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儿童福利政策概览
营养餐计划



营养餐计划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
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2014年调整为每
天4元）。政策约惠及680个县市的2600万在校
学生。



核心理念

安全营养 扶贫



1. 实施细则



营养改善计划的主要内容

✢ 补助标准：中央财政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3元（全年按
照学生在校时间200天计算）。

✢ 改善就餐条件：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使其
达到餐饮服务许可的标准和要求。

✢ 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家庭经济困难寄
宿学生生活费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每生每天小
学4元、初中5元。



各地实施方式

✢ 经费的使用方式：一是由学校负责统筹食堂开销，经
费来源可具体分为上级拨款和上级拨款加家长补款两
种方式。二是由学校向附近农户购买供餐服务，按月
统一结账。三是直接把钱打至学生的用餐卡上，学生
用卡里的钱到学校食堂进行消费。

✢ 伙食供应方式：学校食堂供餐、企业（单位）供餐、
家庭（个人）托餐。在一定过渡期内，逐步以学校食
堂供餐替代校外供餐

✢ 供餐内容：主要包括正餐、课间餐或二者兼有。营养
餐根据地域分为早餐、午餐和晚餐三种。



资金安排

✢ 国家试点地区营养膳食补助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核定，
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

✢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国家试点地区以外开展营养改善
计划地方试点工作，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

✢ 对地方试点工作开展较好并取得一定成效的省份，中
央财政视情况给予奖励性补助。

✢ 鼓励企业、基金会、慈善机构等捐资捐助，在地方政
府统筹下，积极开展营养改善工作，并按规定享受税
费减免优惠政策。



2.实施现状及成果



覆盖范围扩大

✢ 2014年11月起，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的补助标准从
每日3元提高到4元，达到每学生每年800元

✢ 计划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拨付资金1591亿元，覆
盖29个省份1590个县的13.4万所学校，受益学生从2011
年刚实施时的2000人增加到2017年的3600多万



供餐模式多元化

✢ 食堂统一供餐，经费分为上级拨款和上级拨款加家长
补款两种方式，约占30%

✢ 没有食堂的学校像具备资质的餐饮企业、单位集体食
堂购买餐饮服务，约占54%

✢ 在政府部门批准，严格规范准入的前提下实行个人或
家庭托餐，约占16%



营养结构趋于合理

✢ 每餐4元补助标准，以有效保障半数以上学生的基本
营养需求。2017年5月的监测数据显示，52%的学校营
养餐在能量、蛋白质、脂肪等方面能达到国家推荐标
准，这一比例在2015年底时仅为34%

✢ 2012年至2016年，每年7岁入学学生身高无明显差别，
而受益于营养餐的8-12岁学生的平均身高均有所增长，
其中11岁男女生身高分别比2012年增长了5.7厘米和5.6
厘米，贫苦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生长迟缓的状况明显
转变，为他们未来身体健康、学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奠定基础



营养餐卫生安全改善

✢ 仅仅前三年，国家财政就安排了超过300亿元的食堂
建设资金。如今决大部分学校已经拥有食堂或者供餐
企业有专门的营养餐加工场地和学生就餐场地，露天
分餐、进餐以及在拥挤场所进餐的现象大幅度减少

✢ 食堂和供餐企业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营养餐供
应链也有政府人员监督，保证了供餐环节的卫生



监测评估机制

✢ 监测评估每年3-4月进行一次，分常规监测县和重点监
测县，所有试点县均为常规监测县，同时抽取50个重
点监测县。主要监测对象包括覆盖学生数、不同供餐
模式占比、食堂设施、学生身高体重以及营养餐的营
养元素含量等指标

✢ 通过监测指标与历年指标的纵向比较，以及和全国平
均指标的横向比较，综合评价营养改善计划对学生营
养状况的影响，提出适当的工作建议



信息公开机制

为防止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学校和供餐方的贪腐现
象，建立了较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

✢ 地方政府按要求在政府网站公开计划的财政预算、决
算报告，政府采购目录及实施情况，营养改善计划监
督检查情况

✢ 学校公开其营养补助收支情况和食堂财务管理情况，
以及食堂饭菜价格、带量食谱等



3.当前存在的问题



管理不规范

✢ 个别地方招标不到位，食材质量得不到保证;资金管理
不严，挤占挪用、虚报人数套取补助的情况偶有发生。

✢ 西南某县教师反映，营养餐的费用不能按时拨付到位，
都是学生吃完后再拨款，且具体的拨款时间还不确定。
为了保障营养餐的顺利实施，学校就要通过向教师借
钱、家长补款等形式先行垫付，每学期差不多要借3-4
万元。



食品安全与项目运行问题

✢ 营养改善计划食品采购链条长、环节多，县级食品安
全监管人员有限。部分试点地区没有将运转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保障，不能按照标准配备工勤人员，临聘人
员流动性大，缺乏专业营养膳食知识，也给食品安全
带来较大隐患。

✢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学校食堂(伙房)的水、
电、煤、气等日常运行经费纳入学校公用经费开支。
但教育部2015、2016年的调研结果显示，许多学校均
表示难以承担这部分额外支出。基层学校的解决办法
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从公用经费中支出。但对一些
学校而言，公用经费除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外，几乎所
剩无几。另一种是从营养餐资金中截取。



农村小学食堂硬件设施配备不足

✢ 分连片特困地区存在营养餐加工场所和学生用餐场地
受限、食堂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一是部分地区尚未建
成食堂以提供营养餐加工场所及学生用餐场地。如中
南某县有学校没有专门场所做饭，只能将教室改造成
做饭场所；该地区另一县食堂空间不足以容纳学生就
餐，有校长提到：“中午免费的营养餐，学生分三批
吃，食堂不够用，学校决定不了。”二是食堂未配置
用餐桌椅板凳。教育部在西南某县的调研发现，由于
新建食堂未配备桌椅板凳，学生就餐只能回到教室，
或者蹲在食堂外面就餐。三是学校无统一的用餐碗筷
和清洗消毒设备等，用餐卫生难以得到保证。



部分地区的餐品单一，易导致浪费

✢ 某些学校营养餐食品过于单一，与学生的饮食习惯不
符，长时间吃一种食品会产生“饮食疲劳”，易造成
浪费。例如，西南某县学生早餐习惯吃米线，但营养
餐实行的是“牛奶+面包”的固定搭配方式，学生吃不

习惯。
✢ 为方便实施营养餐计划，学校大多采用统一发放牛奶、

鸡蛋的方式。但据了解，有些学生并不爱吃鸡蛋，就
偷偷带出学校扔掉；还有些学生喝牛奶过敏，会带回
家给父母或拿去商店换铅笔等文具。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