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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基于此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通过文献

回顾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分析了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严重性,并从个体、社会文化、环境设

施和餐饮管理四个维度剖析了导致粮食浪费的主要因素。基于这些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干预

策略,包括提升大学生节约意识、改善餐饮服务质量、优化食堂环境设施以及强化餐饮管理。本文的研

究结果表明,综合干预措施能够显著减少大学生食堂的粮食浪费现象,为高校粮食管理和节约资源提供

了实践指导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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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waste in university 

canteens, and propos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based on thi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everity of food waste in university canteens and examines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food waste from four dimensions: individual, social culture,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catering management.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furth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conservation, improving catering service quality, optimizing 

canteen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and strengthening catering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indicate that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food waste in 

university canteens,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university food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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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资源的有限性,食品安全和粮食浪

费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机构

中,由于学生群体庞大且集中就餐的特点,食堂粮食浪费问题尤

为突出。据统计,大学食堂每年产生的食品废弃物数量巨大,这

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也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深入研究

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影响因素及有效的干预措施,对于促进

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学生的节约意识以及构建节约型校园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1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粮食浪费的研究起步较早,国际上许多学者对粮食生

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浪费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在国内随

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政策的推行,大家也开始关注学校食堂

等集体餐饮场所的粮食浪费问题。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

面的分析和讨论,缺乏针对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深入实证研

究。此外关于如何有效干预和减少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具体

策略和方法,尚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现场

观察等方法,收集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相关数据。研究将采用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对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现状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运用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探讨影响

粮食浪费的关键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并通过案例分析验证其有效性。通过本研究,期望为高校食

堂粮食浪费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2 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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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概述 

在高等教育机构中,食堂作为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为广大师生提供餐饮服务的功能。然而伴随大量的食

物供应和快速的消费节奏,粮食浪费现象普遍存在。根据相关研

究显示,大学生食堂的粮食浪费量占整个高校食物供应链中的

相当比例。这种浪费不仅体现在剩饭剩菜上,还包括过度取餐、

不合理的食物搭配以及食物过期丢弃等方面。 

2.2粮食浪费现象的具体表现 

具体来说,粮食浪费在大学生食堂中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

学生在自助餐线上取餐时往往眼大肚子小,导致大量未食用的

食物被直接丢弃；部分学生因口味偏好或饮食计划改变而随意

抛弃已经领取的食物；食堂在备餐过程中也会因估计不准确造

成过量准备,进而产生剩余。此外,食堂在食品存储和管理上的

不足也是导致粮食浪费的重要因素。 

2.3粮食浪费的规模与趋势 

近年来,尽管高校和社会各界已经开始关注并采取措施减

少粮食浪费,但大学生食堂的粮食浪费规模依然庞大。据不完全

统计,每年高校食堂因浪费而产生的食物残余量高达数万吨。此

外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和餐饮选择的多样化,粮食浪费呈现出

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对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也反映出当前高校餐饮管理体系存在的缺陷。因此深入了解大

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现状,并探索有效的干预措施,对于促进资

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影响因素分析 

3.1个体因素 

3.1.1学生饮食习惯 

学生的饮食习惯是影响粮食浪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学

生可能因为缺乏正确的饮食观念,导致在取餐时过量选取食物,

最终无法全部食用完毕。对于食物口味的偏好也会影响食物的

消耗量,不合口味的食物更容易被浪费。 

3.1.2经济水平与消费心理 

家庭经济水平和个人消费心理同样对粮食浪费产生影响。

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可能在食堂消费时更加慷慨,不太考虑价

格因素,从而可能导致更多的粮食浪费。同时消费心理如从众行

为也可能促使学生在取餐时模仿他人,取更多食物而造成浪费。 

3.2社会文化因素 

3.2.1校园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对学生的饮食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

果校园内普遍缺乏节约粮食的意识,学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

形成浪费的习惯。相反如果校园文化强调节约和环保,学生则更

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节约粮食的行为。 

3.2.2同伴影响与社会认同 

学生的社交圈和同伴关系也会对粮食浪费产生影响。在集

体用餐环境中,学生往往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模仿他人的取餐

行为。此外社会认同感强的集体更容易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

这可能会促进或抑制粮食浪费的行为。 

3.3环境设施因素 

3.3.1食堂环境布局 

食堂的环境布局对粮食浪费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自助餐台

的设计如果过于紧凑,可能会导致学生在取餐时拥挤,从而影响

他们的判断力,增加取餐量。另外座位安排和用餐空间的舒适度

也会影响学生的用餐体验和食物消耗量。 

3.3.2餐具使用与管理 

餐具的使用和管理也是影响粮食浪费的一个方面。如果餐

具尺寸过大或者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导致学生取食过多而造成

浪费。同时餐具的清洁和消毒状况也会影响学生的用餐安全和

满意度,进而影响食物的消耗。 

3.4餐饮管理因素 

3.4.1食堂运营模式 

食堂的运营模式直接关系到粮食浪费的程度。传统的自助

餐模式可能会导致学生取餐时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而引入计量

收费或预定制餐等模式可能会有效减少粮食浪费。 

3.4.2食品采购与储存 

食品的采购和储存管理也是影响粮食浪费的关键因素。不

合理的采购计划和过量的库存都可能导致食物过期或变质,从

而产生浪费。食品储存条件的不当也会加速食物的腐败过程,

增加浪费的风险。 

4 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干预措施研究 

4.1提升大学生节约意识 

4.1.1教育引导与宣传 

为了减少大学生食堂的粮食浪费,首要策略是通过教育和

宣传活动提升学生的节约意识。高校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研讨

会和主题活动等形式,向学生普及粮食节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此外利用校园媒体发布节约粮食的信息,制作海报和横幅在校

园内显眼位置展示,也是有效的宣传手段。通过这些活动,可以

逐步树立学生节约粮食的观念。 

4.1.2建立激励机制 

除了教育和宣传之外,建立激励机制也是提高学生节约意识

的有效途径。高校可以设立“节约之星”评选活动,对节约表现突

出的学生给予物质奖励或荣誉证书。可以实施积分制度,将节约行

为与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以此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 

4.2改善餐饮服务质量 

4.2.1优化菜品结构 

餐饮服务的改善是减少粮食浪费的关键。高校食堂应优化

菜品结构,提供多样化、营养均衡的餐品选择。根据学生的反馈

调整菜品种类和分量,避免因菜品单一或不符合学生口味而导

致的浪费。 

4.2.2提高餐饮人员职业素养 

餐饮人员的服务态度和专业能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用餐体

验。提高餐饮人员的职业素养是必要的。定期对餐饮人员进行

培训,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指导

学生合理取餐,减少粮食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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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优化食堂环境设施 

4.3.1改进食堂布局 

食堂的物理环境对粮食浪费也有重要影响。通过改进食堂

的布局设计,如合理规划自助餐台和座位区域,可以减少学生排

队等待的时间,降低因急躁而过量取餐的情况。设置明显的标识

和指示牌,引导学生有序取餐,也有助于减少浪费。 

4.3.2升级餐具设备 

升级餐具设备是另一个有效的干预措施。使用可调节大小

的餐盘和碗具,让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容器大小,可以

有效控制食物的取用量。引入智能称重系统,按食物重量计费,

也能激励学生减少取餐量,从而减少粮食浪费。 

4.4强化餐饮管理 

4.4.1完善管理制度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确保食堂运营效率和减少粮食浪费的基

础。高校应制定明确的餐饮管理规章制度,包括食品采购、储存、

加工和分发等各个环节的操作规程。定期对食堂运营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确保制度的执行到位。 

4.4.2加强监督考核 

加强对餐饮服务的监督考核是提高食堂管理质量的重要手

段。通过建立考核机制,对食堂的服务质量、食品卫生安全和节

约粮食的表现进行定期评估。对于表现优秀的食堂和个人给予

表彰和奖励,对于存在问题的及时进行整改,以此来推动食堂管

理水平的提升和粮食浪费的减少。 

5 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 

5.1典型高校食堂案例分析 

为了深入理解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实际情况及干预效果,

本章选取了X大学的Y食堂作为案例进行分析。X大学位于经济发

展较快的地区,学生人数众多,食堂每日接待的学生数量超过五

千人。在过去的学年中,Y食堂面临着严重的粮食浪费问题,平均

每日产生的剩余食物达到两百公斤以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校方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引入智能称重系统、开展“光

盘行动”宣传教育活动、优化菜品结构和提供半份菜选项等。 

5.2干预措施的实施与效果评估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施,Y食堂的粮食浪费情况有了显著改

善。智能称重系统的引入使得学生在取餐时更加谨慎,减少了因

盲目取餐导致的浪费。同时,“光盘行动”的宣传增强了学生的

节约意识,半份菜选项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数据显示,干预措

施实施后,Y食堂的日均剩余食物量下降至五十公斤左右,粮

食浪费量减少了近七成。此外,学生对食堂的整体满意度也有

所提升,表明干预措施不仅减少了粮食浪费,也改善了学生的

用餐体验。 

5.3对策建议与展望 

尽管Y食堂的案例显示出积极的效果,但仍有改进的空间。未

来的干预措施可以考虑更多地利用技术手段,如通过手机应用

程序来监控食物消耗和浪费情况,以及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

高校可以与其他学校共享成功经验,形成联盟共同推广节约粮

食的最佳实践。长远来看,高校食堂粮食浪费的干预不仅需要校

方的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以形成全社会节

约粮食的良好风尚。 

6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现象的深入分析,揭示

了粮食浪费的多维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因素如学生的饮食

习惯和经济水平,社会文化因素如校园文化氛围和同伴影响,环

境设施因素如食堂布局和餐具使用,以及餐饮管理因素如运营

模式和食品采购储存都是影响粮食浪费的重要方面。通过案例

分析,本研究证实了综合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包括提升学生节约

意识、改善餐饮服务质量、优化食堂环境设施和强化餐饮管理

等策略能够显著减少粮食浪费。建议高校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采取多元化的策略来减少粮食浪费。具体建

议包括：加强学生节约意识教育,优化食堂环境和服务流程,改

进餐饮管理模式,以及利用技术创新提高餐饮效率。此外,高校

应鼓励学生参与到粮食节约的行动中来,形成全校范围内的节

约文化。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减少粮食浪费,还能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本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大学生食堂粮食浪费的问题及其干预措施,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性。例如,研究样本的选择可能存在偏差,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

下的高校可能有不同的粮食浪费情况和干预效果。未来的研究

可以扩大样本范围,考虑更多变量,以获得更具普遍性的结论。

同时未来研究还可以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监

测和预防粮食浪费,以及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成功的干预模

式。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可以为高校食堂粮食浪费问题提供

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山东省学校后勤协会‘新时代高校制止学生食物浪费行为

的路径研究+HQXH202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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