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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食堂优化管理加强成本核算途径研究
赵 峰  

（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830000）

面对物价上涨的趋势，高校补助学生食堂实现

稳价保供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延续固化的运

行模式、粗放的管理体系以及弱化的内部控制也使

得现行高校学生食堂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

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实施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的精

细化管理，从强管理、降成本、提服务、转模式、调

结构等维度入手来提升高校食堂的餐饮服务保障能

力和水平。

一、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较为粗放，内部控制建设薄弱
高校食堂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低。当前，随着高

校财政资金的紧张，其对后勤服务餐饮保障的投入

力度越来越小，人员技术队伍更新也呈现滞后状态。

同时，现有部门及运行体系不适应新时代餐饮管理

及一流大学对餐饮服务保障的要求，存在现行制度

因缺乏信息化支撑难以落实固化、管理较为粗放、内

部控制建设薄弱、现行运行体系缺乏目标任务量化

考核、分配机制无法激励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等问题。

（二）信息化程度低，成本核算与控制水平低
当下，高校食堂的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即使

有高校实现了信息化建设，也成为了信息孤岛，并

未形成切实有效的数据链来满足强化内控建设的

要求。目前，高校食堂的成本管理方式主要是由食

堂管理者根据日常采购单据、菜肴主辅料及调料配

比、销售定价、库存等进行手工数据分析，然后再

指导食堂进行生产经营，因此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的

成本控制目标（即实现盈亏平衡）。此外，因为缺乏

信息平台支撑，所以存在用餐人员不可追溯，食材

来源不可追溯，备餐靠经验、菜品浪费多，食材出

入库、菜品出餐中采用人工统计，采购管理不够规

范，财务数据、库存数据等无法实时记录统计，师

生对菜品缺乏反馈评价机制等问题。众多问题的累

加导致学生食堂无法及时针对每个问题做出相应的

处理，成本核算与控制水平也较低。

（三）自营为主体模式，创收空间及结构需要优化
高校食堂采取的经营模式是以自主经营为主，

具有基本保障、低价格运行、无赢利经营等特质。

当前，各高校以伙食补贴或价格平抑基金对亏损予

以补贴，实施以基本保障为主体的运行模式，这难

免无法满足学生对餐饮服务的高层次需求，所以从

需求角度来看，伙食供给结构亟需调整。此外，食

品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不断提高，食品加工销售

环节管理不细，食堂经济效益不断走低等问题，都

导致政策性伙食补贴和托管食堂的承包管理费补贴

越来越难以补足基本保障食堂的亏损。可以说，传

统的运行模式和结构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

形势，需及时调整和优化。

二、优化措施及思路

（一）优化管理，推进信息化建设
第一，优化管理、规范薪酬体系。高校食堂需

推动原有的粗放管理方式向目标任务管理方式转

变，建立经营目标核算管理责任制，并以此为基础

规范薪酬体系，减员增效，激发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具体做法为：一是定岗定编。在组织人事部门指导

下，依据《高等学校学生食堂伙食结构及成本核算

指导意见》等办法、法规，平衡管理部门、经营实

体、集中加工中心等各部门用人指标，结合实际开

展各管理部门、经营食堂定岗定编工作。二是明确

年营业额目标任务。往年历史数据是最具代表性的

经营数据，其中包含了地理位置、设备设施、学生

人数及就餐喜好等信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高

校食堂可根据往年的历史数据和大学要求的目标任

务来明确各食堂及运营实体全年营业额目标任务，

并将其作为考核食堂及员工绩效的重要指标。三是

确定绩效发放办法。依据相关办法，高校食堂可结

合实际经营任务完成情况及盈亏情况，分别针对在

编人员和聘用人员来确定绩效发放办法。在编人员

津贴分固定部分和绩效考核两部分，聘用人员分基

本工资、基础岗贴、绩效考核三部分，考核细化指

标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盈亏情况两大量化指标为

主，服务指标为辅，每人发放金额由食堂经理在总

额控制下根据实际劳效分配。通过该方式，有助于

达到食堂经理与员工人人争效益、讲服务、降成本、

减员增效的良性管理模式。

第二，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管理效能。实施

信息化管理，以数据支撑为精细化管理提供保障。

高校食堂可将精细化核算、标准化作业、流程化管

控、指标化管理等一系列的现代餐饮管理制度，通

过信息化建设固化在每一个环节中，以此减少差

错、杜绝浪费、降低成本，并确实提高组织效率。

例如，高校食堂可引入智慧食堂综合管理平台，建

立统一的餐饮管理信息系统，构建个性化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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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以此做到精准成本分析管控，为经营决

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智慧监管的接入，也能确

保食品信息阳光透明、安全监管有据可依。

（二）推进内控机制建设，加强成本核算与控制
高校食堂可通过信息化建设、多渠道采购、集

中加工配送、目标成本控制等途径，实施“一提三

降”策略，有效推进和加强成本核算与控制。

第一，提升内控机制建设水平。高校食堂可根

据内控管理机制建设要求，管理规范主要管控点，

以此提高内部管控水平。在现有制度、流程的内控

基础上，高校食堂可主要从制度建设，合同管理、

证件管理、人员管理、采购管理、窗口管理、存货

及食品安全管理、菜肴及剩余材料管理、刷卡管理、

食堂资产管理以及集中加工配送管理等十个方面入

手进行内控机制建设。

第二，降主副食材采购成本。高校食堂可通过

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采购机制，提高采购工作效

能，并降低食品原材料的成本。一是除大宗食材政

府采购渠道外，高校食堂可增加食材云平台采购、农

校合作冬菜储备采购渠道，以多形式的采购机制来

有效降低食材成本。二是合理利用库房资源，高校

食堂可充分运用信息化建设成果，加强数据分析，结

合历年物价变动规律来调整采购时间数量及食材储

备，以此降低食材采购成本。

第三，降人力资源总成本。通过定岗定编、食

品原材料集中加工等方式，高校食堂可减少用工人

数，并在保质完成餐饮保障服务的前提下提高食堂

效益。一是在大学主管部门指导下，高校食堂可认

真梳理现有部门人员的职责履行情况，然后结合规

划目标及现实情况来完成定岗定编工作。二是实施

部分食材集中加工配送。蔬菜、米饭、肉类、面食

等食材可采取集中加工配送的方式。如此，一方面

能减少各食堂用人的总量，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另

一方面则能减少各食堂的机器设备投入，降低日常

维修运行成本，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稳定出品质

量。另外，还可以依靠集中加工的生产量、定价等

环节，来实现对各食堂的成本管控。

第四，降食堂运营综合成本。立足《高等学校

学生食堂伙食结构及成本核算指导意见》，高校食

堂可结合目标营业额任务，合理制定目标成本控制

方案，如人工控制在营业额 35%左右，主副食材
控制在 50%左右，能源类支出控制在 5%左右、盈
亏在正负 5%左右等。通过目标成本控制管理，高
校食堂能有效降低运行成本，确保支出结构的合

理性。

（三）转变经营模式，优化增收空间
高校食堂运营以基本保障为主，所以占比为

60%的基本线要稳住，其需要在确保现有价格不变
的基础上提高餐食质量，为师生提供饮食营养健康

服务。同时，还要以不亏损、师生满意为经营目标，

建立基本保障窗口质量标准，以转模式、调结构的

方式，优化增收空间。

第一，调整基本保障和特色窗口结构。一般而

言，高校食堂基本保障档口占 80%，调剂特色档口
占 20%，调整基本保障和特色窗口结构，可以针对
基本保障档口中的部分窗口，引进社会餐饮，经营

特色品种，从而提升基本保障窗口的供应水平。在

管理方式上，可以将食品原材料供应、人员使用、

安全监督都纳入基本保障食堂管理，如此，能有效

解决专业人员招聘难、特色品种开发难等问题，并

规避社保缴存、安全管理等现实风险，同时提高食

堂饭菜品种和经营收入。

第二，调整托管食堂定价模式。当下，随着现

代餐饮的快速发展，社会餐饮企业经营高校团餐的

越来越多，其经营方式有完全托管服务、档口经营

合作等，而服务费用的收取名目有管理费、资产使

用费、捐赠学生助学金等。减少大学事业性经费的

投入力度，同时确保服务品质不下降，逐步提升托

管食堂的经营收益是有效方法。费用收取方式有固

定定额模式、营业额比例模式、定比捐赠模式等，

就具体实践而言，采取“固定 +浮动”模式收取能
在客观上保障师生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能填补基

本保障食堂亏损，并加大贫困学生补助力度。

第三，引进档口合作模式。引入档口合作模式

是学生基本保障食堂满足学生餐饮需求，减少总体

亏损，并实现略有收益的很好补充，其能够有效解

决当前高校食堂面临的问题。不过，档口分散、食

品安全管理难度大，也是档口合作模式现实存在的

问题，针对该问题，需对档口实行统一招标、统一

考核、末位淘汰、统一管理的手段。高校可提供使

用档口及设施设备，而进入方则提供人员、技术及

管理，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采用档口合作方式，一方面高校能对食堂经营、卫

生制度落实、食品安全管理拥有 100%的自主权，
同时转嫁人员招聘、社保缴存、日常管理的相关风

险，而获得的收益还可以弥补基本保障档口的亏

损。另一方面，高校食堂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师生

对特色小吃的需求，且更加宽泛的自主服务时间、

更主动的服务意愿可以成为基本保障食堂的有益补

充，从而间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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