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5 月 4 日，南京市场监管有关部门向一家面包

店发出首张反浪费《责令改正通知书》。一夜间，食品生产和销售企业以往按照《食品安全法》处置临期食品

和不符合企业品质标准食品的做法都将面临新法挑战。 

 

《反食品浪费法》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两法实施并不自相矛盾，

关键把握好以下三方面： 

物尽其用是精髓 

《反食品浪费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食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包括各种供

人食用或者饮用的食物。本法所称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利用，

包括废弃、因不合理利用导致食品数量减少或者质量下降等。” 

具体实施中，如工厂为生产松软口味三明治的面包切角、餐厅超过 15 分钟最佳赏味期的炸薯条、超市当天

未销售完的冷鲜肉、便利店打样后未销售完的便当等，以往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企业会作为临期食品销毁处

置。新法《反食品浪费法》并不要求企业改变原有的质量标准和处置流程，而是提出了更经济合理、可操作的高

要求。作为仍属于“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可以深度探索灵活适用的解决方案或补偿

措施体现“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利用”，即物尽其用目标。如: 

面包切角边角料再加工成新品供免费品尝，或简易包装供低价促销 

餐饮店超过最佳赏味期的食品可标明降价原因低折或赠送给消费者 

超市、便利店的生鲜、即食食品可阶梯式限时打折促销至商品售罄 

还可以采取捐赠或向员工免费提供等方式避免浪费 

最后剩下量大的边角料可作为动物饲料减少产生二氧化碳 

临期食品捐赠跨界合作更高效   

临期食品是指即将达到食品保质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属于安全食品的范围，通常在超市和网上有专

门的临期食品打折销售专区或选项。 

《反食品浪费法》鼓励捐赠临期食品，“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建

立捐赠需求对接机制，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等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向有关社会组织、福利机构、救助机构等

组织或者个人捐赠食品。有关组织根据需要，及时接收、分发食品。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食品捐赠活动。网络

信息服务提供者可以搭建平台，为食品捐赠等提供服务。” 

 

临期食品处置遇新法   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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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防止浪费必备的三个机制。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食品浪费行为的目的是督促企业按照《反食品浪费法》所倡导的“采取技术上

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减少食品浪费”的原则建立长效机制。新法背景下，食品企业应有三方面新举

措防止浪费。 

一、是降低损耗机制，企业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原有的正常损耗标准，建立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

报机制。 

二、是反浪费补偿机制，改变以往品质管控处置临期食品和“剩余物资”的流程和目标，增加建立物尽其

用的再利用机制和零浪费目标。 

三、是强制处置机制，对于依法确实不能回收再利用并有食品安全风险的食品，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

规定执行临期食品和不合规产品处置机制。 

以上措施企业应向社会公示说明，获得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 

《反食品浪费法》实施的最大价值是加固了全社会“反浪费”的公共意识，通过促进企业采取有组织的制

度行为和创新灵活的解决方案不仅直接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更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探索了治

本良策。 

”现阶段社会捐赠机制还不完

善，食品企业面临两方面困境，

一是捐赠途径不畅。如当天销售

的叶类菜、鲜肉、炸鸡块、面

包、盒饭等生鲜、即食食品很难

找到捐赠承接机构。二是捐赠认

知待提升。社会上存在企业捐赠

临期食品是“善举”“恶举”和

食品安全责任等讨论，食品企业 

一般不敢直接对接特定人群主动

捐赠。实践中商业企业跨界合作

已有先例，厦门市场监管部门牵

头当地见福 24 小时连锁便利店

设立临期食品专柜，周边商户打

烊后可将临期食品放到见福便利

店由顾客扫码免费自取。各业态

企业间立足自身特点，以延长临

期食品售卖期，捐赠操作简单、 

便利，体现品牌共享合作的原

则自发组合捐赠会更加高效、

畅通，例如实体店商户借助网

络零售、餐饮外卖等线上渠道

设立临期食品 1 元送窗口，

向网购消费者搭售促销或赠

送，也可以直接向快递服务小

哥免费赠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