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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学校系统改善营养水平

引 言

改善儿童营养对人类发展和人权保障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得到第二届国

际营养大会、可持续发展目标、“零饥饿挑战”和 2016-2025 年联合国“营养行动十年”

等相关活动的充分认同。虽然人们一直十分重视从受孕到幼儿满两岁这生命最初 1000 天

期间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但人生最初二十年也包含了发育和快速成长的关键阶段，如对营

养需求不断增加的青春期（Victoria 2010 ；Das 等 2017）。最新一期《疾病防控重点》指

出，儿童两周岁后的 7000 天依然是能够充分挖掘其发展潜力的机遇期（Bundy 2017 ；

Prentice 等 2013）。

保证儿童的健康膳食和生活方式依然重要，而且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优质营养对

于儿童的健康、福祉、认知和社交能力发展以及社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子孙后代的福

利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识到生命最初 1000 天的干预十分必要，但还远远不够，

必须加大对中童期和青少年期健康和营养的投资（Bundy 2017）。学校在落实健康和营养

干预措施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打造一个有利于健康的良好环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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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有很多儿童，尤其在低收入人群中，在入学时已经受到发育迟缓、低体重和 / 或多种

微量元素缺乏症的困扰。与营养和膳食相关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1 中也同样普遍。事实

上，所有国家都至少存在一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2016）。儿童正日益受到从营

养不足到超重或肥胖等多种形式营养不良的困扰，二者往往都同时伴有微量元素缺乏问题。学校为

预防和管理不同形式营养不良提供了机遇，并有助于提高教育成效（Caniello 等 2016 ；Drake 等 

2016）。参与学校营养相关活动的学生还能对他人产生影响，尤其对其家人和弟妹，可能有助于减少

入学时已经遭受营养不良困扰的儿童数量。

必须认识到学校供餐项目等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的多重好处。对学校供餐项目的投资所产

生的潜在收益要大大超越健康和营养层面，对扩大受教育机会、社会保护和农村农业发展等均有好处。

众多研究表明，学校供餐有助于提高入学率和出勤率。在有些环境中，学校供餐项目还能在教育女

童等高风险学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Bundy 等 2009）。这些好处往往是各国对学校供餐项目进行投

资的主要原因。

虽然学校供餐是最常见的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但在学校开展的还有其它措施，如提倡餐

前用肥皂洗手，驱虫、营养教育、农业生产多样化、改善水和卫生设施、微量元素补充等。由多部

门共同开展综合干预有助于使对学校的投资效果最大化，还能进一步推动各国努力实现多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包括可持续目标 2、3、4、5、6、10 和 12）。

由于即便在最偏僻的农村都有学校，尤其是小学，因此学校能够为对儿童实施大规模干预活

动提供绝佳的机会。令人振奋的是，有些国家，如尼日利亚这个学龄儿童数量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学龄儿童总数近 20%2 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已决定加大对学校粮食和营养项目的投资。联合国

“营养行动十年”已呼吁各国做出具体承诺，力求实现全球商定的营养目标。本文主张将学校视为

一个（粮食）系统 3，为改善儿童在校期间和毕业后较长时期内的营养状况提供多个切入点。因此，

这与《2030 年议程》中提出的系统性改变以及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成果文件中提出的对粮食系统

的重视完全相符。

1 “在 2018 财年，低收入国家指以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2016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1,005 美元的国家 ；中等
偏下收入国家指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1,006-3,955 美元的国家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指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3,956-12,235
美元的国家 ；高收入国家指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 12,236 美元的国家。“国家”一词与“经济体”一词同义，不隐含
任何政治独立性，仅指任何由官方报告社会或经济统计数字的领土。”世界银行（2017），世界银行国别和贷款分组，
参见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

2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学龄儿童总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3）：144,000,000。尼日利亚学龄儿童总数（普及基
本教育委员会 2013）：24,185,027。尼日利亚学龄儿童数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学龄儿童总数的比例 ：17%。

3 粮食系统包括与粮食生产、加工、销售、烹饪和消费相关的所有因素（环境、人、投入物、过程、基础设施、机
构等）和活动，还包括这些活动带来的产出，包括社会经济及环境结果（HLPE 2017）。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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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主要）在高收入国家启动了营养友好型学校项目（NFSI），为旨在应对营养不

良双重负担所造成疾病的学校项目提供了一个综合性框架。营养友好型学校项目采用爱婴医院项目

（BFHI）的概念和相关原则，将已达到一整套基本标准的学校认证为“营养友好型学校”。4

在不断变化的营养形势中，有必要重新评估和加强学校在改善儿童健康和营养方面发挥的作用。

本文认为，学校能提供一个独特的平台，有助于为儿童及其社区带来多重好处，同时还能推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学校产生的影响会超越儿童本身，成为教师、家长和其它社区成员参与相

关活动的基础。干预措施有助于促进社区发展，实现社会保护和经济赋权，影响农业生产系统，使

之生产出多样化、高营养的食物，促成人们养成惠及终生的健康饮食习惯，并解决健康、个人卫生、

环境卫生等影响生活质量的基本问题。通过打造一个更好的健康生活环境，学校不仅能够保障教育，

还能推动各社区开展主流营养活动，促进儿童发展（Patton 等 2016）。

4 营养友好型学校项目（NFSI）。www.who.int/nutrition/topics/nutrition_friendly_schools_initiativ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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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
保障人权

学校在推动人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充足食物权 5、可达到的最高标

准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这些人权和其它人权一样，

都是普遍、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人权。几乎获得一致通过的《儿

童权利公约》在第 24 条中强调了富含营养的食物对于抗击疾病和营养不良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儿童权利委员会在解释和实施第 24 条时，在第 15 号一般性评论中指出“学校供餐

是确保所有学生每天都能获得完整一餐的理想做法，还有助于强化儿童的学习注意力，提

高入学率。委员会建议将学校供餐与营养和健康教育相结合，包括开辟学校菜园，培训教

师帮助儿童改善营养和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此外，委员会强调“各国还应解决儿童肥胖问题，因为这可能造成高血压、心血管疾

病早期症状、胰岛素抵抗、心理影响、成人肥胖风险加大和早卒。应限制儿童食用高脂肪、

高糖或高盐、高热量、低微量元素含量的“快餐食品”以及咖啡因或其它潜在有害物质含

量较高的饮料。这些物质的营销，尤其是面向儿童的营销，应受到监管，并限制在学校和

其它场所销售此类产品（《儿童权利公约》 2013）。”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建议通过国家战略“确保人人享有粮食和营养安全，

根据人权原则确定其目标，并制定相应政策和标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1999:21）。委员会为各国落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提出了三个层次的义务，即“尊重”、“保

护”和“实现”（通过便利或提供措施）。在学校系统中，这意味着责任人，即政府、教师

及其它学校相关人员，必须尊重儿童获得良好营养的权利，同时尊重有助于健康饮食的当

地饮食文化。其次，保护充足食物权和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权意味着确保儿童能避

开不健康或不安全的学校饮食环境，或不会受到第三方的伤害，包括私营企业。

5 按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定义，食物权指“每名男性、女性和儿童在所有时候都能在物质和经济上单
独或集体获取充足的食物或购买食物的手段”（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1999: 6）。委员会认为，食物权的核心
内容意味着“从数量和质量上保障个人能获得充足的、不含有害物质、为特定文化所接受的食物，此类食物的获取
是可持续的，且不会对其它人权产生干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19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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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饮料公司的影响也应得到特别关注，例如，我们应该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儿童不受

不健康食品和饮料营销活动的影响。各国在让食品和饮料公司参与学校活动时，应考虑到可能出现

的利益冲突，并采取措施发现并管理好利益冲突，以避免影响营养相关工作的落实以及更大范围公

共健康目标的实现。例如，一个生产加糖饮料的公司主动为学校相关活动提供赞助，但要求展示其

品牌标志，这就构成利益冲突。

第三层次的义务“实现”意味着责任人应采取行动，通过便利措施（如学校食品标准、营养教育、

员工培训、家长参与）或提供措施（如学校供餐）实现儿童权利。教育部确定的学校课程应在为儿

童提供优质教育的同时，提供足够有关健康饮食和营养的信息。

最后，应特别关注边缘化群体，包括女童、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在很多社区中，女童的受教

育权无法得到保障，她们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往往较少，更容易出于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而辍学。

这对她们的其它人权造成了严重影响，包括充足食物权。健康和营养相关干预措施已被证明能有效

保证女童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此外，在学校供餐中提供符合文化习惯的食品对于土著人民而言至关

重要，他们的文化需求往往未能得到学校管理人员的重视（土著人民传教委员会 (CIMI)，2015）。

总之，将人权放在学校干预措施和政策的核心位置对于推动实现营养目标至关重要。学校作为

一个系统，有潜力为改善营养做出持久贡献，同时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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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供餐

学校供餐有助于提高包括学前、小学、中学学童在内的学生的饮食质量，直接对营养

产生效果。按照世卫组织的“健康饮食说明”，健康饮食包括充足摄入水果、蔬菜和高纤

维食品，如全谷物，同时限制脂肪、游离糖和钠的摄入（世卫组织 2015）。学校供餐能带

来多方面好处。2012 年，世界各地小学生和低年级中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一在学校获得食

品或餐食。但低收入国家中仅有约 12% 的学生能获得学校供餐，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

比例则为 37%。在参加世卫组织开展的 2016-2017 年第二次全球营养政策调查的 154 个

国家中，84 个国家（主要在非洲、美洲和东南亚地区）报告称提供学校供餐，约半数国

家还已制定学校供餐标准。22 个国家（主要在欧洲）报告称已制定关于午餐包和学校出

售食品的相关标准或指南（世卫组织，即将出版）。

学校供餐应遵照国家膳食指南（国家指南往往遵照国际标准），以确保食物多样化，

满足营养需要，并符合当地的食品供应情况和喜好（如当地饮食文化）。此外，很多国家

也有有关学校供餐的国家政策，可作为限制深加工食品消费量的一种指导原则，或者规定

学校供餐应该含有多大比例的总养分或卡路里。通过满足营养需求，学校能帮助学童预防

和管理微量元素缺乏症，因为很多儿童在入学时已经出现了微量元素缺乏的问题。对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学龄前儿童而言，全球范围内维生素A缺乏症的发生率估计为33%（非

洲和东南亚为 45%）（世卫组织 2009），贫血发生率估计为 47.4%（世卫组织 2008）。同样，

学校应确保根据年龄、性别、当地饮食文化以及患有传染病或营养不良的弱势群体的特殊

需求来确定营养需求。

除了给儿童带来直接好处外，学校供餐如果与当地小农农业发展挂起钩来，还能有助

于缩短供应链，确保食品采购多样化，增加传统、被忽略、未充分利用食品的使用量，同

时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可持续性（更多内容参见肯尼亚案例 I 和巴西案例 H）。学

校供餐还能推动当地膳食多样化，保护当地饮食习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帮助小农打入

市场（Bundy 等 2009 ；Gelli 等 2010 ；Espejo 等 2009 ；Morgan 等 2007）。在制定利用

当地采购促使膳食多样化相关战略时，应注意辨认哪些当地食品不足以满足营养需求（如

在碘缺乏症流行地区缺乏动物源性食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供餐应包含强化食品或其

它营养补充剂，以弥补不足。正如本文所述，学校为大规模营养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个关键

平台。此外，学校供餐还能与粮食和营养教育相配套，以巩固健康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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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供餐计划及其对机构市场
和 粮食系统的影响

学校供餐项目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因为它将安全、多样化、富含营

养的食品供应与从当地生产者手中采购相互联系起来。这些项目通过打造结构性、可预见

的需求，能改善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对小农而言，此类项目能促进他们进入市场，获得

生产资料和信贷，并带来增收和发展机遇（Drake 等 2016）。改变采购方式，支持中小型

企业，如小型食品加工企业，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因为很多此类企业由妇女管理，同

时这也有助于创造其它就业机会。将当地食品生产、采购和供货联系在一起的项目，如学

校供餐项目，往往被称为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HGSF）项目。

作为机构市场，学校能促进健康食品的采购、短供应链的发展以及新型零售基础设

施的创建，同时还有助于支持可持续生态农业（国际可持续粮食系统专家组 (IPES-Food) 

2016）。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的《2016 年展望报告》提请各方关注“通过

公共部门购买力使优质膳食制度化”，其中包括学校提供的食品，它应该产生最大营养成

效（全球专家组 2016）。这一做法有助于创建食品相关规范，促进优质膳食，激励供应链

中各方使自身价值链与之对接。学校对多样化食品组合的需求有助于刺激农业生产多样化，

推动农业整体发展，加强生物多样性，提高传统、被忽略和 / 或利用不足食品的利用率。

巴西、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最新经验表明，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能产生巨大的

积极效果。在巴西，由于规定学校供餐中至少 30% 的食品需从家庭农场和农村家庭企业

采购，家庭农业由此获益。Beltrame 等（2016）注意到，巴西有关公共食品采购的这些

规定能有战略针对性地增加富含营养的本地产食品在学校中的使用量，使学校供餐相关公

共食品采购实现多样化。应在多样化农业生产中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可持续

性。尽管缺乏全国性影响评价，但从对当地农民经济生活开展的定性影响评估结果中可以

看出，多样化、产量和收入各方面都有所改善，农民组织也得到加强（国际包容性增长政

策中心（IPC-IG）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 ；粮农组织 2015）。

在加纳，女性管理着为近 200 万儿童服务的餐饮企业，包括采购、烹饪和供餐，虽然

将这些企业与当地小农相互挂起钩来依然面临着挑战（Drake 等 2016）。尼日利亚的奥孙

州报告称，名为 O’Meals 的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已为几千名青年和女性创造了就业

机会（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GNCF) 2015）。然而，各国在实施此类项目时经常面临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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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成本采购与从小农手中采购两者之间实现权衡（Drake 等 2016）。目前仍有巨大机遇，可进一

步提升各方对学校供餐项目为低技能和 / 或农村妇女、青年和农民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以及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及其它经济惠益的认识，这可能有助于项目的可持续性及其产生的惠益。值

得进一步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加大私营部门对营养问题的敏感性。

总之，当学校供餐项目能有认真的规划，由合理的制度、政治和立法环境支持，实施过程中又

能实现强有力的跨部门协调，那么它就能成为一项能惠及多个部门的投资。此类项目还为社区各类

行动方的参与提供了机遇，如民间社会、农民组织和私营部门（Suberg 和 Sabates-Wheeler 2011 ；

Morgan 和 Sonnino 2008 ；Espejo 等 2009 ；Gelli 等 2010 ；Drake 等 2016）。其结果是，学校，

尤其是那些实施了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的学校，能为所在社区打造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加包容

的当地粮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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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校作为社会保护体系的一部分

学校供餐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社会安全网（Alderman 2016），估计全球有 3.68 亿

儿童每天在学校吃上一餐。然而，学校在社会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学校是否有能力

成为其他活动的一个平台，它往往还是所有学生获取基本医疗服务和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方面相关教育和设施的地方，而所有这些对营养而言都十分重要。如果能精准瞄准，

学校供餐就能成为难以覆盖的最弱势儿童的安全网，其中包括孤儿、土著社区中的儿童、

特殊需求儿童以及患有艾滋病和包括肺结核在内的其它传染性疾病的儿童。一般情况下，

这些儿童和那些来自极端贫困家庭和身处紧急情况或危机中的儿童都面临着因内在脆弱性

而辍学的高风险。在这些情况下，学校能发挥预防性社会保护的作用，降低人们采用可能

会危及长期生计、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负面应对策略的风险（Wright 和 Epps 2015）。

学校供餐项目能缓解家庭的食物需求，释放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家庭资金不稳定

性（Drake 等 2017）。学校供餐还能与打包带回家的做法配套，惠及家庭其它成员。最后，

学校供餐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机制，还能用于专门应对经济和环境危机（如当一国某个地区

面临旱灾或处于食物不足季节）。我们完全有信心说，通过对学校供餐进行投资来改善营

养是一种提升人力资本的好办法。

如果学校营养项目能被设计成多部门干预并纳入更大范围的国家社会保护体系，充分

利用与其它社会保护和发展项目之间的现有及潜在协同合作，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潜

在积极作用。学校供餐项目最好被纳入应对多种社会需求的政府全面计划，还可以被纳入

旨在抗击饥饿、贫困和营养不良以及改善健康行为和成效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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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粮食和营养教育

学校开展的粮食和营养教育能为儿童、青少年、学校员工和社区成员提供有针对性的

培训，鼓励他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其它积极的营养相关行为。采用的教育策略应将实

证与行为相结合，注重学生、学校员工和整个社区的积极参与。应在国家层面确定粮食和

营养课程设置实施指南，确保让营养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发挥明确的作用。各国政府还可针

对教育体系每个阶段应该掌握的营养概念以及将其纳入哪些课程做出明确规定，如将其纳

入自然科学以及健康和社会科学相关课程。但同时应允许学校根据当地的资源和人口需求

等实际情况调整课程内容和重点。

粮食和营养教育能带来多重好处。目前已证明，尽管尚未大规模推行，但它已对儿童

的微量元素摄入产生了积极作用，并有助于预防肥胖（Lobstein 等 2015）。此外，通过将

课程设置与当地饮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还有助于将文化保护和环境可持续性相

关内容更好地相互综合（粮农组织 2010 和 2013）。将粮食和营养教育与健康的学校供餐

结合起来还能帮助学生及其家人亲身体验课程内容 ：如何选择多样化、富含营养的食物，

如何尊重当地饮食文化，如何充分利用当地食物。

学校菜园能进一步促进城乡儿童及其家人的营养和教育成效。学校菜园是一个学习平

台，不应被视为大量食物或收入的来源，而应被视为提升营养和教育成效的途径。学生能

在课堂、菜园、厨房、学校食堂和家中等各种场合学到如何种植、管理、收获、烹制富含

营养的应季产品。此类经历有助于提高学校的环境、社会和健康状况，让学生更好地了解

大自然如何供养我们人类。与家庭菜园的结合有助于强化这一概念，为学校和社区之间分

享知识和经验提供途径（粮农组织 2015，粮农组织 2010）。

在很多社区中，学校是儿童、青少年、学校员工和社区成员了解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

知识的主要场所（Psaki 2014 ；Lobsteindeng 2015）。粮食和营养教育项目的实施能帮助

学生学到终生受益并能转达给家人乃至子孙后代的知识和技能。它还能让学校员工接受有

关这些重要话题的相关培训，帮助他们自己的家人选择更健康的饮食习惯，从而对周围社

区产生辐射影响。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689e/i1689e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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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师及其他变革推动者在推广 
良好营养行为方面的作用

改变学校环境和落实营养和健康相关干预措施，离不开有能力、训练有素的变革推动

者。教师、学校员工、学生、家长、餐饮人员、食品商贩和农民都能在推广良好营养行为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极为重要的是要提高这些人员的能力，并帮助他们掌握有关营养、食

品卫生、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必要知识和技能。教师尤其需要正式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因为他们是帮助年青一代养成良好营养行为习惯的最重要推动者。他们不仅有机会通过粮

食和营养教育影响学生的饮食习惯，还有机会帮助解决其他问题，包括少女和孕妇的营养

需求以及母婴保健。其它各方，如家长、餐饮人员、食品商贩和农民也能通过教育课程获

益。应将能力建设活动纳入学校改善营养成效相关战略中。

下表所列为部分主要行为方及其在学校营养干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所需能力。

组别 能力建设类型 主要内容

教师 • 正式培训

• 强化将营养理念纳入课程设置的能力

• 营养和认知发展

• 概念性框架

• 整个生命周期的营养

• 多部门促进营养

• 粮食系统和健康饮食

学生 • 学校正式课程

• 相互学习

• 实际操作（食物种植、做饭、在洗手点洗手等等）

• 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

• 健康饮食 

• 生活方式和营养

家长委员会和
家长教师联委
会

• 非正式培训

• 了解营养的重要性，在推广有益于营养的行为
方面发现挑战和机遇

• 家校联手

• 营养和认知发展

• 健康饮食

餐饮人员 • 正式培训

• 认证和定期监测

• 处理、烹制和储存过程中的食品安全

• 健康饮食

食品商贩 • 非正式培训 • 食品卫生和安全

• 食品处理和储存

• （社会）责任 

为学校供餐项
目供货的农民

（生产者）

• 非正式培训

• 农业推广

• 粮食系统和健康饮食

• 通过生产多样化来支持饮食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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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打造良好学校环境，促进健康
饮食和营养

学校环境应对儿童的健康和营养有利。学校应通过提供多样化食品促进健康饮食，包

括提供足量水果、蔬菜和豆类，同时对高脂肪、高钠 / 盐、高糖食品和饮料的宣传、营销

和销售进行监管（世卫组织 2015）。一些国家采取的一种做法是推广饮用水，禁止在学校

的餐厅、书报亭和 / 或自动售货机以及附近商店中销售含糖饮料（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 2016）。学校就学校供餐或学生自带食品制定相关政策或指南也是有用的方法，有

利于为健康饮食的推广打造良好的学校环境。

学校环境还为推广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借此促进营养，具体做法包

括确保为学生全天候提供洁净的饮用水、洗手设施、卫生厕所等卫生设施以及体育活动场

所，并定期对设施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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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供辅助性营养和健康服务

学校还可为儿童提供更多的营养和健康服务。成长监测或其它定期筛查活动有助于发

现儿童是否有不同形式营养不良（即发育迟缓、消瘦、超重与肥胖、微量元素缺乏等单独

或同时并存的问题）和 / 或健康问题。此外，筛查还能通过转诊，帮助儿童获得预防性和

治疗性医疗服务（FRESH 项目 2014）。

学校还能提供机遇，为原本难以覆盖到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有效的营养干预措施。此

类措施可包括微量元素补充剂（通常为铁 - 叶酸补充剂或铁补充剂）6、对学校供餐进行现场

强化、使用加碘盐或强化谷物或驱虫等（Aguayo 等 2013 ；De-Regil 等 2016）。加上学

校在预防营养不良和膳食相关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学校的作用不容忽视，应被视为一个

重要平台，可开展虽简单但却具综合性的健康服务。

6 世卫组织营养行动证据电子图书馆（eLENA）：www.who.int/elen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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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校营养措施所需成本和可持
续性

由于学校供餐项目具有多重目标，因此侧重于健康和营养成效等小范围指定内容的成

本收益分析会低估学校供餐项目所产生的整体影响。对多数国家而言，学校供餐项目被视

为一种非现金有条件（仅面向在校生）收入转移项目，目的在于为贫困人口提供安全网和

社会保护机制。其它关键产出还包括提高学生出勤率和改善其健康状况。

随着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的实施，当地农民和整个社区都因当地小农经济获得了

持续、可预见的投资而从中获益。多管齐下的学校干预措施已超越了在学校提供餐食这一

范畴，如果将多重益处全部考虑在内，这些项目的回报率似乎已大大超出预期。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学校供餐项目的年人均成本为 41 美元，每餐平均热量为

401 千卡。学校供餐项目已被证明是提高出勤率、数学能力、体重的最有效方法，对提高

学龄前儿童的身高也有作用。此外，有证据证明，学校供餐项目的效果在食物不足人群中

最为显著（Kristjansson 等 2015）。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收入转移金额在家庭

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大，再次证明供餐项目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上文提及的学校补铁和

驱虫项目成本不高。例如，用于驱除通过土壤传播的寄生虫的药品每剂量成本仅需 0.50

美元（Ahuja 等 2015），往往免费分发给学龄儿童。所产生的效果各地不一。但整体而言，

由于其低成本，无副作用，且有助于降低患病率，因此目前世卫组织依然推荐采用这种方

法对地方病流行区域进行大规模防治。

对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为学校供餐项目筹措稳定的资金是一个挑战。虽

然供餐所需成本通常仅在教育支出中占比 10-15%（且往往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减少），

很多国家并没有固定的供资计划，而是每年审批（Drake 等 2017）。因此，项目在捐赠方

撤出直接资助后设计退出战略时，相关方应确保为顺利过渡做好可持续的国内资金安排，

避免项目中断。这一过渡通常包括在项目转由国内预算管控时，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内的

捐赠方提供运作和行政方面的支持。此类过渡标志着学校供餐项目已从鼓励学生上学的项

目演化成有助于在上学期间提升学生受教育效果和健康水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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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称，非洲和亚洲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经济损失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高达 11%。同时，在预防营养不良上每花费 1 美元，就能产生 16 美元的平

均回报（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2016）。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学校供餐项目、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

目以及其它营养和健康相关行动的投资，以实现教育、健康、营养和环境可持续目标，提高经济和

农业生产率，提高子孙后代福祉。然而，政府和社区必须有能力支持和维持相关行动，以实现和保

持行动产生的多重惠益。因此，联合国各机构和其它伙伴方，尤其是直接参与实施学校相关活动的

各方，应与各国政府和地方利益相关方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将变革纳入国家的长期可持续社会保护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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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要点与建议

1.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实现健康目标和推广健康饮食的方法之

一。它不仅将从受孕到儿童两周岁之间的 1 千天视为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还将随后

的 7 千天视为帮助儿童发挥发展潜力的关键阶段。学校是一个独特的平台，能为儿童

及其社区带来多重惠益，因此，学校干预措施应 ：

• 特别确保将面临风险的儿童（如女童、土著社区和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儿童）作为

受益对象 ；

• 通过粮食和营养教育等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应对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 ；

• 采取多部门方法，包括健康、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各方面。

2.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对落实各项人权至关重要，如充足食物权和儿童权利，尤其

是享有最高可获得的健康水准权利。为实现这些人权，学校干预措施应 ：

• 纳入学校课程设置 ；

• 确保政府、教师和其它学校员工尊重儿童的良好营养权，包括尊重当地粮食系统 ；

• 保护儿童远离不健康或不安全食物环境 ；

• 确保建立强有力的利益冲突处理机制。

3.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能通过从学前到小学、中学全过程在质量和数量上提升学生

饮食水平，起到直接改善营养的作用。为提升饮食质量，学校干预措施应 ：

• 以本国膳食指南为依据 ；

• 促进饮食多样化，包括利用传统、被忽略、利用不足的食品，同时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环境可持续性 ；

• 战略性利用当地采购，与男女小农开展合作，如果养分缺口难以填补，可利用强化

食品或营养补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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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能提升当地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作为机构市场，学校能促

进健康食品的采购、短供应链的发展以及新型零售基础设施的创建，同时还有助于支

持可持续生态农业。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正在将当地食物生产与学校供餐项目的

采购和供货机制联系起来。为了对机构市场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学校干预措施应 ：

• 确保认真规划好合理的制度、正在和法律环境，在实施过程中重视跨

• 部门协调，鼓励各类社区行动方参与，包括民间社会、农民组织和私营部门 ；

• 通过结构性、可预见的采购，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持，如小型食品加工企业 ；

• 为营养敏感型价值链中各行动方提供奖励，鼓励他们为最大程度改善学生营养状况

生产和加工优质食品。

5.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能大幅促进国家的社会保护体系，因为它能发挥社会安全网

的作用，并减少经济、社会风险对弱势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学校能发挥预防性社会保

护作用，减少各种消极应对措施（如辍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威胁长期生计、

粮食和营养安全、健康，尤其对女童而言。为建立此类保护性机制，学校干预措施应 ：

• 成为政府应对多重社会需求的全面计划中的一部分 ；

• 被纳入旨在抗击饥饿、贫困和营养不良、推广有益于健康的行为习惯、促进健康和

营养成效的国家战略 ；

• 认真设计，将最弱势、最难覆盖的儿童作为对象，包括孤儿、土著社区和边缘化少

数民族儿童以及有特殊需求的儿童。

6.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尤其是粮食和营养教育，能为儿童、青少年、学校员工和

社区成员提供学习机会，鼓励他们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其它良好营养行为。学校菜园，

包括小型家畜饲养，有助于改善营养和营养教育。学生能学会如何种植、管理、收获、

保存食物以及在烹制营养餐食时减少食物浪费。为充分发挥粮食和营养教育的潜力，

学校干预措施应 ：

• 被纳入学校课程设置 ；

• 认真规划，设定明确目标 ；

• 以全局方式看待粮食安全和营养，推广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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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要求全面开展能力建设。教师和其它学校员工应掌握知识和

技能，成为良好营养行为的成功推动者。他们不仅有机会通过粮食和营养教育影响学

生的饮食习惯，还有机会应对其他问题，如少年和孕妇的营养需求以及母婴保健。其

他行动方，如家长、餐饮人员、食品商贩和农民也能从教育课程中获益。为成功实施

这些项目，学校干预措施应 ：

• 确保教师和其他实施者有能力成为健康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动者 ；

• 确保学校有充足的设施来实施干预措施 ；

• 确保能力建设与不同行动方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匹配，包括通过跨学科话题开展教育。

8.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应为推广健康饮食和营养打造良好的学校环境。学校干预措

施应特别关注 ：

• 确保提供多样化食品，包括足量的水果、蔬菜和豆类 ；

• 对高脂肪、高钠 / 盐、高糖食品和饮料的促销、销售进行监管 ；

• 就学校供餐或学生自带食品制定相关政策或指南。

9.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能加强营养和健康服务。成长监测和 / 或定期筛查有助于发

现儿童是否有不同形式营养不良和健康问题。为此，学校干预措施应 ：

• 为原本难以覆盖到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有效的营养干预措施 ；

• 考虑采取微量元素干预措施，如营养补充剂、对学校供餐进行现场强化、使用加碘

盐和强化谷物等 ；

• 推广其它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活动，如提供洁净的饮用水、洗手设施、卫生设施和

驱虫服务等。

10. 学校粮食和营养干预措施需要一定成本，但由于它有多重目标，仅靠简单的成本效益

分析容易低估学校营养措施的全部影响。其中一项关键成效就是提高男童和女童的出

勤率。这是教育产生成效的基础，有助于提高经济生产率，从而对国内生产总值做出

更大贡献。对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为学校干预措施提供稳定的资金是一

项挑战。学校干预措施应 ：

• 被纳入国家预算 ；

• 做好明确的规划，以便完成从捐赠方资助向可持续国内预算支持的过渡，而不是突

然中止项目 ；

• 争取联合国各机构和其它伙伴方的支持，与各国政府和当地利益相关方密切合作，

确保项目成为由各国主导的长期、可持续社会保护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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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结 论

本份讨论文件表明，学校能为采用系统化、多部门方法改善营养提供一个独特的机遇。

围绕学校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健康、经济、道德方面的争论。将学校视为一个改善营养的（粮

食）系统有助于深入了解哪些干预措施能够确保为学生、其家人和所在社区带来潜在的营

养成效，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所有营养干预措施在设计时都应注意其长期可持续性。应确保随时将情况通报各层级

利益相关方，并鼓励从学校到地方层面，再到中层政府、私营部门、政府各部委、各全国

性组织直至国际伙伴方积极参与，打造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体系。要大面积扩大学

校干预措施产生的积极效果，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就必须发挥领导和主导作用，同时在这

一最高目标指导下，捐赠方在不同阶段的参与和支持也十分必要。

本文作者和提供相关材料的人员认为，应设立一个工作组，帮助各国政府将营养问题

纳入学校层面的主流工作。工作组可由参与本文撰写或为本文提供帮助的以及曾经就此类

活动与政府开展合作的多名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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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印度通过大规模基本营养干预措施覆盖青少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交的印度项目案例研究（2006-2017 年）

印度有超过 2.53 亿青少年，占世界青少年总数约 20%（人口普查 2011）。由于二分之一的少女

和三分之一的少男（15-19 岁）有贫血现象（国际人口科学研究所等 2006），解决青少年贫血问题一

直是印度政府的一项国家重点工作。国家政府和邦政府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基会）及伙

伴方的技术支持下，已通过学校和社区中心 7 面向 10-19 岁青少年男女实施青少年贫血防治项目。项

目采用了固定日期、固定地点的策略，包含四项内容 ：（1）每周补充铁和叶酸 ；（2）每六个月驱虫，

预防寄生虫感染 ；（3）中度 / 重度贫血筛查和转诊 ；（4）为改善饮食结构和预防贫血提供营养和健

康教育咨询和支持（印度政府 2012）。

印度青少年贫血防治项目在联合国儿基会的技术支持下，已通过以知识为中心的 5 阶段项目周

期得以推广扩大，这 5 个阶段分别为 ：实证生成、创新、评价、复制和普及。项目于 1995 年启动了

实证生成阶段（共覆盖 880 万名少女），主要侧重于在创新、评价和复制阶段通过校内和校外（村中心）

两个平台解决少女贫血发生率较高的问题。到 2011年年底，项目已在 13个邦实施，覆盖 2760万少女，

其中 1630 万为在校生，1130 万为非在校生（Aguayo 等 2013）。在本项目良好效果和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印度政府于 2012 年扩大了该项目，启动了全国性的青少年贫血防治项目（又称 WIFS 项目），

将贫血防治的覆盖范围扩大至全国所有青少年。到 2015 年年底，该项目已通过学校或社区平台覆盖

了 3000 多万青少年（印度政府 2015-2016）。

联合国儿基会最近对南亚地区（包括印度）有关少女营养状况的国家调查结果和相关项目的研

究结果中提出的实证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营养教育和旨在改变行为的干预措施与青少年贫血防

治项目及驱虫措施结合在一起后，已加深了少女群体对预防贫血和饮食多样化的好处等相关知识的

了解，同时还提高了血红蛋白浓度，降低了中度和重度贫血发生率（Aguayo 和 Paintal 2017）。分

析还强调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坚持上学直至中等教育阶段，学校能在保障定期营养筛查、

教育和营养补充等方面发挥辅助作用。此外，在校的少女还能为非在校少女做出好榜样（世卫组织 

2006）。印度的全国性青少年贫血防治项目计划到 2021 年覆盖约 1.08 亿青少年，已成为教育、卫生、

妇幼发展等主管部门联手实施大规模营养项目的典范，目的在于为所有青少年提供必需的营养服务、

咨询服务和支持，消除营养不足代际延续问题（Aguayo 和 Paintal 2017）。

7 印度儿童发育综合服务项目（ICDS）在各村设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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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

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交的叙利亚案例研究（2016 年）和印度案例研究（2014 年）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ESF）是重建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紧急情况下的一

种安全网。2015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为 24 个国家处于紧急情况中和紧急情况后地区的 650 万儿童

提供了学校供餐。

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的实施必须考虑到众多因素，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府是否正常运

作。如果是，那么粮食计划署将提供必要的外部支持，但紧急情况下供餐项目必须由政府负责实施。

如果政府能部分正常运作，粮食计划署往往会加大自身的参与度，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如果政府

已无法正常运作，粮食计划署则会积极承担起实施项目的责任。

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实施前，必须先评价紧急情况的性质以及可能对学童产生的威胁。与

自然灾害、疾病感染或冲突相关的风险可能会对离家去参加学校供餐项目的儿童带来威胁。这些风

险可能成为紧急情况下儿童受教育的障碍。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旨在同时在营养和教育两方面产生影响。虽然解决

粮食不安全问题是粮食计划署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的核心目标，但在紧急情况下支持教育也是

一项重点。与营养相关的产出包括让受益人更好地获取富含营养、多样化的食物，改善他们的营养

和健康状况。与教育相关的产出包括从入学率和出勤率入手让受益人更好地获得教育，减少因病缺

勤现象。

高强度战争、流离失所、出入受阻 ：叙利亚

2016 年 11 月，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估计叙利亚共有 1350 万人需要援助，其中很多人为

难民或内部流离失所者。自 2011 年爆发战争以来，叙利亚人口已有半数以上被迫离开家园。

叙利亚原来运作良好的教育体系已在危机中受到严重影响。三分之一的学校已被损毁，导致几

十万教师与学校员工无法正常上班。一些地方由于内部流离失所者大量涌入导致教室过度拥挤，每

班学生数往往超过 60 人，两班学生轮流上课。2015 年，估计共有 60 万以上学龄儿童处于被包围区内，

约 210 万儿童无学可上。流离失所、贫困、安全问题是阻止儿童上学的主要因素。在武装冲突地区，

家长不愿将孩子送到学校上学。

2014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儿基会和叙利亚教育部合作，在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启动

了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主要集中在内部流离失所者所在地区。在处于极不稳定的危机背景下，

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在设计时必须确保所提供的食物有较长的保存期，并尽可能覆盖更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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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每天估计为 37.5 万名儿童分发添加了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当地产枣糕条。

在局势相对稳定的时候，也可能在被包围区分发枣糕条。这些枣糕条含有较高营养和能量，且

便于运输和储存。储存在学校的枣糕条也可以在局势不稳定和发生武装战斗时分发。

受访者表示，紧急情况下学校供餐项目促使家长在严重武装冲突时将孩子送去上学。尽管这一

项目为到校学生提供食物，但当安全局势不稳定时，家长仍不愿送孩子上学。

对学校供餐作为一种安全网的评价 ：印度

针对学校供餐项目及其对儿童健康和营养指标的影响开展的研究为数不多，其中一项研究选择

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安得拉邦的严重干旱地区，主要评价危机时期学校供餐项目所产生的健康成效。

印度政府于 2003 年在安得拉邦启动了午餐计划（MDMS），为所有公立和私立小学学童提供午餐

（Singh 等 2014）。

此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学校午餐项目是否能够抵消干旱对儿童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否能

够逆转以往年份的干旱对儿童早期营养造成的不利影响。研究对曾经受过严重干旱影响并在平均持

续 9 个月的时间里吃上学校午餐的两组小学生进行了分析（Singh 等 2014）。

研究发现，干旱地区儿童的营养摄入有所减少，这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体重和身高上。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午餐项目为这些曾经因干旱而可能在健康和营养方面受到影响

的儿童提供了一张安全网。项目有助于改善小学阶段的营养摄入，而这一阶段对于营养、健康和认

知发展都至关重要。研究结论为，学校午餐项目可能有助于抵消学生早期在健康和营养方面受到的

不良影响（Singh 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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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马拉维的非洲本地采购项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交的马拉维案例研究（2012 年）

非洲本地采购项目（PAA Africa）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巴

西政府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联手开展的一个创新型发展合作项目。这一大型社会保护项目于

2012 年至 2017 年间在 5 个国家（埃塞俄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塞内加尔）实施，旨

在通过大型社会保护项目，促进农业干预措施和学校供餐项目之间的协同合作。项目通过从本地采

购食物，将农民与正在实施的学校供餐项目相对接，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方面的支持和稳定的市场

准入。项目有两重目标 ：更好地保障小农收入，改善粮食不安全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粮农组织和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4 ；Gyoeri 等，2016）。

2012 年，非洲本地采购项目在马拉维南部的曼戈奇和帕隆贝两个地区启动相关活动。这些地区

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具有较大的农业发展潜力和较高的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发生率（粮农组织、世界粮

食计划署和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2016）。

项目为负责向学校供货的农民组织提供生产性支持，包括种子的获取、可持续生产方面的技术

援助、营养多样化、管理及商务技能以及仓库建设。其中还包括引入学校菜园的做法，旨在让当地

社区了解与营养和可持续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4；粮农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2016）。

项目已产生多重成效，加大了对与当地小农农业相关联的可持续、营养敏感型学校供餐项目发

展的了解。具体成效如下 ：

可持续农业多样化 ：非洲本地采购项目提供的生产性支持已帮助小农生产出剩余产品，采纳了

更可持续的农作措施，提高了生产率。参与项目的学校 2014-2016 年从项目支持的农民组织手中共

采购 361 公吨食物，惠及 10,065 名学生。农民组织通过项目销售的产品从 2014 年到 2015 年共增

长了 284%。据农民称，通过向学校供货获得的收入被用于生产投资，很多农民已转向高价值产品生

产。收入增加促使农民有能力购买更多土地、投入物和修建房屋（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

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2016 ；Gyoeri 等，2016）。

这些成果已对家庭粮食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且成功地让女农民参与项目，促使她们在农民组

织和农民合作社中发挥更加活跃的作用。

营养敏感型农业多样化 ：非洲本地采购项目已推动了社区饮食多样化和粮食安全。通过项目提

供的生产性支持，小农生产已日趋多样化，生产者已经有能力满足学校对多种商品的需求，包括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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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豆类、蔬菜、块根、水果和肉类。这不仅有利于学校饮食多样化，还有助于鼓励人们在家中经

常性食用多样化、富含营养的食物。家校委员会已接受有关营养的培训，开始在家中烹制与学校供

餐相类似的餐食，将新食材纳入自家餐食中（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

2016 ；Gyoeri 等，2016）。

政府主导和有利环境 ：非洲本地采购项目还与非政府组织 We Effect 密切合作提供生产性支持，

并与马拉维农业和推广官员以及区农业发展办公室联手实施，以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项目各利益

相关方与实施单位、民间社会组织、学校和政府代表一道参加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各种磋商会、研讨

会和知识交流会。这些活动有助于知识共享，从马拉维政府和国际伙伴方那里吸引更多资金，用于

扩大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所有这些都起到了为学校供餐及机构采购项目打造有利环境的作用，

促使政府和地方民间组织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和行动（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4；粮农组织、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2016）。

目前，政府正在制定“学校健康和营养国家政策”，将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作为其中的一项

重点。同时，政府的“农业部门综合发展措施”（ASWAp）意在通过支持学校供餐项目机构采购来

加大小农的市场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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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World Food Program (WFP) (2014). Promoting local food 
assistance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Purchase from Africans for Africa. FAO and WFP: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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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HGSF）在加纳产生双赢效果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儿童发展伙伴关系提交的加纳案例研究（2013-2016 年）

初步结果表明，加纳的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为儿童，尤其是女童，提供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同时提高了小农的农业收入。

影响评价工作由迪拜关怀组织、比尔和梅琳 • 盖茨达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加纳政府共同提供资助。

本次影响评价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法，重点关注 2013 年至 2016 年间实施的一个创新试点项目。此项

研究以实证为基础，展示学校供餐项目在推动教育成效方面的价值。

研究的主要初步结果

1. 在参与学校供餐项目的社区中，幼儿入学率上升 12%，小学缺勤率下降 7%。

2. 在参与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的学校中，13.5% 的女童读写得分有所提高。

3. 在参与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的地区，三分之一的家庭农产品销售额有所提高。

此项研究由儿童发展伙伴关系（PCD）、野口医学研究所（NMIMR）、统计、社会和经济研究所

（ISSER）以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共同组成的一个联合研究组负责，侧重于研究设计、数

据收集以及研究结果的初步分析。同时，在加纳学校供餐项目和儿童发展伙伴关系的领导下以及与

其他国际和地方伙伴方的合作下，开展了一项试点项目。此项研究共涉及加纳 10 个大区 58 个地区

的 116 所学校。其中 58 所学校未采取任何健康干预措施（对照组），29 所学校仅提供学校供餐（标

准组），29 所学校提供添加了微量元素粉剂的、从本地小农手中采购的学校供餐，同时还提供驱虫

服务和健康教育（加强组）（Gelli 等，2016）。

评价样本包括 5500 多名儿童和来自 360 个农民组织的 4500 名农民。收集的定性、定量数据涉

及与教育、健康、营养和农业相关的关键指标。试点项目侧重于两项主要内容 ：

1. 农业干预措施，旨在促使在小农和加纳学校供餐项目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市场联系。此类干预措施

背后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产量、销售量和收入，从而改善小农生活，强化地方经济。

2. 营养干预措施，旨在通过以下措施改善学童的教育、健康和营养状况 ：（1）通过加纳学校供餐

项目提供营养餐，而学校供餐的质量和数量则通过使用学校供餐规划工具、开发简便的计量器具

以及添加微量元素粉剂得以改善 ；（2）在学校、家庭和社区层面宣传通过行为改变改善营养、健

康和卫生习惯的重要性 ；（3）在学校开展驱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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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果

初步分析侧重于教育、健康和农业领域的关键成效。分析对从加强组和标准组学校中的儿童和

家庭那里收集的数据与从对照组学校儿童和家庭那里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教育

标准组幼儿园入学率与对照组相比提高了 12%。但小学入学率仅增加 2%，这一现象在意料之中，

因为加纳原本已经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标准组学校的缺勤率下降了 7%，而对照组学校则未出现下降。

此外，分析表明，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使女童的数学和读写得分有所提高，尤其与加纳学

校供餐项目相比（幅度约为 10%）。项目对女童的认知能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体现为视觉处理方面

的得分有所提高），提高幅度约 8%。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添加了多种微量元素粉剂，而以往研究发现

这些微量元素有助于提高认知能力，尤其对贫血率较高的人群而言。目前正在开展更多分析，对这

些效果开展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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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营养

其中一项关键研究结果关注的是饮食多样化程度，这是一项有关饮食质量的代用指标。初步证

据表明，在参加学校供餐项目的社区中，个人饮食多样化指标有所改善，尤其是低龄儿童（5-10 岁）。

参加学校供餐项目的儿童更有可能吃到富含营养的食物，如绿叶菜和其它蔬菜、根茎类，对于 5 至

10 岁儿童而言，更可能吃到肉类和鱼类。

在研究样本中，寄生虫发生率极低，原因是加纳卫生部门每年在项目区及周边地区开展驱虫活动。

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被忽略热带疾病项目也得到了本研究项目的支持。

研究中，有 70% 的儿童被诊断患有无症状疟疾。如此高的发生率可能对试点过程中微量元素添

加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传统的学校供餐项目和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之间在贫血或人体测

量指标上未发现任何差别。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来调查添加对贫血高风险人群的影响（如

少女）。

目前开展的数据分析正通过探究部分干扰因子的影响来进一步调查学校供餐项目对营养产生的

影响，这些干扰因子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家庭特征。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参与学校供

餐项目后家庭内部在食物分配上可能出现的变化（这一点在其他研究中已有所记载）以及它对本文

介绍的初步结果而言意味着什么。

农业

北部大区参加学校供餐项目的社区的农业活动与未参加项目的社区相比增加了 15%。对参加了

项目的社区进行的市场分析表明，其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所出售的农产品总价值增加了 33%。参

加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的农民与参加传统学校供餐项目的农民相比，其家庭收入增加了 5%。收

益较多的是拥有企业的农民，其家庭收入增长了 10%。

下一步行动

本文中简要介绍的研究结果仍有待验证，需谨慎解读。但已与关键利益相关方讨论过初步下一

步行动，其中包括 ：

 • 有必要强化和采用更加全局性、综合性的项目，将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相关内容和预防疟疾

等内容纳入国家学校健康和营养项目。必须继续提供支持，强化该领域的政策制定工作。

 • 加纳学校供餐项目计划将学校供餐规划工具、简便的计量器具以及持续面向餐饮人员、学生和整

个社区开展行为改变方面的宣传等做法推广到所有参加国家项目的学校。政府已要求通过技术援

助促成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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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已正式要求儿童发展伙伴关系和迪拜关怀组织与其他部门和利益相关方一起继续提供援助和

支持，以便进一步加强学校健康和学校供餐国家项目，改善困难家庭的生活，为儿童提供充分发

挥自身潜力的更多机遇。

初步结果让我们快速了解到本次评价分析的各种成效。结果突出强调了学校供餐项目（尤其是

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对家庭收入、儿童教育（尤其是女童）和饮食的保护作用。影响评价的

结果将在今后几个月里陆续公布，目前儿童发展伙伴关系、野口医学研究所、统计、社会和经济研

究所以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联合研究组仍在对数据进行分析。但已有明确证据表明，本地产食

品学校供餐项目为加纳和很多其它国家带来了双赢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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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巴西的全国学校供餐项目（PNAE）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交的巴西案例研究（2013-2015 年）

巴西的全国学校供餐项目（PNAE）是巴西最早的食品援助项目，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校

供餐项目之一。该项目的最初目标是满足学生在校时段的营养需求，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

2009 年，项目在概念上和实施上均出现重大变化，引入了新的内容，包括促进学生发展、加强学习

和提升学业成绩，倡导健康的营养习惯，开展营养教育，支持可持续发展，推动本地食品采购。目前，

要求各州、各市和联邦各学校在采购时，必须保证学校供餐项目所用食物至少有 30% 直接（通过一

个由地方管理的操作系统）从家庭农业经营者手中采购，而据巴西法律规定，家庭农业经营者包括

家庭农场主和农村家庭企业主。项目的关注重点是本地供货、生产者的正式组织、社会弱势群体（包

括土改移民和传统社区成员）以及生态和有机农业生产（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世界粮食计划

署 2013 ；粮农组织 2015）。

项目通过由政府代表、教师及教育系统专业人员、家长以及有组织的民间社会组织共同组成的

粮食和营养安全理事会和学校供餐理事会（CAEs）来确保社区的参与（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

在有利的政策和立法环境支持下，项目 2014 年共惠及 4220 万名学生，同期用于从小农手中采

购食品的资金超过 7.11 亿雷亚尔 8。尽管尚未对项目进行全国性影响评价，但定性分析已就该项目对

当地小农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发现项目起到了提高产量、推动生产多样化、增加收入和强化农民组

织的作用（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世界粮食计划署 2013 ；粮农组织 2015）。

参考文献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Swensson LFJ (2015). Institutional Procurement of Food 
from Smallholder Farmers: The Case of Brazil. FAO: Rome. www.fao.org/3/a-bc56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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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佛得角的学校供餐项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交的佛得角案例研究（2011 年）

佛得角 1975 年独立后，于 1979 年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下启动了旨在解决粮食不安全问

题的一个学校供餐项目。此后，项目的作用开始发生变化。虽然解决粮食不安全一直是其主要目标，

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项目新增了教育目标和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的目标。随着该国经济形势

稳定向好（2008 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撤出），该项目再次出现了

一系列新变化（部长理事会 2010）。

2010 年 9 月全国学校供餐项目由政府接手管理后，佛得角政府向多个联合国机构提出技术支持

要求，以保证项目得以持续。2011 年，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基会启动

了一项为期 4 年的联合国联合项目，由卢森堡发展合作署提供资助，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协助政府

开展项目：强化机构能力；为学校食堂提供食品；在学校开展粮食和营养教育；管理学校食堂（Mirabile 

2012）。在此项联合国联合项目的支持下，政府于 2015 年通过了《学校供餐法》（第 89/VIII/2015

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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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校供餐项目相关法律的主要条款包括 ：

 • 由卫生部和教育部共同提议，制定政府的学校供餐和健康政策 ；

 • 确立学校在相关主管部门支持下在粮食和健康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

 • 禁止在学校中发布有关低营养价值食品和饮料的广告和在学校周围 200 米半径范围内销售此类产

品 ；

 • 在全国学校供餐项目的商品和服务采购过程中执行有关公共采购、安全标准、质量和卫生的国家

法律 ；

 • 在学校供餐项目采购中优先采购国产产品（至少 25% 的项目食品采购预算用于国产产品）；

 • 学校供餐食谱在地方一级营养师和技术人员的参与下由中央负责确定，依照世卫组织建议，按照

当地饮食习惯遵循国产食品多样化的原则，确保 85% 以上的儿童能够接受。

资 金

全国学校供餐项目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预算拨款，由包括市政府和其它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内的

国内和国际捐赠方和伙伴方提供补充。值得指出的是，家长和监护人必须按照自身收入情况缴纳餐

费，每年缴纳一定费用用于改善学校供餐的质量和支持健康行动（佛得角学校福利基金会财务记录 

2012）。

责任和部门间协调

全国学校供餐项目的实施由卫生部和教育部共同负责，并为之专门立法，以设立部门间协调机

构来落实政策。此外还可设立由教育、农业、卫生部门、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家长或监护人代表

组成的区域和地方协调机构。如果能征得这些机构的同意，则可将学校供餐和健康活动的一部分服

务外包给私有部门（如食品采购、储存和运输、食品烹饪、保健）（Semedo JDS 2012）。

每个学校都设有一个理事会，负责管理学校供餐和健康小组，其成员包括校长、一名理事会协

调员、一名家长和监护人代表、一名厨师和一名学生。理事会负责监督食堂运作，筹措资金，采购

本地产食品，加强营养和健康宣传，监督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和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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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项目影响的实证

要想就全国学校供餐项目的有效性得出具体结论并非易事。但从佛得角已普及入学率和贫困

率下降看，我们有理由说，该项目已实现初步目标（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预防严重粮食不安

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提高入学率和加强安全网）。虽然可以推断全国学校供餐

项目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尚未开展任何影响评价来量化此类影响（卢森堡发展合作署 

2012 ；佛得角共和国 2012）。

在佛得角，政府和各社区对学校供餐多样化和加强与当地生产的联系表示出明确兴趣。从食品

和烹制费用在项目总运作成本中占比 80% 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项目的管理费用较低，具有较高的管

理效率（全球学校供餐项目资料手册 ：来自 14 个国家的经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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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24-26 October 2011, Cidade de Nova Sintra Ilha Brava. FICASE: Pr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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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世卫组织营养友好型学校项目（NFSI）在贝宁和布基纳法索试点

世卫组织提交的贝宁和布基纳法索案例研究（2006-2016 年）

学校项目

世卫组织及其伙伴方于 2006 年启动了营养友好型学校项目，意在应对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度两大

挑战，这是在西非小学中实施的首个试点项目。项目主要在城市实施，因为在低收入国家，营养转

型更容易在城市中引发营养不良相关双重挑战。相关国家的教育部共选择 12 所学校作为干预活动的

试点。此外，海伦 • 凯勒国际基金会（HKI）参与了布基纳法索的项目实施工作，而公共卫生区域

研究所（IRSP）则参与了贝宁的项目。

贝宁的科托努市共有约 4000 名小学生参加了该项目，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市有约 2500 名小

学生参加项目。在布基纳法索，另有 6 所学校被作为对照组，用来对项目影响进行评估。为开展初

步评估，确定必要行动并落实行动，还设立了卫生和营养委员会，成员包括教师、家长、学生、地

方行政人员、医疗人员和社区其它成员。

从促进健康的理念出发，各试点学校并未遵照预先确定的干预时间表行事（但对教师进行营养

教育培训这一项除外），而是主要依据当地资源采用因地制宜的方法，侧重于在学校中提供健康饮食，

对学童进行营养（人体测量数据）监测。学校委员会每年在世卫组织和“双重营养负担（DFN）”项目（西

非旨在抗击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一个伙伴项目）的支持下召开规划会。

两个国家都面向街头商贩提供了培训，以提高售卖给学童食品的卫生水准和营养价值。除了将

营养纳入学校课程设置外，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在学校开展特别营养宣传活动，采取卫生措施，

开辟菜园，饲养家禽。

项目成效

过程性评价结果表明，经过 4-5 年在学校和社区中开展营养和健康宣传动员活动后，营养友好

型学校项目在两个城市中均产生了良好成效（Delisle 等 2013）。在布基纳法索，对近 700 名 5 年级

学生开展的基准研究表明维生素 A 缺乏症和贫血率较高（分别为 40% 和 38%）。将结果提交给政府

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后（Daboné 等 2011），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将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一样纳入

学校午餐项目。

与发育迟缓的学生（8%）和消瘦的学生（9%）相比，超重的学生极少（4%），但饮食行为表

明，长远来看仍存在超重和相关疾病的潜在风险，因为学生喜欢过量食用不健康食品，如甜味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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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愿食用有益于健康的水果、蔬菜和豆类（Daboné 等 2012 ；Daboné 等 2013）。5 年后，消

瘦率在接受干预措施学校中要低于对照组学校，但超重率则高于对照组（El Khouri Edde 等 2017）。

维生素 A 缺乏症和贫血发生率在接受干预学校中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学校，虽然发生率依然较高

（>25%）。目前仍在分析饮食行为和卫生习惯方面出现的改变。

结论

营养友好型学校项目在贝宁和布基纳法索

均取得良好成效。结果表明，布基纳法索处于

营养转型初期，但日益突出的超重趋势和长期

微量元素缺乏问题值得关注，需要继续努力改

善学龄儿童的整体营养状况。家庭和学校层面

资源有限似乎已经成为阻止营养友好型学校项

目在低收入人群中充分取得成效的主要障碍。

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该项目在外部资金终止后

仍至少得以延续，并对两个国家的学校营养政

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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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巴西的学校供餐多样化和机构食品采购

生物多样性国际组织提交的巴西案例研究（2012-2017 年）

尽管巴西拥有的植物多样性占世界总量约 18%，但其农业和粮食安全状况却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外来或引进的作物和物种。它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宝藏却很少能够走上学校的餐桌。令人不解的

是，这被忽略的生物多样性却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能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促使学校膳食多样

化，保证饮食健康，解决营养缺乏和其它营养不良问题。巴西和其它国家一样面临多重障碍，使之

难以利用自身的生物多样性来加强粮食和营养安全，包括在学校供餐和机构食品采购中利用这一资

源（Beltrame 等 2016 ；Hunter 等 2015 和 2016）。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项目（BFN，www.b4fn.org/）正与巴西 2003 年在“零饥饿战略”下成

功确立的多部门机构框架开展合作，解决相关障碍，具体措施包括将巴西食品采购项目（PAA）和

全国学校供餐项目（PNAE）作为具有极大潜力的两项主要公共政策工具，促使机构食品采购多样化，

改善饮食质量，同时为家庭农业提供支持，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两个项目为借

助当地生物多样性改善营养或生计提供了有用的切入点。全国学校供餐项目利用联邦资金采购的食

品中至少有 30% 必须直接从家庭农业经营者手中采购，而全国学校供餐项目和食品采购项目均为有

机产品或农业生态产品支付最高30% 的溢价，并优先从农业改革移民、逃亡奴隶和土著人民手中采购。

食品采购项目还支持家庭农业组织通过从粮食无法得到保障的农民、家庭和社区中收购他们生

产的种子，从而抢救、生产、储存和分发当地或传统品种的种子。通过这种做法，项目为充分利用

巴西多种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独特机遇，有助于为生物多样性产品开发新的机构市场，为

巴西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推动力（巴西环境部 2006）。

为巩固两个项目的相关知识基础，已采用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数据系统网络（INFOODS）开发

的方法，与巴西公立大学和研究所合作，对重点物种开展了营养成分分析。目前，100 多名学生、

教授和研究人员正在该领域开展工作，初步结果表明，多种重点本地水果所含营养高于巴西人普遍

食用的外来水果。

与地区伙伴方开展合作有助于确保不同地区的能力都能得到加强，从而推动“食品成分数据地

区中心”的设立，帮助学生、研究人员和教授进一步认识到食品成分和生物多样性对粮食和营养的

重要性。这些人将成为教育和研究机构中的宣传推广员，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人力资源，并成为舆论

领袖、倡导者和政策咨询者。与项目开展合作的一些大学已成为与全国学校供餐项目挂钩的粮食和

营养协作中心（CECANEs），提供研究和技术支持。这种伙伴关系通过为负责实施项目的城市管理人员、

学校管理人员、营养师和厨师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推动将生物多样化产品引入学校供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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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采购项目和全国学校供餐项目为推动巴西食品生物多样性开展的活动还包括 ：

 • 利用重点物种开发菜谱，促使将其引入学校供餐。

 • 召开研讨会，由技术人员直接参与相关政策在联邦层面的落实，包括由国家教育发展基金负责协

调全国学校供餐项目。

 • 与学校菜园和烹饪教育项目结成伙伴关系，利用学校菜园和烹饪课作为教育工具，实现课程多样

化，宣传健康饮食习惯，利用本地食材和菜谱，学习烹饪技巧，体验本地生物多样性的风味、质

地和香味。

 • 与“粮食和营养国家政策”（PNAN）合作，增加将生物多样性引入联邦采购项目和学校健康项目

（PSE）的机会。

 • 为新版《巴西人口饮食指南》（MS，2014）做出贡献，该版本由粮食和营养国家政策正式推出，

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可持续粮食系统中的健康饮食结构，突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 为新版《巴西本地食品》（MS，2015）做出贡献，其中一章题为“粮食和营养生物多样性”，将菜

谱和营养信息相结合，宣传本地生物多样性和本地食品。

 • 利用本地食品和生物多样性振兴烹饪术。

 • 制定一项新政策“巴西社会生物多样性 ：具有营养价值的本地食物物种”（第 163 号法令，2016），

首次正式确定和承认本地富含营养的生物多样性。该法令将有助于增加本地生物多样性物种的采

购量，并将其引入学校供餐项目。

虽然该项伙伴关系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初步迹象令人鼓舞。各部委和粮食和营养生物多样性项

目的联邦机构伙伴方已经在行为和态度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用于本地生物多样性上的机构支出正

在不断增加。例如，在食品采购项目中，用于生物多样性产品的支出已从 2012 年的 5.36% 上升到

2015 年的 10.99%。

虽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产品的投资与食品采购总量相比依然较少，但一些瞄准型项目已将本地

生物多样性引入项目受益人的饮食构成，从而使其成为促进多样化食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工具。

这让各方看到了扩大本地食物物种和产品在政策和其它机构市场中的种类和数量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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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肯尼亚西部布西亚县的粮食和营养生物多样性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交的肯尼亚西部案例研究（2015-2017 年）

在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和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支持下，粮食和营养生物多样性项目

正在肯尼亚西部的布西亚县，与当地政府、服务供应商、农民、学校和医院开展合作，推动当地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以提高人口的营养水准，包括学童在内的弱势群体（Hunter 等 2017）。

营养不良在布西亚县十分普遍。除了 5 岁以下儿童（26.6% 发育迟缓、4% 消瘦、11% 低体重）

以外，学童也是人口中最脆弱的群体。政府的学校供餐项目优先考虑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社区，

因此布西亚县大多数小学无法为学生提供午餐，至多能提供简单、一成不变的玉米糊或玉米和豆类

杂糊，并在不同季节配有肉、甘蓝或白菜。很多传统的高营养、生物多样性食品超出了学校的经济

承受能力，因此学校主要采购低价格、低营养的替代品，因为这样可以保证采购量。同时，相关政策、

项目和激励机制也都将重点放在少数高能量主粮上，主要是玉米，导致很多高营养食品品种从农民

的田地里和人们的餐盘中逐渐消失。

为推广饮食多样化相关知识和本地生物多样性的利用，改善营养，加强农民和市场的联系，粮

食和营养生物多样性项目在澳大利亚农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已致力于增强农民团体供应高营养非

洲传统叶类蔬菜（如苋菜、吊兰、崖松、豇豆、龙葵、藜草）的能力，特别关注女性农民，同时开

发机构购买方试点供应链，填补市场空白（Wasike 等 2016）。项目采用开办“农民商校”的办法，

为 25 个农民团体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满足市场对非洲传统叶类蔬菜的需求，同时还开展市场

调查来确定哪些机构对非洲传统叶类蔬菜感兴趣。

自设立农民商校以来，已有 5 个农民团体与 11 所学校及 1 所医院签订非洲传统叶类蔬菜供货合

约，3 个青年团体在竞标中中标，为另 3 所学校供货。农民团体还制定了商业计划，以更好地规划

自身企业，掌握供求状况。一些农民团体还采用创新办法节约运输成本，避免食物损耗，例如直接

在学校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其结果是，一方面相关学校有了可靠、稳定的优质叶类蔬菜来源，另一

方面农民也能节约成本，为产品找到可靠的买家。

项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人们对本地作物营养价值的认识，这些作物往往被人们嫌弃，称为

“穷人的食物”。项目在布西亚县举办了一次培训班，内容涉及从营养到开辟和可持续管理学校菜园等

多个话题，培训对象为各类利益相关方，包括校长，他们随后通过让学生自己动手的各类活动将知识

传授给学生。项目在澳大利亚农业研究中心的支持下，通过这种做法开辟了学校菜园，作为种植各类

传统食物的示范田，让学生、学生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更好地了解健康、高营养、均衡饮食的重要性。

农民商校除了提供传统的商务课程外，还提供有关营养、食物类别、健康饮食的课程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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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学校虽然是农民销售非洲传统叶类蔬菜的理想市场，但这些机构可能无法完全吸收一年

里的全部产品，这就意味着农民应考虑开发其它市场销路（如产后保健中心、社区卫生中心）。非洲

传统叶类蔬菜的种植显然在布西亚县已成为一个逐步增长的产业，农民对此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

投资意愿正在不断增加（生物多样性国际组织 2017）。随着农民有能力生产更多的非洲本地叶类蔬菜，

他们将有能力打入这一不断扩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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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斯洛文尼亚 ：营养均衡的学校供餐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斯洛文尼亚案例（2010-2016 年）

欧盟国家长久以来一直通过国家和区域举措实施学校健康和营养项目，如世界卫生组织的营养

友好型学校项目（世卫组织 2017）。

斯洛文尼亚一直有着学校供餐的良好传统。该国 1953 年通过了首条有关学校营养的法律，此后

一直通过为中小学学生提供餐食投资于儿童健康。二战后不久，斯洛文尼亚所有小学就开始设立学

校厨房和食堂。

2010 年通过、2013 年修订的斯洛文尼亚《学校供餐法案》（Uradni 2010）以及法案中提出的“幼

儿园健康营养国家膳食指南”（Gabrijelčič 等 2005）为国家学校供餐项目（NSMP）提供了标准，学

校每天必须为所有学生提供至少一餐营养均衡的餐食。学校供餐通常采用上午课间加餐或午餐的形

式，必须符合能量和养分含量要求，并遵循一份清单中有关推荐和不推荐食物类别的建议。国家指

南还列出了一份清单，说明学校供餐中哪些食物不建议食用，哪些只能偶尔少量食用。学校厨房也

有一份健康食品选购清单。

《法案》要求各校确定供餐的成分、数量以及相关教育和培训内容，并鼓励在年度运作计划中宣

传健康饮食文化。因此，学校正在宣传有关健康食品、健康饮食习惯、饮食文化的知识以及教育儿

童如何树立对自己及自身健康负责的态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烹制食物时，幼儿园、学校和其

它机构必须遵照国家普通教育专家理事会提出的专业指导意见，并确定与学校供餐相关的教育和健

康内容。2010 年，国家按照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发布了禁止在学校摆放食品和饮料售卖机的禁令（第

WHA 63.14 号决议 2010），并在遭到来自企业界巨大阻力的情况下坚持执行此项禁令至今（2010 年

该项禁令曾被诉至斯洛文尼亚宪法法庭，但最终败诉）。

学校供餐项目的组织过程完全遵照国家为学校供餐相关教育活动而制定的整体膳食指南

（Gabrijelčič 等 2005）、专家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由健康专家提出、由国家教育研究所领导的一个

跨学科工作组制定的食品挑选标准和饮食计划。

项目由教育科学和体育部与卫生部、国家教育研究所和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合作实施。据日常

数据表明，国家学校供餐项目目前为基础教育阶段 98.6% 的学童提供加餐，为 78.3% 的学童提供

午餐，为高中教育阶段 65.8% 的学生提供午餐或加餐。所有学生均可参加项目，来自低收入家庭

的学生可免费获得加餐（Uradni 2010）。除了确保营养均衡外，项目还添加了辅助性内容，如每

周水果蔬菜计划，目前已覆盖基础教育阶段 90.5% 的学生。该计划主要提供新鲜水果和蔬菜，偶

尔提供果蔬干或罐头（<10%）。其它辅助性内容包括营养教育、烹饪课、品尝课、学校菜园、参



48 

讨论文件

观农场以及推动本地食品采购（Uradni 2010）。

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最近开展的全面评价表明（Gregorič 等 2015；粮食和营养行动计划 [FNAP] 

2016），学校午餐达到了对蛋白质、糖、总脂肪和饱和脂肪的要求，但在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

维等方面仍远未达到标准，其中一个原因是乳制品和蔬菜不足。评价也发现钠的摄入量较高，主要

来自深加工食品。不同地区的学校在遵循膳食指南和质量要求方面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资

源和能力上的差异 ：学生人数较多、位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学校在遵循膳食指南方面做

得相对较好。评价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为餐饮管理人员选择更健康的食品和烹制更健康餐食提供

支持，比如通过营养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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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菲律宾 ：学校的健康食品饮料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菲律宾案例研究（2017 年）

2017 年 3 月，菲律宾教育部针对在学校中供应、销售和推销的食品制定了一项法律标准。通过

此项“学校和教育部各单位内部健康食品饮料政策及准则”，政府希望增加健康、营养食品的供应，

鼓励学生、教师和其他人员选择健康饮食（教育部 2017）。教育部将健康饮食界定为能量均衡的饮

食结构，能确保体重正常，限制饱和脂肪、糖和盐的摄入，避免反式脂肪摄入，增加水果、蔬菜、

豆类、全谷物和坚果消费量。

此项政策是在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宣布各种形式营养不良已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之后推出

的。政策还与菲律宾国家营养理事会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2 月批准的《菲律宾 2017-2022 年营养行

动计划》保持一致。《行动计划》中包括通过打造健康食品环境来改善学校营养状况的项目。

菲律宾面临着营养不良双重负担，即营养不足和超重及肥胖现象在人口中同时并存。粮食和营

养研究所 2015 年就菲律宾儿童及其他人群营养状况开展的最新调查显示，5-10 岁儿童中，31.1%

发育迟缓，31.2% 低体重，8.4% 消瘦，8.6% 超重或肥胖。10-19 岁人群中，31.9% 发育迟缓，

12.5% 消瘦，9.2% 超重或肥胖（科技部粮食和营养研究所 2015）。2016-17 学年 5-12 岁学生《营

养状况报告》指出，3.64% 严重消瘦，9.34% 消瘦，2.10% 超重，0.65% 肥胖（教育部，未发表）。

相反，针对 13-15 岁中学生开展的“2015 年全球学校健康调查”则表明，10.7% 低体重，10.1% 超重，

2.4% 肥胖（世卫组织 2015）。

政策对学校可选择供应的食品饮料类型做出了规定，采用一个专门设计的国家营养构成模型，

将学校供应的食品分成三大类：绿色、黄色和红色食品，分别代表供应某种食品的可允许供应频率。“绿

色”食品应经常供应，包含多种养分，通常为低脂肪、低糖和低盐食品。“黄色”食品只允许偶尔少

量供应，包括果汁和饼干。最后一类“红色”食品则包含大量饱和脂肪、糖、盐，不推荐在学校中供应。

此外，法令还对食品和非酒精饮料面向儿童的营销活动做了规定。学校和教育部各单位不允许

将自动售货机、冰箱、商标、赞助和推销活动等作为营销工具，为不符合营养标准的食品和饮料做广告。

法令还鼓励校领导开展倡导并和地方政府单位合作，制定法规来限制在学校周围至少 100 米半径范

围内销售不健康食品和饮料。

政策还提及其它健康饮食工具，如健康食品指南，通过图片介绍份量合理、营养丰富的餐食，

并鼓励学校为学生在校期间提供更多运动锻炼的机会（科技部粮食和营养研究所 2014）。此项政策

还为《菲律宾营养指南》提出的“十条饮食建议”提供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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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的法令是在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牵头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之后推出的，这些活动

包括有关对食品和非酒精饮料在学校中的营销和销售活动开展监管的区域研讨会以及相关出版物，

如题为《喝水更健康》的指南，帮助校长限制学校内部和周围加糖饮料的销售和营销活动，呼吁各

国限制高糖、高盐或高脂肪食品的销售和营销，制定学校食品标准，增加健康食品的供应和方便人

们购买此类食品（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2016a 和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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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博茨瓦纳学校供餐项目 – 自立和完善治理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交的博茨瓦纳案例研究（2013年）

概况及历史背景

博茨瓦纳的学校供餐项目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供餐项目之一，由博茨瓦纳首任总统塞雷

茨 • 卡马爵士于 1965 年启动，用于应对 1960 年起一直持续的旱灾引发的多年饥荒和营养不良状况。

1966 年独立前，博茨瓦纳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低收入国家之一，多数儿童要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远距

离步行去上学。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下，供膳项目最后扩大至全国各地的学校，每日提供一餐。

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从 1966 年 4 月至 1997 年 12 月为博茨瓦纳各学校和卫生机构提供食品为

博茨瓦纳政府提供支持，主要是一种叫做 malutu 的玉米大豆混合物。1998 年，博茨瓦纳政府接手

了该项目，为此提供全部资金，项目覆盖全国，并启用了专门设计的食谱，添加了本地食品。每位

小学生和中学生都能继续在学校每天吃上一顿热餐。

项目目标

由于博茨瓦纳长期以来面临持续干旱、饥饿、粮食不安全和儿童营养不良等挑战，政府的项目

旨在实现以下目标 ：

1.  预防学童在校期间感到饥饿 ；

2.  为学童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 / 餐食 ；

3.  让学童全天在校 ；

4.  提高学校出勤率。

这些目标目前依然不变，但最近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即通过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项目为儿童和

整个社区带来多重惠益。

政治承诺、政策和治理

每年，主管部委会向财政和经济发展规划部提交一份预算建议书。经过讨论和谈判后，会划拨

相关资金用于支付基础设施、设备、食品、人员薪酬和相关管理费用。例如，2012-2013 年，政府

每年划拨 3940 万美元用于小学供膳项目，相当于每生每年 104.02 美元（在校天数 185 天），每生

每日 0.56 美元，其中不包括各社区为项目提供的资金或实物。由于实行了良好的监管机制，滥用资

金几乎没有可能。如果年末尚有剩余资金，则结转至下一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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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在向本地产食品学校供餐的做法过渡，希望将学校供餐与当地农业生产相互挂钩。2008

年，政府发布了一项总统令，要求学校必须采购季节性产品，作为对农民的支持。学校食谱因此从

主要提供主食转为在主食基础上增加季节性农产品。此项政策大大推动了小规模农业的发展，小农

生产更趋多样化，包括豆类、花生、瓜类、菜瓜、南瓜和葵花籽等。

向区域和地方采购过渡

在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下刚开始学校供餐项目时，所用食品大部分依靠进口。小学供应的食品

主要包括玉米、豆奶、植物油、脱脂奶粉，偶尔还有枣或葡萄干。政府于 1998 年接手项目后，对食

谱进行了调整，包含高粱、本地豆类和玉米片（去壳压碎的玉米）。现在，虽然博茨瓦纳经常面临不

利气候条件，但它仍能生产学校供餐项目所需的部分产品，如牛肉、豆类和高粱。

小学生在学校吃上的一餐相当于每日营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学校供餐包含高粱粥、玉米、炖

牛肉、沙丁鱼、豆类、花生酱、果酱、面包、蔬菜、水果和超高温灭菌奶等基本食品的不同组合。

每天的食谱各不相同，以确保食物多样化，避免单一性。在收获季节，食谱中还可能包含本地产应

季水果和蔬菜，如瓜类、新鲜豆类、甜味红、青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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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供餐项目目前主要为中央集中管理，从全国范围采购食品。但近年来，考虑到该国多种多

样的农业生态分区、生产系统和地方饮食习惯，项目管理权开始逐步下放。供货商发货到全国 4 个

大区和 20 个地区食品站点，然后再分发到各校。食品由政府出资雇用社区厨师在学校内烹饪。

学校供餐项目的安全网作用惠及学校以外

博茨瓦纳已成为一个杰出榜样，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国家从依靠外来资金运作学校供餐项目转向

依靠政府自身力量提供项目资金和完成项目实施，并覆盖公立小学所有学生。项目平均为 33 万名以

上儿童每日提供一餐。此外，偏远地区居民项目（RADs）还为寄宿学校中的学生提供第二餐。另外，

在假期，偏远地区居民项目还向学生发放打包带回家的食品，确保最贫困儿童一年 365 天都能获得

食物。该项目是该国面向贫困人群的供膳项目，为因位置偏远、健康不佳和经济困难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食品、医疗和其它必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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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伙伴关系促进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和农村发展部（MLGRD）负责通过地方政府财政和采购司以及食品救济服务处对供膳

项目进行管理。地方政府和农村发展部与当地各行为方以及政府部门结成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与财

政和发展规划部、教育和技能开发部、卫生部、农业部开展合作，为项目提供支持。

虽然博茨瓦纳早已认识到有必要实现自主发展，但它也同时认识到良好的关系和技术伙伴关系

有助于巩固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因此，自 2010 年起，一些伙伴方一直为政府的本地产食品学校

供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儿童发展伙伴关系、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世界银行

和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自助、社区参与和支持 – 创新和影响

当地社区继续参与各项活动，如在农村手工将高粱粒杵捣加工成粉、烹制食物等。在一些社区，

面包由当地妇女自己加工，而不是从商店里购买。这些都为当地妇女及其家人提供了额外收入和就

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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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还通过家校委员会提供清洁用品、餐具和盐。委员会还可以为其它服务牵线搭桥，如卫生

部到学校开展视察、儿童体检和卫生检查等，同时还负责发现厨师和学校护理人员在培训和能力建

设方面的需求。

挑战

尽管博茨瓦纳学校供餐项目已取得大幅进展，但依然面临挑战。例如，应增加富含微量元素的

水果和蔬菜。还有人对供应链和物流表示担心，包括运输和储存、供货商延迟交货和一些食品供应

不稳定等。此外，一些食品还有不符合质量标准和因仓储条件不良造成变质问题。

最重要的是，目前缺乏有关学校供餐的正式国家政策，仅有需要修订的相关准则。此外，随着

儿童超重和肥胖问题日趋严重，博茨瓦纳学校供餐项目应在学校开展更有针对性、更积极的营养教育。

 成功经验

从博茨瓦纳学到的成功经验和相关教训如下 ：

 • 政治意愿和承诺至关重要，为行动和实施提供实际资源也同样重要。

 • 良好的治理、透明度、问责对于任何系统的运作都十分重要，无论系统是大是小，有多复杂。

 • 各主要部门之间的协调很关键，抓住机遇不断学习以及必要时对项目进行调整也同样关键。

 • 社区参与、主导和志愿者也很重要。

 • 各方都应认识到社会安全网可以为改善生计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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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BFHI 爱婴医院项目

BFN 粮食和营养生物多样性

CESCR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CFS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CRC 《儿童权利公约》

FAO 粮食及农业组织 

FFA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行动框架》

GCNF 全球儿童营养基金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NR 《全球营养报告》

HGSF 本地产食品学校供膳项目

HLPE 粮食安全和营养高级别专家组

ICN2 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

IDPs 内部流离失所者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LMICs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NCDs 非传染性疾病

NEPAD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

NFSI 营养友好型学校项目

NGOs 非政府组织

PCD 儿童发展伙伴关系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58 

讨论文件

SUN 加强营养运动 

TB 肺结核

UN 联合国

UNSCN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WASH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BG 世界银行集团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WHA 世界卫生大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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