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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厨房服务指南》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产生长期巨大的影响，在客观上加速

了世界信息化、数字化的进程，加快了科技升级融合、产业变革和服务创新的速度。传

统餐饮行业在其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共享厨房成为了新形势下餐饮业的下一个风口。

为加快共享厨房的发展速度，使其更好的适应行业需求，结合我国节粮减损的要求，

修改转化国际标准。本文件的修改转化旨在满足共享厨房服务所需的安全和质量相关的

原则、流程和服务提供方面、信息安全与保护内容，并为共享厨房服务的评估和持续改

善提供了指导建议。填补了共享厨房服务标准的空缺，完善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标准体系

建设。

本文件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行业的服务水平，加强与食品配送平台的合作，有利于

餐饮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交易成功率，降低生产企业产品库存、减少固定资金

投入，实现精确化、准时化生产，减少存货，降低流动资金使用量，而且能保证销售，

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更好推动餐饮行业的发展，为我国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二、工作情况简述

（一）任务来源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标准立项指南，提出“积极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和社

会事业等领域国家标准全覆盖，不断提升服务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国家标准制定力度”，

围绕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环节、关键要素等，补充纳入制止餐饮浪费相关条款。本文件

由商务部提出并归口，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组织起草。

（二）工作过程

1、立项阶段

2023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

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共享厨房服务指南》（计划编号：20232386-Z-601）

获得立项。

2、启动和编制阶段

2024 年 1 月—4 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开征集起草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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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并成立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4 月-6 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组建起草组进行文本编

制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7 月，完成《共享厨房服务指南》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草案的起草工

作，在国家标准化业务管理平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微信公众号

和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括：

1、

2、 。

3、 。

4、 。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依据以下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及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

文件起草规则》的相关要求制定《共享厨房服务指南》（计划编号：20232386-Z-601）

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2、修改采用原则

按照修改转化的原则，同时结合国内总体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标准化指

导性技术文件；处理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技术性差异，并清楚地标明这些差异以及解释

其产生的原因，允许包含编辑性修改。修改采用不包括只保留国际标准中少量或者不重

要的条款的情况。修改采用时，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文本结构上应当对应，只有在不

影响与国际标准的内容和文本结构进行比较的情况下才允许改变文本结构。

3、通俗性原则

为准确表达《共享厨房服务指南》的原则，结合国内总体情况。在标准起草过程中，

一般采用直译方式，语言表述方面忠实原文，但由于中英文表达习惯不同，过分拘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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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的语句和用词，可能造成语言生涩费解，因此对某些内容做了适度的编辑性修改，

对部分内容进行了编译，以便更好地适应我国的语言习惯，以增加标准的可理解性。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共享厨房服务指南》（计划编号：20232386-Z-601）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依据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

化文件起草规则》的相关要求翻译起草，本文件编制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为修改采用 ISO IWA 40:2022《共享厨房服务指南》，补充我国现行标准 GB/T

39451《商品无接触配送服务规范》、GB/T 40040 《餐饮业供应链管理指南》、GB/T 40041

《外卖餐品信息描述规范》作为引用标准，保证标准的通用性。同时结合我国节粮减损

的要求，补充相应内容。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文件在提供相关服务的同时强调信息安全与防护，并强调质量控制与改进。通过

本文件的实施，可以发挥的作用和获得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本文件发布之后，有利于保持共享厨房服务高效有序地进行，减少食品加工环

节的浪费，实现共享厨房的可持续发展，使其更好适应行业发展。

——本文件的实施，为继续修改转化 ISO 共享厨房服务指南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确

定有关服务原则、相关服务流程，完善信息安全与保护以及质量控制方面的内容，有助

于提高服务质量。

五、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不存在冲突问题。

六、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七、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享厨房服务指南，本文件对于

丰富我国共享厨房服务，满足节粮减损要求，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有助于提升我国共

享厨房服务方面的管理水平，建议发布后即实施。

建议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通过论坛、研讨会、培训等形式向相关企业开展《共

享厨房服务指南》国家标准宣贯活动和标准解读，提高相关人员对本文件的认知，使有

关人员拥有标准、了解标准、熟悉标准和执行标准，并对标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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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记录。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