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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背景下的日本校餐发展及启示 

 

内容摘要：日本学校供餐发展了一百余年，建立了完备的供

餐体制，在如今少子化背景下，新增了稳定人口、鼓励生育的内

涵，已经成为世界优秀校餐体系的代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型，建议借鉴日

本校餐经验，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对象，关注城市学校供餐问

题，进一步优化供餐制度，利用科学菜谱、营养师、从业人员培

训、信息化管理等方式提高校餐质量，在学校内开展“食育”活

动，提高学生健康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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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背景下的日本校餐发展及启示 

 

2023 年 9 月 18-22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赴日调研儿童

发展，实地考察了东京千叶县长柄町日吉小学、儿童园和供餐中心等

机构，并与基层政府官员深入交流。 

在 130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学校供餐的发展历经了三次转

变，在如今少子化背景下，又增加了稳定人口、鼓励生育的新内涵。

日本校餐发展的新内涵和管理经验，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质量提升、提高人口健康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

意义。 

一、日本的主要做法 

日本校餐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跟随日本社会的变化调整政策目标

和实施重点。在少子化背景下，日本校餐通过减免家庭费用、扩大覆

盖面来稳定人口、鼓励生育；通过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管理保障校餐质

量，以促进儿童身体健康发展；利用“食育”培养儿童良好的饮食习

惯和对当地文化认同感，从小提高人口健康素质。 

（一）根据时代发展调整校餐目标 

日本早期的校餐从 1889 年开始，主要对象为贫困儿童，以“儿童

救济”为主要目的。二战后，针对战争带来的粮食短缺和儿童营养不

良问题，日本政府扩大了校餐覆盖范围，主要目的是“营养改善”。1954

年，日本政府颁布《学校供餐法》，强制在全国实施学校供餐制度，

推行“食育”，促进儿童身心健全发展，校餐对儿童的教育功能被重

视起来。在 2005 年颁布的《食育基本法》及其他各项相关法律和政

策标准的保障下，日本的学校供餐和“食育”体系已经全面完善。 

如今，在少子化背景下，政府供餐的目的增加了稳定人口、鼓励

生育的新内涵。以千叶县长柄町为例，虽然《学校供餐法》规定中小

学校餐的水电费、消耗品费及食材费由家长自行承担，但长柄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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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当地校餐对幼儿园至中学家庭完全免费，目的在于增强对当地居

民的吸引力，防止本地人口外流，同时吸引外地人口流入，并且通过

减轻家庭负担，鼓励年轻人生育。截至 2023 年 9 月，长柄町人口总

数 6368 人，政府每年用于学校供餐的财政支出约 1.1 亿日元，占年

度财政预算的四十分之一。 

（二）多管齐下保障校餐质量 

随着日本少子化加剧，儿童成为国家更宝贵的“财富”，保障校

餐质量，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成为重要议题。 

日本校餐的管理执行机制与我国营养改善计划类似，以地方为

主，分级负责，各部门协同推进。中央政府主要制定法律和规范，进

行统筹管理及提供部分资金，地方政府制定本地供餐计划并具体执

行。 

在中央层面，《学校供餐法》和《学校供餐法实施细则》等文件

制定了详细的营养标准，中央政府也会定期制定国民营养健康政策，

对校餐的膳食搭配进行指导。日本校餐的饮食结构包含主食（米饭、

面条、面包）、主菜（肉、鱼、豆腐）、配菜（蔬菜）、牛奶、汤（果

汁），这种结构能保证儿童生长发育阶段所需的各种营养和能量。 

在地方层面，町政府根据当地学校情况，选择供餐企业为各校配

餐，或者由学校自行修建食堂供餐。以长柄町为例，町政府通过公开

招标选出一家有资质的供餐企业，每期签订合同 3-5 年，到期后重新

招标。企业的烹饪人员进驻供餐中心，根据国家规定、当地儿童的口

味偏好及过敏情况等，制定当地学校的每日菜谱，为各校烹饪午餐。

食材均取自于新鲜安全的当地食品，由町政府选出有资质的供应商每

天按时配送至供餐中心。 

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国家制定卫生安全标准，地方政府进行监督

落实。例如禁止吃生鸡蛋和牡蛎等食品；每日食材入库前需检查，存

入冷冻室；每日生的食材和熟的食物都要按要求留样两星期；严格管

理厨师的健康和日常校餐的制作流程；送到学校后，校长先“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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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的表格中对食物异味、温度、份量等进行记录，并签字盖章，

检验合格后再给学生吃；每天的食材均在当天使用完。 

（三） 通过“食育”提高人口健康素质 

日本政府对“食育”非常重视，不仅在《学校供餐法》中对有关学

校“食育”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规定，还在 2005 年面向全体国民颁布了

《食育基本法》，在此法律中将“食育”明确界定为“通过培养饮食

判断力实现持续一生的健康饮食生活，并以增进国民身心健康和形成

丰富人格为宗旨而实行的教育”。 

日本开展“食育”的主要目标是让孩子们体验“一起吃好吃”“一

起吃很开心”，加深儿童对食物的兴趣，帮助他们掌握饮食礼仪，重

视饮食安全和卫生，通过了解本国饮食文化建立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并在用餐过程中锻炼社交能力。 

为了保障“食育”有效开展，日本建立了完善的支持体系。在政

府层面，文部科学省发布中小学“食育”参考教材，分为低中高三个

阶段，依次进阶；并将“食育”目标拆解融入到各学科、各环节的教

学内容当中，让“食育”的内容潜移默化地进入每个学生的头脑。在

学校内部，日本学校从 2005 年起正式配备专职营养教师，由校长对

“食育”进行总体领导，营养教师协调班主任、学科教师、校医等人，

共同制定学校内年度“食育”计划，对营养、卫生、餐饮物资等方面

进行管理，对食物进行检验，并开展校内调查研究。 

学校内的“食育”活动主要集中在每日用餐时间，由班主任作为

主要实施人，指导学生洗手、配餐、使用餐具、用餐，为学生讲解每

天午餐中的本地食材及其营养价值。营养教师也会在午餐时间到教室

和学生进行交流。以长柄町日吉小学为例，学生每日轮流做值日生，

负责去配餐室领取食物和餐具，搬运回教室，并为班上同学盛饭。每

日用餐时，老师在教室里与学生共同就餐。吃完后学生将课桌擦拭干

净，由当日值日学生将餐盘和剩余食物送回配餐室，供餐中心收回并

清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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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我国学校供餐的启示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的趋势，学校供餐不仅能减轻家庭

负担、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而且能够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提升人口

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人

力资本基础。营养改善计划从“吃饱到吃好”，需进一步扩大范围和

提高质量。 

1. 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对象，关注城市学校供餐问题。营养

改善计划实施十余年来，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当初的贫

困县已全面脱贫。根据现阶段发展水平及中西部农村人口的现实需

求，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对象范围，尽可能

实现县域内就读的农村户籍学生全覆盖，中西部农村全覆盖。随着家

庭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家庭+社会”的共担模式能够让农村欠

发达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近年来城市学校食

品安全事故频发，也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 

2. 进一步优化学校供餐制度。我国政府已制定《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等系列政策文件。建议在此基础上国家

制定并颁布我国的《学校供餐法》，对学生就餐环境、食品营养标准、

营养知识教育等各方面都做出明确规定，并对出现资金安全事故、食

品安全事故后的惩罚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保证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

有法可依、高质量持续进行。 

3. 制定科学合理的校餐菜谱，配置营养师，提高从业人员能力。

我国的营养改善计划已经让学生能够“吃得饱”，新的要求是如何让学

生“吃得好”。建议由专业机构制定校餐菜谱制定指南，为各地区提供

一系列标准菜谱作为参考；各县聘请或培养营养师，根据当地饮食特

点定制营养均衡的菜谱。同时，建议各级政府定期组织食堂管理和营

养健康知识培训，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的能力和专业素养，提高校餐质

量，让学生们从吃得饱过渡到吃得更好、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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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励在学校内积极开展“食育”活动。建议以校餐为抓手，

在学校内开展“食育”活动，有助于更好地实施我国“健康中国”战

略。应该鼓励专业机构出版“食育”指导课程，在学校进行推广，对

学校教师进行培训，利用午餐时间、劳动课、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综合实践课、课后兴趣小组等时间开展“食育”活动。 

5. 继续建设信息化管理体系。日本的校餐管理仍以传统的纸质

化办公为主，即使东京也没有学校供餐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目前，我

国校餐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已经超越了日本。各县基本都已实现在学校

食堂安装“明厨亮灶”监控摄像，教育局可实时调取；各地纷纷建设

信息化管理平台，对采购、配送、入库登记等多个环节进行信息化管

理；教育部全国学生营养办也在建设全国性的管理平台。建议继续加

强建设校餐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采用数字化、可视化手段进行全链条

管理，打通各地区之间的平台接口，促进数据的流动与共享，让监管

更有力，让校餐更透明。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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