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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背景下高校食堂的监管体系构建策略
张春溪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随着我国高校进一步扩招，大学生数量逐年上涨，为了给广大师生提供更好的餐饮服务，很多高校开始通过招标引进优质社

会餐饮企业，让这些企业来经营食堂，学校则是转变为食堂的管理者。高校要重视食堂管理，制定严格的招标制度，选拔社会口碑良好、

服务意识好的餐饮企业，对社会餐饮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全程监管，关注食堂食品安全、菜品定价、服务质量和原材料采购工作，为广大

师生提供好吃实惠的饭菜，提升食堂服务质量，解决师生的用餐问题，做好高校后勤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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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是高校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后勤部门要重视食堂

社会化转型，引进一些优质的社会餐饮企业来合作管理食堂，一

方面要把控好食堂食品安全，另一方面则是要合理监管菜品价格，

不断提升社会化食堂的服务质量。

高校后勤部门首先要制定公开、透明的招标制度，选拔社会

口碑好、资历雄厚的餐饮企业，拒绝“暗箱操作”；监管食堂原

材料采购，严格把控原材料价格和品质；定期对食堂菜品、后厨

环境和餐具进行抽样检查，确保食品安全，保障师生饮食安全；

建立服务监督体系，督促企业整改食堂用餐环境，创新菜品设计，

满足不同学生就餐需求；监督食堂菜品价格，菜品价格是师生们

都比较关注的话题，后勤部门要及时了解农产品、肉蛋奶类等视

频价格，对食堂定价监督，合理把控食堂菜品价格。

一、高校食堂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食品安全和菜品质量难以监管

高校食堂对外承包以后，学校由创办者转变为管理者，餐饮

企业成为了食堂采购、烹饪和销售的主要实施者，高校对食堂的

监管有所减弱，食品安全和菜品质量监管成为了工作难点。

高校食堂是师生主要用餐场所，关系着全校教职工的身体健

康，但是食堂社会化之后，一些餐饮企业处于利于考虑，采用一

些不新鲜的食材进行烹饪，菜品口感下降，再加上一些餐饮企业

不太重视后厨卫生和餐具消毒等卫生工作，食材保存条件不符合

卫生标准，很容易发生食物中毒事故，这给高校食品安全带来了

很大挑战。

（二）缺乏规范的食堂监督和管理机制

食堂社会化之后社会餐饮企业成为食堂的实际管理者，个体

餐饮企业缺乏团体用餐管理经验，对高校食堂管理比较混乱，个

别餐饮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略对食堂服务、菜品质量、食

材采购和保存等管理，这也影响了社会化食堂的管理和发展。

例如很多高校社会化食堂缺乏规范的食材采购和保存制度、

检验检疫流程和后厨卫生安全标准等，这给一些经营者提供了“打

擦边球”的机会，一些高校食堂出现了卖隔夜饭菜、餐具清洗和

消毒不到位，使用过期食材等问题，折射出社会化食堂监督和管

理制度的缺失。

（三）食堂公益性和企业利益难以平衡

高校食堂社会化过程中也存在竞争和垄断，一些餐饮企业在

主要是为了垄断高校食堂而参与竞标，垄断高校食堂以后可以控

制菜品价格，把企业经济利益放在了首位，这和高校食堂服务和

公益性质相背离。

高校食堂是师生用餐的首选，很多餐饮企业竞标成功后，迅

速提升菜品价格，降低了菜品质量，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甚至一

些经营者存在以次充好、采用劣质或过期材料的问题，高校为了

保障食堂的正常供餐，只能受制于企业，高校食堂公益化经营和

餐饮企业之间的利益追求难以平衡。

二、社会化背景下高校食堂的监管体系框架

（一）服务质量监督

服务质量是高校社会化食堂的“金字招牌”，它包括了就餐

环境、菜品设计和服务意识等，高校要从这几个角度对社会化食

堂进行考核和监督，为本校师生提供更为优质的用餐体验。例如

高校可以定期和不定期的安排后勤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学生团

体等对食堂进行联合检查，检查食堂环境卫生、厨房油烟设备和

卫生，菜品设计等，督促餐饮企业提升服务质量。

（二）食品安全监督

食品安全是社会化食堂的命脉，关系着全校师生的身体健康，

高校后勤部要重视食品安全监督，不定期组织后勤工作人员、校

医院工作人员、教师和学生代表等检查食堂后厨和仓库环境，并

对各种食材、油烟设备和帮厨人员健康证等进行监督。后勤部门

要设立食品安全监督员，定期对食堂米面油、蔬菜瓜果和肉类等

进行检查，把控好食堂食品安全。

（三）原材料安全和价格监督

高校后勤部要加强对食堂原材料的监督，例如检查是否符合

卫生部门的检疫标准、是否是正规渠道采购等，督促餐饮企业采

购优质的原材料，把控好食品安全第一关。此外，后勤部门还要

监督食堂菜品定价，结合食品原材料价格变动进行监督，做好食

堂菜品定价公示。

（四）菜品定价监督

为了防止餐饮企业哄抬食堂价格，高校后勤部要加强对菜品

定价监督，新学期开学前和食堂承包企业进行沟通，把控好食堂

饭菜价格，为广大师生提供可口、安全、实惠的饭菜。后勤部门

要调研农产品、粮油和蔬菜等的市场价格，做到“知己知彼”，

控制好食堂饭菜价格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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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社会化食堂监管体系构建策略

（一）规范食堂承包招标制度，选拔优质餐饮企业

高校要规范食堂承包招标制度，寻找优质的社会餐饮企业，

避免学校内部工作人员的“暗箱操作”，公开、透明地进行招标工作，

选择多家餐饮企业进行合作，避免一家餐饮企业独大，鼓励多家

餐饮企业进行竞争，维持食堂饭菜价格的稳定。

首先，高校后勤部门要提高准入门槛，建立餐饮企业考核标准，

例如考察餐饮企业是否出现过食品安全事故、是否承接过高校食

堂业务等，对参与招标的社会餐饮企业进行全方位评估，深入到

餐饮企业进行实地考察，确保筛选出优质的餐饮企业。

后勤部门还可以在工商、卫生等政府部门网站上查询企业相

关信息，考察企业的资金情况、运营情况和食品安全资质等，挑

选一些社会口碑好的餐饮企业进行合作。

此外，高校要尽力多元化社会化食堂经营机制，督促各家餐

饮企业进行良性竞争，设立招标评审小组，听取餐饮企业对高校

社会化食堂经营的设想，确定好最终中标的餐饮企业。

（二）监督食堂原材料采购，合理控制食堂采购成本

原材料采购会影响高校食堂食品安全和服务质量，为了避免

餐饮企业以次充好和使用劣质原材料，高校后勤部门要监管食堂

原材料采购，合理控制食堂采购成本，这也是科学调控食堂涨价

的重要措施。

高校后勤部门可以安排专员监督餐饮企业原材料采购。一方面

是安排专员全程监管餐饮企业原材料采购，另一方面则是积极调研

当地农贸市场和超市的农产品、粮油米面和调味品等原材料的价格，

对比承包企业提交的菜品定价项目书，控制好食堂控制成本。

此外，后勤部门要联合财务部门对餐饮承包企业提交的原材

料采购账目进行核算，核算好教职工餐标、学生菜标准，核对各

种原材料采购价格是否符合市场价格标准，审核采购金额是否准

确，防止出现虚报采购资金和瞒报采购价格的出现，合理压缩和

控制食堂原材料采购价格，节省高校后勤支出，凸显出高校食堂

公益性的特征。

（三）定期检查食堂卫生，保证食品安全

高校后勤部门要定期对食堂卫生进行检查，主要是对后厨卫

生环境、帮厨人员健康状况、餐具卫生、油烟设备和食堂就餐环

境的检查，确保为师生提供安全、放心的就餐环境。

后勤部门首先要对后厨卫生环境进行检查，例如菜板、水池、

地面、灶台、油烟设备和刀具等是否卫生，是否每天进行清洗和

消毒，检查后厨用具表面是否存在生锈和霉斑，及时督促餐饮企

业进行更换和整改。

后勤部门还要对食堂仓储间进行检查，检查米面粮油储存条

件是否符合标准、肉类是否加盖了防疫部门的钢印、易腐败食材

是否放置在冰柜或冰箱内，是否使用腐烂或变质的食材进行加工，

一旦发现不合格原材料要立即销毁，并对餐饮企业进行罚款处理，

提升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保证高校食堂的食品安全。

（四）设立服务监督机制，提升食堂服务水准

食堂服务质量也会影响师生的就餐体验，高校后勤部门要建

立服务监督机制，设立师生服务评价信箱，听取师生对食堂餐品

口感和味道、食堂卫生质量、食堂饭菜价格和就餐环境等的评价，

针对师生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

我校师生对部分食堂就餐环境并不是很满意，食堂内通风不

畅油烟味道比较重、就餐环境不太温馨和缺少文化内涵，后勤部

门可以督促餐饮企业在食堂内安装排风设备，在就餐前提前通风。

可以在食堂内放置一些绿植，例如绿萝和吊兰等绿色盆栽，

美化食堂环境，既可以净化食堂空气，又可以营造温馨的家就餐

环境。

还可以联合师生一起设计食堂文化，例如在食堂内可以定期

提供特色菜品，例如川菜套餐、粤菜套餐等，并在食堂内摆放介

绍地域美食的海报，弘扬中华美食文化，提升高校食堂的文化品位，

提高师生对食堂服务的满意度。

（五）凸显食堂公益性质，监督菜品价格定价

后勤部门要及时了解原材料价格，防止承包企业虚报原材料

价格，减少学校在食堂原材料采购商的支出，监督承包企业选购

物美价廉的原材料，把采购资金用在“刀刃”上，科学调控食堂

价格。

高校食堂也属于民生工程，是非营利性机构，虽然由社会餐

饮企业承包食堂运营，但是高校后勤部门要加强对承包企业的价

格管理，必要时可以给予承包企业一些补贴，控制好食堂饭菜涨价。

后勤部门要建立价格公示机制，公示近期各种时令蔬菜、粮

油米面、肉蛋奶制品的价格，对比食堂各个菜品的价格，让师生

更加了解学校食堂定价标准，争取师生们的理解，减少师生点外

卖和外出就餐的次数，倡导师生校内就餐，为学校食堂增加收益。

后勤部门要对承包企业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等进行核算和

公示，保证企业盈利的同时，让师生感受到学校食堂的公益性质，

提升师生校园生活幸福感。

四、结语

高校要合理推进食堂社会化，规范餐饮企业招标制度，筛选

社会口碑好、注重食品安全的企业进行合作，加强对社会化食堂

服务、价格、食品安全和价格的监督，全方位监控食堂运营，不

断提升高校食堂菜品质量和服务标准，为师生提供优质的餐饮服

务，助力和谐校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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