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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法规标准制定和管理机制创新方面，梳理了国家及上海市关于餐饮油烟污染控制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

体系；对上海市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第三方治理模式以及餐饮集聚区的统一监管等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完善法规

规范和管理机制、建立统一监管平台以及推进社会化治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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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的生活方式带来了

消费结构升级。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导致了

外出就餐的频率增大，城市餐饮服务业迅猛发展，

已成为中国消费新动能[1]。截至 2018年底，上海市

共发放餐饮服务经营许可证 93 695张。其中，特大

型、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餐饮企业分别为 159、
3 532、15 769、58 925和 15 310家[2]。从数据中可

明显看出，上海市餐饮业以中、小、微型企业为

主。城市餐饮业规模的迅速膨胀带来的是日趋严

重的餐饮油烟污染问题。餐饮源的污染物排放包

括大量气、液、固态的混合物，主要成分是醛、酮、

烃、脂肪酸、醇、芳香化合物、脂类和杂环化合物

等，同时其在空气中会凝结成细颗粒物，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3 − 4]。上海市餐

饮业量大、面广，中心城区的餐饮企业密度高、集

中度高[3]。餐饮油烟污染排放与居民的关系紧密度

高，一直以来是居民投诉的焦点，据统计，2018年上

海市油烟信访投诉占大气污染问题投诉的比例达

36%，且在中心城区尤为严重。餐饮扰民问题按轻

重程度分类依次为噪声、油烟和气味，其中，被投诉

企业多为小、微型企业，主要投诉类型为中餐，尤其

是川、湘菜系。上海市很早就开始关注餐饮油烟污

染对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在技术支撑、标准

规范和管理机制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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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果。本文主要从法规标准和管理机制方面对

上海市餐饮油烟污染控制措施进行分析和思考，梳

理上海市餐饮油烟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对策思路，为其他地区餐饮油烟治理及上海市下一

步油烟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1    法规标准

目前，我国餐饮油烟污染控制相关的法律法规

标准体系已日趋完善。国家层面上，《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对餐饮服务业的选址设

置、油烟净化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设置相应的

罚则；《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
2001》 [5]、《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  554—
2010》[6] 和《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技术要求及检测

技术规范（试行）：HJ/T 62—2001》[7] 等标准规范的

实施为落实餐饮油烟污染控制提供了依据和技术

支撑。

全国众多省市相继出台了关于餐饮油烟污染

物排放的地方标准，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从增

加控制指标、收严排放限值、加强运行管理要求及

优化监测效率等方面对油烟污染控制提供有力支

撑。北京市于 2018年出台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 11/1488—2018》[8]，在国标的基础上

增加了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 2个指标，并且将油烟

的排放限值收严至国标的 50%；深圳市《饮食业油

烟排放控制规范：SZDB/Z 254—2017》[9] 将油烟的

排放限值收严至国标的 50% 的同时还增加了非甲

烷总烃和臭气的排放限值要求，并且提出采用粒子

集合光散射法作为油烟现场和在线监测的等效测

试方法和大型餐饮企业应安装在线监测装置的要

求；河南省《餐饮业油烟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604—2018》 [10] 增加了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限值

以及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异味）限值要求，同时

对于大型餐饮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油烟去

除效率≥95% 以及安装自动监控装置。

上海市自 2004年起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餐饮油

烟污染控制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国家及上海市

现行餐饮油烟污染管理政策的汇总见表 1。
 
 

表 1    国家及上海市现行餐饮油烟污染管理政策汇总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实施日期

1 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技术要求及检测技术规范（试行）[7] HJ/T 62—2001 2001-08

2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5] GB 18 483—2001 2002-01

3 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沪府令第10号 2004-01

4 饮食业环境保护设计规程[11] DGJ 08-110-2004 2004-09

5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6] HJ 554-2010 2010-04

6 <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若干应用解释 沪环法〔2017〕273号 2011-07

7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14-01

8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12] DB 31/844—2014 2015-05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6-01

10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部令第44号 2017-09

11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本市贯彻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
法〉的通知

沪环保评〔2017〕7号 2018-05

12 餐饮业油烟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沪环保防〔2018〕369号 2018-09

13 上海市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项目类型（2019年版） 沪环规〔2019〕3号 2019-02

2004年 1月上海市施行《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

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为饮食服务业环境管理奠

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之后，为配套执行《办法》中

的相关要求，2004年 9月出台了《饮食业环境保护

设计规程（DGJ 08-110-2004）》 [11]，细化了饮食服

务企业项目选址、环保设施配备等方面的要求；

2014年 10月，《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进一步

明确要求饮食服务企业除安装和使用油烟净化设

施外，还应安装异味处理设施及在线监控设施。

2015年 5月 1日上海市《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DB
31/844—2014》[12] 正式实施，相比国标《饮食业油烟

排放标准：GB 18 483—2001》[5]，上海市的油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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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指标收严一倍，新建企业的油烟净化器去除效

率收严至 90% 及以上，并增加了对环境敏感目标造

成影响时臭气浓度的排放指标；此外，地标中还增

加了现场油烟污染排放控制监管的要求，并对餐饮

油烟净化设施的安装使用和运行维护以及保留相

关台账备查也提出了相应要求。2017年 9月，《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将餐饮业纳入

备案制管理。2018年 9月，发布《餐饮业油烟污染

控制技术规范（试行）》，对《上海市餐饮业油烟排放

标准：DB 31/844—2014》[12] 的各项要求予以细化规

定，明确了油烟高效捕集及净化技术要求、不同类

型净化设备的清洗保养频次要求、清洗维保台账记

录要求等，提高了地标执行的可操作性。2019年

2月，《上海市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项目类型

（2019年版）》对部分不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企业纳

入豁免环评的名录中。

2    管理机制

自 2017年 9月 1日原国家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实施

后，餐饮企业开业的环保手续简化为只需办理环境

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2017年 10月 1日国务院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后，环境影响评

价也不再作为工商登记的前置条件。此举对生态

环境部门事中、事后的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

年来，上海市不断完善餐饮油烟治理的相关标准规

范，但依然存在餐饮企业环保意识较差、油烟治理

动力不足、油烟净化设备运行控制不规范或缺少维

护保养而达不到理想的净化效率等问题。同时，由

于餐饮企业量大面广的特点，生态环境部门监管力

量不足，因此，上海市正积极尝试利用创新的管理

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共同解决餐饮油烟治理困境

问题。

2.1    餐饮油烟在线监控推广

为有效解决餐饮企业量大面广、手工监测效率

低以及油烟瞬时超标难以抓取等问题，上海市各区

正积极探索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的创新监管模式。目

前中心城区已安装了近万家油烟在线监控设备，部

分郊区也已开展油烟在线监控的试点工作。与传统

手工监测手段相比，在线监测具有高度的实时性和

同步性、布点灵活、施工快捷等优势[13]。油烟在线

监控的安装，突破了传统的监管模式，可有效缓解生

态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管压力，同时增强了企业的守

法意识，提高了油烟净化设备的运行效率。市场上

油烟在线监控设备按原理主要分为对油烟排放浓度

的监控和对净化设备工况的监控。油烟浓度在线监

控指通过油烟探头采样排烟管道内的油烟，输送至

控制主机中进行计算分析输出油烟等污染物的浓度

值；净化设备工况监控主要通过对静电式净化设备

低压端的电流以及风机的开关量进行监测，并通过

一定的数学模型分析该净化设备的净化效率和模拟

清洁程度。油烟浓度监测和净化设备工况监测 2种

方式各有优劣，目前工况监控方法仅适用于静电油

烟净化设备，而油烟浓度监测方法由于与国标方法

监测原理不同导致数据一致性较差[14]。工业治理中

排放过程监控的理念目前也开始被应用到油烟治理

的在线监控中，主要指对油烟净化设备运行的关键

电气参数和工艺参数进行监控，从而判断油烟净化

设备的运行和净化效果。其中电气参数主要包括静

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的荷电器、收集器等的工作电

流、工作电压、工作功率，电源输入电流、输入功

率、开关量等；工艺参数主要包括紫外灯管使用时

长、吸附材料使用时长等。排放过程监控的理念在

于关注净化设备本身的运行状态，便于发现根本问

题，成为油烟污染监管的新思路。

除去技术层面的问题，餐饮油烟在线监控或监

测系统数据传输和使用等应用层面的问题也普遍

存在：数据质量较差，数据标准不统一，存在大量无

效数据；无统一数据接口要求，有些设备甚至未设

置数据外传接口，导致数据无法接入其他平台；异

常或超标报警通知杂乱，无统一规则等。此外，由

于餐饮企业不具备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地对在线监

控系统进行运营管理的动机，所以普遍对油烟在线

监控系统存在抵触情绪，对已安装的在线监控设备

消极管理。因此，油烟在线监控系统不仅推广较

难，已有在线数据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2.2    餐饮油烟第三方治理

2014年 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本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指导意见》（沪

府发〔2014〕68号），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推进第

三方治理，有利于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和环境监

管效率，有利于加快环保产业发展。餐饮行业作为

第三方治理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对餐饮油烟治理等面广量大、管控难、社会

公益性强的项目，在试点期间采取以排污单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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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政府适当支持，并通过统一购买第三方服务

的方式加快落实。”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环保标

准的不断提升，餐饮行业本身巨大的市场基础，为

该领域第三方治理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上海市各区也在积极探索餐饮油烟的第三方

治理模式并取得初步成效，目前主要分为两大模

式：以在线监控设备商为代表的第三方监管服务

（政府部门购买其服务）和以油烟设备制造商为代

表的第三方治理维护服务（餐饮企业购买其服务）。

以在线监控设备商为代表的第三方监管服务

可大大减轻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压力，使得生态环

境执法机构的执法更有针对性，提升了执法效率，

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第三方环保公司的立场不够

中立、第三方在线监控市场不够规范以及第三方监

管工作的不可持续性成为以在线监控设备商为代

表的第三方监管服务机制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油

烟设备制造商为代表的第三方治理可有效解决餐

饮企业“只安装不清洗”油烟净化设备的问题，但同

时提高了餐饮企业日常的运营成本。餐饮企业缺

乏对油烟净化设备清洗维护的内在动力来购买第

三方服务，导致第三方治理市场难以大规模的推广

与发展，第三方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较弱，缺乏可

持续性。同时，油烟第三方治理市场存在低价无序

竞争，治理效果难以保证，降低了优质治理服务企

业进入第三方治理领域的积极性。油烟第三方治

理盈利模式不够清晰、治理主体之间缺少管控机

制、治理效益分配不均衡和责任分配不均衡等各种

原因，使得其发展势头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2.3    餐饮集聚区统一监管机制

餐饮集聚区主要指的是餐饮企业较为集中的

区域，包括商业综合体、园区和小吃街等。由于餐

饮企业较为集中，高峰时期油烟的集中排放量较

大，是城市餐饮油烟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市

部分中心城区探索出依靠餐饮集聚区业主或业主

委托的物业管理公司对其入驻餐饮商户进行统一

管理的创新监管方式，主要包括以下 4个方面。

1）指导新入驻企业统一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2）统一规划配置集中式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入

驻餐饮企业只需根据自身情况配置相应的一级油

烟净化设施（排烟罩内）；

3）建立日常巡检制度，并通过在线监控系统对

餐饮企业进行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反馈企业并督促

其整改；

4）与区生态环境部门合作开展对餐饮经营者

的环保培训。对于品牌的商业综合体，其对自身环

境和形象本来就有较高的要求，物业的统一监管可

有效减少油烟及异味的污染问题，不仅可提高商场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给顾客更好的购物和消费体

验，同时也会减少周边居民的投诉概率，降低被处

罚的风险。积极发挥业主或物业管理上的优势，明

确其环保职责，形成生态环境部门、餐饮集聚区和

餐饮企业三级管理模式，可有助于生态环境部门抓

大放小、事半功倍。

由于法律上没有对业主的责任义务进行明确，

因此如何调动业主或物业的积极性，引导其参与到

集聚区的餐饮油烟治理工作成为目前亟需探索破

解的问题。此外，由于餐饮集聚区的油烟排放涉及

到油烟总排口和餐饮商户分排口，一旦发生油烟扰

民或者排放超标等问题，物业与餐饮商户的油烟污

染排放责任难以完全划清，责任主体需要进一步的

探究与明确。

3    思考与建议

上海市餐饮油烟污染控制管理可从以下 3个

方面着手改善。

3.1    完善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相关标准及技术规

范，建立统一监控平台

目前，餐饮油烟在线监控市场普遍存在数据质

量较差、数据接口不统一以及预警通知杂乱等问

题，导致很多餐饮企业安装在线监控只为应付生态

环境部门，对自身油烟净化或排放情况不了解。生

态环境管理部门在接入餐饮企业数据时困难重重，

在线监控数据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参照其他领

域较为成熟的环境污染源监控监测体系的发展情

况，为提高管理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监测信息的

传输、处理、共享、保存、信息化、网络化、模型化

和平台化缺一不可[15]。因此，为提高餐饮油烟数据

的综合应用潜力，推进油烟在线监控技术和市场的

发展，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应当统一行业标准和技术

规范，在市级或区级层面建立统一的油烟监控平

台，推广独立于餐饮企业和生态环境部门的在线数

据第三方运营服务[16]，整合设备数据，进一步开放

和规范油烟在线监控市场。

3.2    完善餐饮油烟集中监管及第三方治理方面的

管控机制，维护油烟治理市场秩序

餐饮集聚区的油烟污染统一监管中，集聚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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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或物业管理公司与入驻商户之间污染控制边界

的责任划分及责任主体不清晰，创新模式亟需法律

法规的支撑。管理部门应从法律规定、权责划分的

角度予以突破，明确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的相应责

任，引导其做好集聚区餐饮油烟的管理工作。

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出台引导、监督、管理油烟

污染第三方治理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管理办法[17]，

来解决目前油烟第三方治理中的主要问题。通过

建立公开的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包括第三方治理信

息公开机制、第三方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第三方

治理“白名单”或“黑名单”机制等，来保证餐饮油烟

治理市场灵活、稳定和有序的发展[18]。以在线监控

设备商为代表的第三方治理中，第三方公司立场不

够中立等问题可通过完善统一监控平台运维企业

管理机制来改善，油烟统一监控平台运维企业、餐

饮企业油烟监控设备企业以及餐饮企业油烟净化

设备企业须保持互相独立，从而保证数据的客观

真实[17]。

3.3    引导更高层次公众参与，发展社会化治理道路

社会化治理，调动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是

解决现阶段餐饮油烟污染治理中政府行政能力和

资源有限、社会力量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关键手段。

构建“政府为主导，餐饮企业为主体，环保服务公

司、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油烟治理体

系”[17]，是解决油烟污染问题的最终途径。目前餐

饮油烟治理领域主要的公众参与行为表现在居民

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对于周边餐饮企业油烟

排放及气味进行投诉。由于公众对餐饮油烟的认

识较为浅层，所以无法对餐饮油烟的排放行为进行

合理判断，且参与途径较为单一。相比之下，高层

次的公众参与不仅包括对于油烟污染问题的信访

投诉，更在于通过公民自身的绿色消费选择，倒逼

餐饮企业做好油烟污染治理，这就需要更充分的信

息交流与共享来实现。建议建立健全餐饮油烟排

放信息公开机制，借助互联网平台、公众号、美食

点评平台等新媒体形式，发布餐饮企业油烟排放及

就餐区域空气质量情况，开展全面多维度的信息公

开和宣传，加深公众对于油烟污染的了解，提高公

众环境意识，引导公众绿色消费行为[19]，创造良性

循环的餐饮绿色消费市场，促进餐饮企业自觉治理

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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