3 超过4人得1分，后续每增加1人得0.5分。 

17 企业有服务同类单位业绩（适用时）。 3 
具有服务同类单位（学校）的业绩得1分，每增加1个学

校加1分 

18 

仓储管理 

企业应具有履行供应合同所必需的仓储、场地等设施，仓库符合卫生防疫部门的相关要求，以及

符合国家消防安全规定的消防设施； 
5 

生产类供应商必须配备仓库，肉类供应商必须配备冷冻

库， 

无配备不得分。仓库无租赁合同或房产证明不得分。 

提供租赁或房产证明得1分 

库房面积1000㎡以上4分，500㎡~1000㎡3分，100㎡~5

00㎡2分，100㎡以下1分 

19 
隔断墙体应封装到顶并有防盗设施；门窗完好、无漏雨、具有防鼠防虫设施设备等。 3 

现场检查，隔断墙体完整封装得1分； 

配备防盗设施得1分； 

场地门窗完好、无漏雨、具有防鼠防虫设施设备得1分 

20 

库区环境整洁、达到食品原材料库房规范，地面坚固平整，温度控制、照明设备齐全。 4 

现场检查，库区环境整洁、达到食品原材料库房规范得

1分；规章制度上墙得1分 

库区地面坚固平整，照明设备齐全得1分、具有温度控

制设施得1分 

21 

物流服务 

送达能力，供应商送货到采购人（学校），承诺可将货物分配送达的地点。 3 

送货到采购人（学校），承诺可将货物分配送达地点：

食堂档口得3分， 

各食堂库房得2分， 

中心库房得1分。 

22 

响应周期，统计供应商承诺接到采购人（学校）订单后，确认货物送达采购人（学校）指定地点

所用时间。 
4 

供应商承诺接到采购人（学校）订单后，确认货物送达

采购人（学校）指定地点所用时间：12小时4分，24小

时3分，48小时2分，72小时1分，不确定0分。 

23 

运输能力，计算供应商具备的运输车辆及运力。清真食品的运输车辆应当保证专用或有效分隔，

不得与清真禁忌食品或者物品混合运送。 
5 

自有车辆1分/辆，最高3分。长期租赁（1年以上）车辆

0.5分/辆，最高3分。车辆具有温控设施、具备GPS定位，

1分/辆，最高2分。与专业物流配送公司合作，合作用

车超过5辆（含）得3分。使用临时车辆不得分。清真食

品与清真禁忌食品或者物品混合运送不得分。 

24 配送范围，供应商承诺可以配送的范围，以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单位，每个行政区得分累计。 5 
供应商承诺可以配送的范围，以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单

位，每个行政区计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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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息化 

企业具备采购、生产、经营、销售、供应商管理、供应链管理、客户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化管理

能力。 
1 配备有信息化系统得1分。 

26 企业具备操作、使用信息化管理的员工。 1 具有信息化能力的人员得1分。 

27 

产品品质 

供应商所提供的食品原材料保证符合确定的品质标准。 7 

现场产品验收合规得3分 

采购学校验收记录中无不合格记录的2分 

一年内无学校食品原材料品质投诉得3分 

28 

供应商供应食品原材料时应提供与所供应产品一致的产品质检报告，产品报告封面应印有CMA或

CNAS标识，自供应之日往前推算一年以内有效。 
5 

随机抽查五份供应商供应食品原材料时随产品提供的

质检报告，无缺项得5分，缺1项减1分， 

无法提供不得分。 

29 

由学校采购方负责商品的验收，抽检比例为每次商品总数量的10%，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供

应商认同学校采购方的检验程序、方法及检测结果。 
6 

配合学校实施检测得2分 

抽检量符合要求得2分 

支付检测费用得2分。 

30 

食品安全 

企业应任命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具备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4 
配备食品安全员得1分，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得1分； 

建立、执行食品安全三级防控制度得2分 

31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配备追溯管控软、硬件系统，确保所供应产品可有效追溯。 2 

提供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方案、实施计划等得1分； 

提供采收、储存、运输、检测等可证明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有效运行的信息、记录得1分 

32 

企业对供应商实施监督管理，可以保障食品安全。 5 

建立供应商监督管理制度得1分， 

提供供应商资质文件得1分， 

实施供应商资质审查记录得1分， 

实施供应商考核记录得2分 

33 
企业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 3 

获得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得2分，同时获得2个认证，

得3分 

34 

社会责任 

企业建立、执行员工权益保障的制度，切实保障员工权益。 2 
建立职业健康安全保护的制度得1分，执行职业健康安

全保护制度记录清晰得1分。 

35 企业为员工配备个人劳保用品。 2 
现场检查配备个人劳保用品得1分，劳保用品发放记录

清晰的1分。 

36 
企业获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 2 

获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

得2分。 

37 

绿色环保 

企业建立、执行环境保护的制度，践行环境保护。 2 
建立环境保护的制度得1分，执行环境保护制度记录清

晰得1分。 

38 

企业配备环境保护设施设备。 2 

现场检查配备环境保护设施设备得1分，环境保护设施

设备使用记录清晰、环境保护设施设备维保记录清晰

得1分。 

 
企业落实餐饮反浪费的要求 1 

现场检查，企业实施餐饮反浪费制度，悬挂张贴宣传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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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立、执行垃圾分类处理制度 1 

现场检查，企业建立、执行垃圾分类处理制度，垃圾

处理记录完整清晰。 

39 
企业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 2 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得2分 

40 

企业诚信 

企业建立、实施诚信制度，维持企业诚信管理水平。 1 建立企业诚信的制度得1分。 

41 企业运行诚信管理体系，进行从业人员诚信教育及考核，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记录文

件完整清晰。 
1 现场记录完整清晰得1分。 

42 
企业获得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体系认证或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 2 获得诚信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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