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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外送服务与管理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行业发展现状

2024 年餐饮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全年餐饮收入达到

55718 亿元，同比增长 5.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为

15298 亿元，同比增长 3.0%。餐饮外卖服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2023 年我国餐饮外卖市场规模约 1.2 万亿元，占餐饮收入的比

重升至 22.6%。外卖平台的骑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外卖骑手已超 1000 万人。

（二）制修订必要性

近年来，餐饮企业外送服务发展迅速，为消费者提供了服

务便利，为餐饮企业拓展了业务范围，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餐饮外送服务规范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根据《网络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为指导和规范餐饮外送服务，

有必要制定《餐饮外送服务与管理要求》。

（三）任务来源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商务领域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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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计划项目的通知》（商办建函〔2024〕347 号）明确，中国

烹饪协会牵头起草《餐饮外送服务与管理要求》行业标准。

（四）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餐饮外送服务与管理要求》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烹

饪协会、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达势腾飞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金拱门（中

国）有限公司、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福州塔斯汀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杨柳、吴颖、刘帅、郭新伟、赵崔华、李如

海、朱丽萍、默杨、姚微霞、王安忆、张磊、张旸、宋晓丽。

（五）主要工作过程

1.2024 年 5 月 13 日，中国烹饪协会组织起草组参加商务部

组织的行业标准答辩工作。

2.2024 年 6 月 13 日收到《商务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24 年

第二批商务领域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组织起草单位开

始标准文本起草工作。

3.2024 年 6‒7 月，起草组多次组织线上、线下工作会议，

综合考虑标准适用的广泛性和实用性原则，借鉴国内餐饮外送

管理的相关法规和餐饮企业及平台的操作方法，起草完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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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7 月 8 日，提交标准初稿。

4.2024 年 7‒10 月，起草组多次根据商务部服贸司意见进

行研究，并对部分餐饮门店及平台企业进行调研，持续完善标

准文本。

5.2024 年 10 月，商务部服贸司就标准文本征求了有关部门

意见。

6.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3 月，根据商务部服贸司和相关

部门反馈的意见，组织起草组会议进行研讨，完善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修订原则和内容

（一）制修订原则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要求，

为充分保护餐饮服务单位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部分条款要求

高于或等同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1.适用性

标准起草组包括餐饮外卖平台企业、餐饮外卖自配送企业、

线上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充分采纳各方意见，具有较高的普遍

适用性。

2.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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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食品安全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31654）中对于餐饮外送环节的相关规定，保证标准内容与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协调一致，并对相关内容提出了技术要求。

（二）主要制修订内容

标准内容涵盖餐饮外送主要环节，包括：送餐人员要求、

食品制备要求、外送前准备要求和外送服务要求。

1.标准的适用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自建平台和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台（以下简称“第三方平台”）的餐饮食品外送操作。

由于订单方式、打包方式及配送工具、配送时间等多重差异性

因素，本规范不包括第三方平台的跑腿代购业务及中央厨房和

集体用餐单位的送餐服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所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

4806.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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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54）、《外卖餐品信息描述规范》（GB/T 40041）。

3.标准的术语和定义

3.1 标准中“外送”是指消费者通过第三方平台等渠道订购

餐饮食品，并由送餐人员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同时，在单客

点单的基础上，增加包括企事业单位、机构、社区等直接向企

业门店订购多份餐饮食品，直接外送给消费者的情况。

3.2 标准中“外送箱”是指用于盛放需外送的餐饮食品，在外

送过程中能防止食品受到污染及满足保温等要求的密闭容器，

含外送包。根据食品的需要，可以是带有温控措施的工具也可

以是常温的密闭容器。

4.基本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及相

关规定，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及平台企业不断落实食品安全、

反食品浪费及安全生产的相关要求，并且培训员工。外送餐饮

食品应与堂食餐饮食品的质量保持一致。

5.技术要求

为了保障餐饮外送食品的安全和品质，从参与食品外送活

动的送餐人员、外送食品制备要求、外送前准备要求、外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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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求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技术规定。

5.1 送餐人员要求

考虑到与食品接触的可能性，标准提出参与餐饮外送服务

的企业应建立送餐人员健康管理制度，直接接触入口食品的送

餐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从“企业对配送人员的要求”“配送人员

主动上报”两个方面，关注配送人员健康状况。要求送餐人员有

身体不适时，应按规定主动向主管人员报告。在送餐人员患有

发热、腹泻、呕吐等症状时，应主动上报主管人员并暂停外送

工作，待疾病治愈后方可重新参加食品外送工作。

为减少外送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将食品能够快速安全

地交付给消费者，企业应定期对送餐人员进行适当的食品安全、

个人卫生、服务礼仪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

送餐人员上岗时应保持个人卫生，并保持着装整洁；鼓励

送餐人员熟悉送餐范围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外送前送餐人

员应检查运输工具情况，确保其符合当地相关的交通管理规定

及安全规范。外出送餐时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如佩戴好安全

头盔等。在特殊天气如雨天，宜有相应防护工具。

5.2 食品制备要求

外送食品制备企业应按照 GB 31654 的要求制备食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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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遵守《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鼓励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不断落实反食品浪费要求。鼓励

企业提供“小份饭”“小份菜”等菜品规格供消费者选择。鼓励自

有平台及第三方平台，通过平台页面、外卖包装等渠道提示消

费者减少食品浪费。

时间和温度都是影响食品安全和质量的重要因素，外送食

品制备企业应控制食品的烹饪时间，烹饪后的食品应及时供应，

不应长时间放置。委托第三方外送平台送餐时，委托企业和被

委托企业应约定取餐和送餐时间的相关要求，以确保餐饮食品

烹饪熟制后至食用的间隔时间（食用时限）符合 GB 31654 的

要求。

5.3 外送前准备要求

外送前的食品已经为待食用状态，食品安全的控制尤为重

要。参与外送前准备且与外送食品直接接触的人员应洗手消毒。

配送使用的外送箱应保持清洁消毒。

外送食品应做好防护，避免送餐过程中受到污染。随着科

技发展，食品包装材料和形式也在不断更新，企业应使用无毒、

清洁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相关产品应符合 GB 4806.1

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鼓励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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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解的食品包装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外送食品宜使用外

卖封签等防护措施。

外送准备完成后，送餐人员对订单内容复核无误后尽快将

外送食品放入外送箱内并立即关闭外送箱门（盖）进行配送，

避免食品在室温下存放造成温度波动，影响品质。配送有保鲜、

保温、冷藏或者冷冻等特殊要求的食品时，企业应采取能保证

食品安全的贮存、运输措施。

5.4 外送服务要求

为避免烹饪好的食品放置过长时间，送餐人员应在预计的

时间内抵达餐厅取餐。取餐后，在外送的过程中，如出现交通

管制、交通事故等特殊情况应及时与消费者沟通。

食品在配送时应避免被挤压，对于在外送过程中容易引起

外观变形等质量问题的食品宜单独存放。

为保障食品安全，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送餐人员应随身

携带外送箱送餐或从外送箱中取出食品后送餐。如外送箱无法

随身携带，应在取餐后随手扣盖，宜将外送箱上锁。

随着智能取餐柜广泛应用，为更好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在

遇到公共卫生事件等情况下，送餐人员宜与消费者沟通采用无

接触配送方式，将外送食品放置在智能取餐柜或其他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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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食品为现制现售品，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避免食品浪

费，应及时食用，不鼓励长时间存储。送餐人员宜用适当方式

提醒消费者尽快食用，适当储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三、与国际、国内有关法规和标准水平的比对分析

无。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遵照并引用 GB 31654 中食物制备和外送环节的要求，以

及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细化了外送环节的行业操作规

范。引用并执行 GB 480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对于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六、实施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

出市场时间、实施标准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分析，以及

根据这些因素提出的标准实施日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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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七、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无。

八、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餐饮业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促消费、惠民生、

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制定《餐饮外送服务与管理要求》，是完

善餐饮领域标准体系、引导餐饮外送服务规范发展的具体举措，

有利于提升餐饮外送服务水平，扩大餐饮消费，增强人民的幸

福感，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