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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标准化管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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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产业良莠不齐的局面#

提出以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为源头#结合多部门#挖掘一

方食品特色文化#建立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体系及地方

特色食品保护与管理机制#多层次打造当地特色食品工业

化$产业化发展的链条#形成地方特色食品连锁化经营#完善

当地特色食品的管理模式#为当地的餐饮行业及特色食品加

工产业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地旅游业发展提供一条新

思路%

关键词!旅游(特色食品(标准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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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旅游业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产业%每年国际旅游

业的交易额已超过
!$$$

亿美元,

"

-

&中国在过去
!$

多年间%

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N

%而旅游业就是创造高附加值的

产业之一,

"

-

&对于外出旅游者来说%在旅游活动食+宿+行+

游+购+娱六大要素中%食通常排在了首位%可见餐饮供应和

旅游食品的购买在旅游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旅

游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旅游餐饮的收入通常达到旅游业总

收入的
!$N

左右,

9

-

&

旅游区特色食品作为旅游区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

类旅游资源'''具有地方特色的名吃+名菜+名点就是潜在

的文化旅游资源&关于地方特色食品%各地说法不一&在

2中国旅游大词典3

,

!

-中%特色食品指口味上具有特定风格特

色的食品%或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小吃为目的的旅游餐饮&

在各地出台相关2食品安全标准3中%特色食品的定义为对本

地区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地方特色鲜明的食品&参考相关资

料%本文将地方特色食品界定为具有当地特色%在口感味道+

色香味方面及外表上存在地区唯一性的食品%而旅游区地方

特色食品则是指满足当地游客的饮食需求%并具有当地特色

的地方唯一性的餐饮食品及其工业化产品&旅游区中特色

食品可分为
!

种即"当地特色菜肴+预制品!主要指半成品+

散装食品%如腊肉+腌菜等#+工业成品!一般指包装即食食

品#&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在管理方面已经受到国内专家学

者的普遍关注,

#

-

&然而旅游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旅游区地

方特色食品发展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作为当地餐饮行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旅游消费的重要经济增长点%解决旅游区地方

特色食品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地方特色食品自身生存的要

求%也是在今后发展中形成地方特色食品工业化生产的必要

条件%同时也是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策略&

近年来%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食品认

知+规范经营+安全生产等管理方面%正如李鑫,

Z

-提到的食品

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景点的0形

象工程1&寻求有效的管理手段来妥善控制与解决旅游区地

方特色食品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成为了旅游区特色食品自身

生存发展的前题%也是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实施工业化发展

的关键&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建立特色食品系统化+标

准化管理体系已势在必行%对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实施系统

化+标准化管理%不仅能完善当地的特色食品管理%而且能为

当地旅游业发展提供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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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

":"

!

原材料使用'制作工艺的随意性

大多数旅游区的特色食品在原材料使用方面没有统一

的标准%因人而异%随性而定&有的是外来商户根本不了解

当地特色食品的原料要求%随意进货影响了菜肴或加工食品

的口味$有的则是不良商户%在食品原料上故意以次充好%加

工工艺上粗制滥造&制作工艺的随意性指地方特色食品制

作工艺缺乏传承性&传统的制作工艺手段在经济利益的驱

使下逐步丧失原有的严谨与内涵%粗制简化的形式制作工艺

手法代替了传统的地方特色食品的制作工艺手法%并冠以传

统制作工艺的特色食品&

原料与加工制作工艺的随意性%导致家家自称正宗却店

店口味不同&0劣币驱逐良币1%使真正的传统工艺制作的特

色食品无法立足%严重降低当地特色食品的品质%让初次接

触当地特色食品的游客对该地方特色食品产生误解%造成不

良的口碑传播&其潜在的危害是影响了当地特色食品的工

业化产品走向全国&

":9

!

质次价高'随意宰客

质次价高体现在
!

个方面%第一%产品的价格远远高于产

品本身的市场价值%如青岛的0天价虾1%三亚的0天价鱼1$第

二%产品质量或份量与产品价格不符%以北京烤鸭为例%市面

上同样标注0正宗北京烤鸭1的产品品牌数以百计%其价格相

差数倍%分量与质量也相差甚远$第三%以次充好%甚至用病死

猪肉或禽肉为原料%采取工业染色剂和香料掩盖不良外观和

气味%完全是0坑蒙拐骗1产品&根据媒体报道统计发现%仅

9$"%

年%全国媒体公开曝光了至少
")

起0天价消费1事件&其

中%

"!

起0天价事件1均发生在食品领域&0青岛天价大虾1事

件在
9$"Z

年
"$

月查处后%原来的商铺至今无人问津&可见%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缺乏规范化管理%不仅阻碍了当地特色

食品行业的市场形象%对当地的特色食品产业化发展是一个

致命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

!

食品安全管理意识不强)监控不到位

食品安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专家关注的问题%建立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的动态管理模式,

%

-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意识

与监控是有必要的&旅游区食品的安全则关系到旅游者与

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当地经济健康发展

和社会稳定%因此旅游区的食品安全也将成为备受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

由于旅游过程的流动性%以及游客在景区就餐及采购食

品过程中的随机性%加之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游客由于行程

的安排%无法进行及时举报%政府部门无法及时取证%旅游区

食品安全监管成为棘手问题%仅在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后%才有可能得以重视&近年来有关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

毒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新闻报道中%近
)$N

事件发生在旅

游区或旅游过程中&如
9$"=

年
!

月%新加坡马来西亚游客

在广东佛山市酒店用餐后出现食物中毒现象$

9$"=

年
#

月%

重庆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游轮上
"!$

余名游客出现疑似

食物中毒的现象&事件的受害者涉及国内外游客%使地旅游

业的负面影响波及国内外&

":#

!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游客满意度低

切实做好旅游区特色食品安全的管理工作%提高食品生

产+销售的安全意识%加强食品卫生监控%在旅游区特色食品

管理中形成0产+销+控1的系统链条打造已经是迫在眉睫的

工作了&笔者针对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发展问题%在旅游

区发放
"$$$

份问卷%从旅游者对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综

合感知和满意度两方面进行了调查%目的是了解旅游区地方

特色食品的发展现状与生存空间&

首先%从旅游者的综合感知方面分析%抽取有效综合因

子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对每项指标加以说明%限定范围%得出

该指标的权重&表
"

为感知权重评价表所示%由表
"

可知"

评价指标中%餐饮消费支出的权重为
$:Z)%

%说明在旅游活动

中旅游者的餐饮消费支出较高%餐饮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占有

重要地位$旅游活动中当地特色餐饮的消费支出权重为
$:

!")

%说明当地特色餐饮受欢迎的程度不高$旅游活动中购买

当地特色食品的消费支出权重为
$:!Z#

%说明游客对当地特

色食品的认知率不高%同时也可说明当地特色食品的产业化

发展规模不大%难以形成连锁经营化销售模式$正面调查旅

游活动中特色食品在生产+销售安全管理的必要性%同时在

实地访谈中得到某种食品安全出现问题时%再次购买或消费

该食品的机率为
$

&由此得出%旅游活动中特色食品安全管

理的权重为
":$$

&

!!

其次%对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特色+价格+品种+原材

料+工艺制作+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行满意度调查!见图
"

#%将

满意程度分成
Z

个等级&由图
"

可以看出"旅游者对旅游区

表
"

!

感知权重评价表

K2M4C"

!

(C7;C3RCPUC3

L

86CR24@263<A62M4C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 权重范围 权重

"

旅游活动中餐饮的消

费支出

衡量食+住+行+游+购+娱在旅游活动中的

比重%进一步说明其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
$

$

" $:Z)%

9

旅游活动中当地特色

餐饮食品的消费支出
反映当地特色食品在旅游区受欢迎的程度

$

$

" $:!")

!

旅游活动中购买当地

特色食品的消费支出

反映对当地特色食品的认知程度与产业化

生产的规模
$

$

" $:!Z#

#

旅游活动中特色食品

安全管理

反映游客对特色食品生产中安全管理与生

产的重视程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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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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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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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满意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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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食品整体印象停留在一般的阶段%旅游区地方特色

食品发展+提升空间还很大&

!!

综合以上数据与分析可知"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发展

现状不尽人意%游客的感知度偏低%说明地方特色食品的发

展缓慢%不具备规模性+效益性&对旅游区特色食品的满意

度调查结果显示%对现有的地方特色食品的满意度呈抛物线

形%说明旅游区特色食品的生存空间大%提升可能性强&以

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要进行工业化生

产+产业化发展+连锁化经营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对当地特

色食品进行系统化管理改革已刻不容缓&

9

!

地方特色食品标准化管理模式
9:"

!

标准化是实现中式传统食品规范化与连锁经营的基石

在国内外食品安全对比中可以发现食品方面最大差异

化在食品标准方面%欧美等先进国家在食品安全及食品加工

制作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细则&其中%英国政府于
"//=

年成立了食品标准局%专门负责食品安全总体事务和制定各

种标准&这些标准的实施为当地特色食品的发展实现规模

化+连锁化经营打下了基础&

中国传统食品工业化以及传统餐饮连锁经营的最大瓶

颈在于缺乏相应的标准&为此%中国在
9$$9

年首次对传统

菜系进行了
I*J"$$9

认证标准,

=

-

&随之%鲁菜+苏菜+粤菜+

川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八大菜系也相应提出了相关食

品标准&以湘菜为例%较为细化是
9$"!

年由湖南省食品质

检研究院+省餐饮协会牵头%

"$

位著名湘菜大师与
9

名标准

化专家合作撰写的2中国湘菜标准3&这部厚达
%$$

多页的

湘菜系列地方标准%光专业术语解释就有
"$$

多页&对经典

湘菜+筵席湘菜+衡东土菜+南岳斋菜+常德钵子菜+特膳湘菜

等湘菜体系构架以及站炉子+油走红等操作术语都作出了详

尽的解析&在0湘菜标准1中%明确了
9$)

个基本术语%特别

是对湘菜+湘式菜肴和湘点进行了历史性的定位%科学的量

化标准%要求以烹调的整个工艺过程规范化+标准化摆脱传

统手工操作的模糊性和随意性%让所有的湘菜制作环节都严

格遵循统一标准%每一步操作都采用量化指标&

9:9

!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标准化是规范管理的依据

由于中国食品标准体系的研究时间较短%受重视程度较

弱%且已制定的餐饮食品标准化基本只局限于传统八大菜系

或者个别名菜式+糕点%普及性不强%宽泛性不大&旅游区地

方特色食品标准化的制定有利于补充食品标准的不足%使食

品标准化体系更加宽泛化&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标准应建立在当地大菜系标准之

下%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在具体实施与制定当地特色

食品标准时%对于旅游区中原本就在大菜系下的特色菜肴则

按大菜系的标准实施$对于旅游区中独有的菜肴%属某菜系

地区又不在该地方的大菜系中的菜肴%如湘西苗家酸鱼+吉

首酸肉+凤凰腊肉等部分特色菜属湘菜地域%却不在2中国湘

菜标准3中%这些特色菜肴在制定食品标准过程中需借鉴当

地已公布的大菜系的标准&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标准的制定考虑由当地旅游局牵

头%联合当地餐饮协会+食药局+工商管理部门成立标准化专

业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当地的特色菜肴进行前期的搜集

和整理%再对基础类标准+烹饪原料标准+烹饪工艺标准+菜

品标准和烹饪设备标准等细则化地进行认定与制订%收集并

撰写特色食品标准文稿%图
9

为特色食品标准化制定流程&

旅游区的预包装地方特色食品与工业成品%其生产过

程+配方及工业流程方面除了遵循现有国标或行业标准外%

还要对照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标准进行规范&否则%不得

在包装上标注0

$$$

地方特色食品1的字样&在此基础上

规范地方预包装食品与工业成品的安全操作流程%对当地特

色食品的管理形成了一级基础管理模式%也为旅游区地方特

色食品走向工业化+连锁化的发展道路打下基础&

图
9

!

特色食品标准化制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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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认证

在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体系建立后%就要进入实施

的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反馈与纠正的阶段%将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食品标准问题与意见收集总结进行再次的提出+确定&

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体系初步完善稳定后%将原由地旅游局牵

头%餐饮协会+食药局+工商管理部门组建成立的食品标准专

业技术委员会的原班人员的工作%转化为对当地特色食品的

认证工作%成立当地特色食品认证委员会%负责对当地特色

食品进行体系认证&

旅游区的餐饮企业+门店及特色食品加工企业可以自愿

进行特色食品的认证&通过特色食品认证委员会认证的餐

饮部门+门店+加工企业%由当地旅游局等政府部门在官方网

站及媒体上做正式报道与宣传&当地餐饮协会也可以通过

民间渠道对通过认证的机构进行广泛宣传&

地方特色食品的认证方式可采取授牌的形式%即对于通

过认证的餐饮企业或门店+特色食品加工企业予以授牌&在

授牌的方法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门店授牌%整体认证%如

0特色小吃店!街#1$另一种是单独认证%单独授牌%即对某个

特色食品或菜品进行单独认证&这样对旅游区特色食品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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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形成二级认证管理模式%既可以加深旅游者对特色食品

的认知%同时保护了当地特色食品合法规范经营者的利益&

9:#

!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日常监督管理

要使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管理形成良性循环模式%必须

加强基本监督与管理&建议由特色食品认证委员会对旅游

区地方特色食品进行日常监督与管理&其主要职责是对通

过认证的餐饮企业或门店+特色食品加工企业%采取日常监

督管理的与星级管理的制度&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实施定期

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两种方式%由特色食品认证委员会成员采

用明查+暗访的方法进行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并做出评估%

特色食品认证委员会对于调查评估结果进行公布&对合格

的餐饮企业或门店+特色食品加工企业予以星级或物质提升

的奖励$对于不合格的餐饮部门+门店+加工企业实行第
"

次

警告处理$第
9

次降星处理$第
!

次摘牌处理%由特色食品认

证委员会通过官方网站与媒体进行公布%当地工商部门介入

调查&长此以往%旅游区特色食品的经营者就会自愿参与认

证%自觉遵守相关的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旅游区地方特色

食品市场%形成三级监督管理模式&

9:Z

!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宣传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宣传是进行规范管理地方特色

食品的另一个手段%从宣传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居民+社

区%扩大特色食品的知名度%对旅游区特色食品起到了一个

监管的作用%同时也是旅游区特色食品实现工业化生产+连

锁化经营的重要渠道&综合当地特色食品的发展%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

"

#建立基本认知&地方特色食品专业技术委员会在

特色食品标准体系正式实施之前首先召开说明会%让广大群

众了解特色标准体系的存在%并对标准中专业术语进行解释

与说明%使广大群众对特色食品产生基本认知&

!

9

#使用大数据网络平台&通过旅游局和景区管委会

等建立的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定期公布旅游区地方特色食

品信息%不定期组织特色食品推介会或交易会&当地餐饮协

会可创建特色食品网站进行线上服务+线上付费的模式%进

行网络广告推销&

!

!

#售后宣传&通过消费者的电子支付途径搭建在线

支付的综合管理平台,

)

-

%以便对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进行跟

踪评价与反馈%建立可追溯食品安全体系%不但可以完善特

色食品的安全监管%而且加大消费者获取特色食品信息的

力度&

!

#

#创新营销&将旅游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民俗相结

合%充分挖掘地方特色食品的文化内涵&在开发特色食品过

程中%保护好地方特色%挖掘地方饮食文化是发展特色食品

的重要依据%为形成工业化+规模化+系列化的生产提供了重

要基础%也是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市场竞争的需求&

!

!

结论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的管理模式实施必须建立在政府+

行业+经营者+消费者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基础上%在兼顾

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形成良性循环动态管理模式%图
!

是旅

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管理模式循环图&以地方特色食品发展

为源头%结合多部门联动%挖掘一方食品特色文化%形成旅游

区特色食品保护与管理机制%多层次管理%打造当地特色食

图
!

!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管理模式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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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业化生产+产业化发展的链条%形成地方特色食品连锁

化经营&

!!

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管理模式中%一级基础管理模式"

当地特色食品标准体系的建立完成了旅游区地方特色食品

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提升的流程%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

路%形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二级认证管理模式"

为地方特色食品标准化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实施方向%在实施

过程中%需要由政府进行牵头进行政策引导%财政支持&对

于特色食品标准化体系的细则%可以由国家旅游局或当地旅

游局提出%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调研与座谈%制定切实可行

的方案%通过市场化引导!而非行政性强制#%使餐饮经营者+

食品加工企业自觉逐步朝标准靠拢&对于即将失传的特色

食品%由当地旅游局及餐饮协会进行保护与挖掘%并建立相

应的研究基地&三级监督管理模式"为地方特色食品工业化

的生产+连锁化经营打下良好的市场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投

资与市场经营环境&

这种多部门参与+多层次配合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

式%不但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也为当地的特色食品的工业

化生产%旅游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途径&这种标

准化系统性的特色食品管理模式%对旅游区整体的特色食品

管理起到0一带一片1的作用%提高了当地旅游业的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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