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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外卖管理模式初探
周海燕
合肥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外卖”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高校围墙也挡不住“外卖”浪潮的冲击。“外卖”满足
了在校大学生餐饮多样性需求的同时，也给校园的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卫生环境、治安环境等来一定的负面
影响。高校面对“外卖”的冲击，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各不相同的。本文从利弊分析、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动等
方面，探讨如何消除“外卖”给校园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实践的角度探讨利用“外卖”之力推动高校后勤改
革，推动校园安保上层次。
【关键词】  高校 外卖 管理

网上订餐、特别是手机订餐 APP 的出现，使得餐
饮服务摆脱店面所在地域的束缚，具备了跨“区域”
竞争的能力。外卖改变了社会的传统餐饮方式，满足
了人们餐饮多样性需求，让更多人享受美食的同时，
节省了消费者时间，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高校是开
放的校园，且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知识、
乐于尝试新事物。外卖一经出现，立即被大学生当做
是学校食堂传统供餐方式的有益补充，但由于外卖给
校园管理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管理者对外卖服务的
不同态度，使得外卖在校园遭遇种种尴尬。

一、外卖给校园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是满足学生饮食多样性的需求。学生食堂一般

设置在校内离学生宿舍区比较近的地方，目的是为了
给学生的生活带来方便。学校对入驻食堂的商家按严
格的程序进行招标，还有一整套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再加上日常的监督管理，基本上确保了校内食堂的食
品安全。同时，因食堂经营者有固定的客户——学生，
利润基本上得到了保障，所以经营品种基本上是以年
为单位固定不变，加之食品加工者创新不足，由于各
种原因，大学食堂菜被大学生戏称为“第九大菜系 ”，
其特点“丑、贵、少”，且基本与美味绝缘。即使有的
食堂有所改观，但天天吃同样的饭菜也会让学生乏味。
外卖的出现，学生可以跳出校园食堂菜谱限制找到想
吃的饭菜、跳出食堂经营时间的限制随时都有“热”
饭吃、跳出食堂圈定地点限制随地都有饭吃，满足了
学生饮食多样化的需求。 

二是节约学生的时间。学生食堂在就餐高峰期时，
座位不足，“美味”食品窗口排队要长达十五分钟以上；
去的晚了又可能会遭遇食品变凉或菜品不足的缺憾。
面对这种现状，生病学生、考研学生、参加社团活动
学生以及正在做试验一时离不开的学生，只能吃泡面
或者饿着肚子继续坚持。外卖的出现，这一现状得到
极大的改善。外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时效性，学生
点外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外卖可以在约定时间内将饭
菜送到购买者指定的地点，既免去了食堂排队之苦，
又让学生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就餐时间。

三是促进高校食堂改革。外卖的出现，冲击了食
堂原有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那种“我做饭你来
吃，我定价你来买”，否则，学生就要走出校园去吃东
西，或者周末才能改善伙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外
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学生食堂的经营者的目的也是
为了逐利，当相同目标的经营者为了争夺学生这个消
费市场时，比拼的就是饭菜的质量、价格、商家的服
务。校园食堂经营者为了生存，就要正视与外卖的竞争，
想要在竞争中不败，就必需要提升饭菜质量、增加饭
菜品种、改进供餐方式、延长供餐时间、改善服务态度，

同时要根据学生的口味需求、用餐方式、用餐时间等
个性化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四是减轻了校门口流动摊点等综合治理的压力。
学校所在的位置，历来是流动摊点云集之地。每当夜
幕降临、市容工作人员下班的时候，这些流动摊点云
集高校大门口，堵塞交通，学生进出校门不得不在各
摊点间穿梭，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这些流动摊点没有营
业执照，出售的食品也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检验、检疫，
这样的食物对同学们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
威胁，且有的摊点携带煤气罐现场操作，有爆炸的危险，
影响过往行人及学校的安全；这些流动摊点在每天收工
之后，地上只剩下极难清除的餐余垃圾，影响市容及
校园周边环境。这些隐患，已成为学校乃至当地市容
久治不愈的顽症。外卖的出现，使学生对大门外流动
摊点的热情极速下降。由于利润的减少，学校大门周
边流动摊点的数量也在减少，使得综合治理压力得以
缓解。

五是给学生勤工助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外卖刚
一进入校园，给校园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各学
校对外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如 :2015 年《北京青年报》 
记者调查了京城 18 所知名高校，发现至少有 8 所禁止
外卖进入校园。为此，有的学生就抓住了外卖派送的
商机，加入外卖派送的队伍，以自己购买的名义，绕
过学校的规定，将外卖带入了校园，完成外卖派送的
最后一段路，以此来赚取派送费。有的学生复制外卖
派送模式，衍生出了校园快递代取、水果代买、食堂
饭菜代购等新时期勤工助学的“新”招。

二、外卖给校园带来的负面效应
作为外卖商家，效率和利润是其第一位的追求。

为了保障能从校内食堂经营利润中分出一杯羹，势必
会使用各种手段来“争夺”校园学生客户。由此，必
将给校园的管理带来负面影响。 

（一）食品安全隐患。为了和食堂比拼价格，餐饮
外卖商家想方设法从原材料采购、食品加工、店面租金、
国家税收等方面降低成本。有的外卖商家为了降低成
本，根本不租实体店，只有一个小小的食品作坊。食
品卫生躲过了监管部门定期及不定期的检查，其质量
只能靠商家的自律来控制，时间长了，思想懈怠，加
工场地就变成了污水横流、油污满地的“苍蝇、蟑螂、
老鼠馆子”；同时，外卖为了派送方便，很多餐盒都是
塑料制品，有的不符合卫生标准，且餐盒本身就含有
毒性，其毒性通过盛装的食物传递到学生体内，直接
危害学生的身体健康。建议学生能不点外卖的坚决不
点，就算是点了外卖，在选择外卖的供应商时要仔细
斟酌。

（二）交通安全隐患。一些手机 APP 订餐商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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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点餐时是有约定送达时间的，送餐速度也是送外
卖人员拿到派送费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外卖的派
送速度是越快越好，摩托车、燃油助力车及电动车是
外卖的首选派送工具。外卖派送人员为了拿到更多业
务，有的在送外卖的路上，还在抢单。大多数学生点
外卖的时间是放学时间或者下课时间，校园道路上人
流量大。在校园内边骑车边看手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电动车、无牌无证的燃油助力车不需强制买保险，发
生交通事故后，有的选择逃逸，给事故的处理造成一
定的麻烦，有的即使没逃逸，因其无保险，后续问题
的解决仍很困难。

（三）对校园环境的影响。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
方，是知识的殿堂。外卖的进入，派送人员的穿梭，
给宁静的校园生活带来一丝丝的喧嚣。外卖基本做到
了二十四小时随时送餐到指定地点，由于就餐人员的
不经意，卫生清洁的不及时，这就使得学生宿舍、教
学楼宇、体育场馆等校园的各个角落都随时可能会冒
出如塑料袋、塑料饭盒、一次性筷子等包装外卖的白
色垃圾及餐余垃圾。在宿舍中点外卖的同学，有的直
接将餐盒、剩饭剩菜留在寝室或公共楼道。由于打扫
不及时，这些垃圾不仅气味难闻，而且极易滋生细菌，
给公共环境卫生和个人健康带来伤害。

（四）对学生及其家庭的影响。一是滋生了学生懒
惰心理。天气恶劣时不想出门的学生及住在高楼离食
堂较远的学生，叫外卖是其懒惰心理在作祟，任其发展，
会助长其“少爷小姐”的好逸恶劳的习气， 助长懒散怠
惰之风，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二是减少了学生与
外界的交往。有的学生是因为迷失于网络而窝在宿舍，
外卖的出现使其仅有的在吃饭时与外界沟通的机会也
被剥夺了，长此以往，降低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养成
学生沉迷虚拟环境的不良习惯。三是给父母带来额外
负担。本来食堂的饭菜的价格与外卖的价格可能会持
平，但送餐上门，特别是恶劣天气的送餐上门，外卖
价格还要加上派送价格，使学生的生活成本增加。因此，
学生的家长既要担心学生在校学不好，还要承担额外
的生活费用。

三、高校不能禁止“外卖”的缘由
（一）高等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这就决定了高校

同社会并非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城市
的一个“命运共同体”，应相互理解和包容。也只有双
方做到了包容和理解，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
这就要求高校应主动融入社会，与所在城市一起成长。
然而，高校“禁外卖”，表明高校与城市之间存在情感
隔阂，需要双方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高校的校园是
开放的校园，其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毕业之
后，快速适应社会，将自己所学尽快的转化为生产力，
从而达到为社会服务目的。如果高校以为了学生健康
成长为由而限制外卖进校园，就好象学生的一门必修
课没有开设一样，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校后勤社会化服务应该接受外卖的挑战。
国内高校基本上都实现了后勤社会化服务，包括餐饮
服务在内的许多方面已经与社会实现了有效“接轨”。
且国家规定，高校食堂应该实行“零租赁”，就相关餐
饮服务价格而言，高校校园内的食堂饭菜价格与校外
市场上的饭菜价格相比，原则上应该更低；但由于监管
不足或竞争的不充分，高校内的食堂饭菜质量与社会
相比并无明显优势，甚至还要差一些，这就导致了一
些在校大学生对校内食堂饭菜的不满意。作为校内食
堂的经营者，虽然说也有市场化意识，但却并没有完

全跟上市场的消费需求。在不少社会饭店纷纷触网进
行网上配送外卖的今天，校内餐饮经营者却还墨守成
规、一如既往地坐在食堂里等顾客，全然无视社会的
变化和现代大学生消费习惯和需求的逐步转变。禁止
叫外卖折射出学校的虚弱，有利用权力“消灭”竞争
之嫌。

（三）学生有选择外卖的权利。大学生大都年满
十八岁，他们在大学期间一方面要学习知识，另一方
面也要学会做出各种人生选择，并承担相应的选择后
果。学生在哪里吃饭，吃什么饭是他们的自由，别人
无权干涉。高校不能以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和培养社
会责任感为由就剥夺学生叫外卖的权利，这于法于情
于理都说不通。 

四、高校面对外卖应有所作为
禁止不是办法，需求还在那里。面对外卖的多方

面影响，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聚集、智慧层次较高的地
方，高校应该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动，让外卖为学校
教育服务、为学校科研服务、为高校后勤社会改革服务，
最终达到为学生的“成长、成人、成才”服务的目的。

（一）立足现有条件把好入口关。高校是开放的校
园，对出入的人员逐个进行登记越来越困难，困难不
是放弃管理的理由。面对外卖，高校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把好入口关：一是集中精力于重点大门。如果校
园安保力量不足，可以对进出校园的大门进行合理规
划，部分大门规划为仅供行人通行，集中力量用于人
车均可通行的大门，加强对外卖人员特别是外卖车辆
的管理。二是善于借助物防、技防的力量。对仅供行
人通过的大门，可以采用限宽、抬高门坎、加装蛇形
通道等方式，限制外卖车辆从此进入校园；对外卖车辆
可以通行的大门，可以采用登记备案、进出刷卡、人
脸识别等方式，掌握外卖派送人员信息，并给外卖派
送人员规划派送线路、行车速度，对其中的违反者采
取口头警告、限制进入等措施。三是实行校内换乘。
在外卖可以进入的大门内设置外卖车辆换乘点，针对
驾乘摩托车、电动车、燃油助力车的外卖派送员，请
其换乘校方为其准备的免费自行车。这样，就可以降
低外卖车辆的车速，最大限度的确保校园交通安全。

（二）加大经费投入。加强校园道路改造，在新校
区设计或者老校区改造的过程中，应做好教学区、宿
舍区周边的道路设计改造，切实将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及人行道进行科学规划，能物理隔离的要物理隔
离（比如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道路规划在教学及
生活区外围 ；内部仅供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过），如无法
做到隔离，要在学生密集通过的线路，要加宽并抬高
人行道，将各道进行物理隔离，使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无法进入到人行通道，确保学生通行安全。加强学生
食堂的改造，将集中布局的食堂规划、改造为多点分
散布局，努力做到 2-4 幢学生宿舍有一个食堂及生活区，
方便学生就餐。增加后勤保障投入，加大校园各区域
保洁频度，确保学生宿舍、公共区域卫生随时有人维护，
时时保持清洁。加大安保力量投入，合理布局安保力量，
确保重要十字路口有安保人员值守，对外来不法人员
进行全程监控，对来校各类车辆违规、超速行为进行
及时制止，随时化解道路上的不安全因素。

（三）完善现有食堂餐饮服务。一要以学生为本，
提高服务质量。延长营业时间，增加花色品种、降低
食品价格、提升服务质量。可以采用一窗口多用的方
式，增加食品加工人员，变单窗口单经营方式为单窗
口分时段多家经营，确保单窗口既有早餐、中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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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经营上午茶、下午茶及夜宵，既增添了花色品种，
又增加了营业时间，满足了学生 24 小时多样化就餐的
需要。二要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餐饮需求，引导学生健
康饮食。食堂要发挥营养师的作用，为不同的学生群
体提供定制的营养套餐服务：对进实验室学生提供排毒
养颜营养食谱、对运动量大的学生提供能量补充食谱、
对考研类学生提供益智类营养套餐等，指导学生理性
消费，以此来适应学生的需求。三要有“互联网 +”思
维，及时更新服务理念。食堂经营者要改变那种“我
做好饭等你来吃”的陈旧观念，要利用现有外卖 APP
将食堂餐饮改造为校园互联网食堂，为学生提供网上
订餐、派送服务；根据学生课表，科学选址，在校园内
固定的地点统一提供配餐服务，减少学生奔波；为考研
学生、为社团活动学生、为校园加班老师提供“单独
订制”。四要动员全体师生员工参与监管，确保食堂食
品质量。将食堂监管制度公开，拿出一部分资金，鼓
励全体师生员工参与管理。如：举报食堂经营者不戴口
罩、收取现金、食品变质等违反食堂规定的行为，查
证属实后，扣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并将一半以上的扣
款用于奖励给举报者。通过这种方式，动员尽可能多
的师生员工参与食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四）多部门联动确保安全。针对校园外卖，学校
各部门要分工协作，并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联动，才
能确保校园安全。学生部门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在食

品安全教育中讲清外卖食品加工过程中可能的安全隐
患，在交通安全教育中讲清外卖派送车辆给校园带来
的交通安全隐患，在绿色环保教育中讲清外卖包装对
大自然的伤害，在感恩成才教育中讲清外卖给父母增
加的额外负担，让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养
成学生理性消费的习惯。就业指导部门要加强在校学
生关于外卖行业的创业指导：引导学生参与校园内的外
卖派送创业，用学生组织来占领校园派送市场，接力
完成校外外卖在校内派送的最后一段路，加快外卖的
送达速度，节约校外送外卖人员在校内找楼、等人的
时间，最大限度提高外卖派送效率，降低外卖给校园
带来的安全隐患。保卫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校园
管理：在重要路口设置岗亭，在重要时段增添值班人员、
加大校园巡逻密度，要求进校园送外卖车辆，设置明
显的声、光及外形标识，提醒周边学生注意安全，及
时消除外卖带来的不安全隐患。属地食品监管部门与
学校联动：对学生订餐比较多的外卖加工点进行定期及
不定期的食品安全检查，确保食品安全。交警部门加
强对外卖车辆的管理：加大对改装、无牌、套牌、无证
等车辆查处，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总之，外卖的出现，对高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高校决策者要站在与时俱进的高度，克服其缺点，发
挥其优势，借外卖进校园之机把高校改革推向深入，
使其为高校的教学、科研、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
［1］ 杨喆．校园网上商店物流配送模式及其方案研究［D］．大连 : 大连理工大学，2013．
［2］ 胡天娇 . 外卖移动平台的竞争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D］．商场现代化 2015（4）：41-42.
［3］ 肖凡 . 基于时间距离的外卖分析——以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大学生一为例［J］．经营管理者，2015（28）：

171.
［4］ 李鲁静 . 大学生网络外卖消费现状及发展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15（02）：33.

如表 1、表 2 所示，测得盐酸巴马汀的平均回收率
为 99.1%

RSD=2.4% ；盐酸小檗碱的平均回收率为 102.9%，
RSD=1.5%，结果表明本法回收率较好，准确度较高。

2.1.9 样品测定结果及限度
按上述方法测定三批样品，结果见表 3、表 4
如表 3、表 4 所示，三批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三、讨论
睡宝丹为某军区制剂，其中盐酸巴马汀与原酸小

檗碱是处方中黄连的特征性成分和主要的起效成分，
因此选用了盐酸巴马汀和盐酸小檗碱为对照成分。盐
酸巴马汀、盐酸小檗碱在 348nm 处有较强吸收，且阴
性在该波长下不干扰，所以本次实验选用了盐酸巴马
汀和盐酸小檗碱的混合标准液，且色谱峰分离度良好。

在薄层鉴别实验中，对首乌藤、远志、丹参、红
参共试液的制备选用的超声提取的方法，实验结构显
示，超声提取法操作简单结果可行。

表 3 三批样品中盐酸巴马汀含量测定结果

批  号 含量（mg.g-1）

150313 0.117

150512 0.117

150710 0.118

表 4  三批样品中盐酸小檗碱含量测定结果

批  号 含量（mg.g-1）

150313 0.42

150512 0.42

15071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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