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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 DB/T 415-2016《海鲜餐饮诚信经营评价规范》，与 DB/T 415-2016 相比，除编辑行修改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文件名称修改为《海鲜餐饮经营管理与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 诚信经营管理评价》；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调整了引用文件，删去了 QB/T 4111《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CMS）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DB46/T 375《海鲜餐饮经营服务规范》和 DB46/T 376《海鲜餐饮星级

的划分与评定》（见 2016 年版的 2）； 

——在“术语和定义”中删去了“海鲜餐饮”（见 2016 年版的 3.1）； 

——将“QB/T 4111”（见 2016 年版的 5.1.1 ）更改为“GB/T 19000”（见 5.1.1 )； 

——删去了“正式表述为总体意图”（见 2016 年版的 5.2）； 

——删去了“因素识别制度。对诚信经营管理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的识别程序。”（见 2016 年版的

6.2.2.2）； 

——将“评价内容”（见 2016 年版的 6.2）调整为第 7 章，并更改为“诚信评价内容”（见 7），条

款序号作相应的调整； 

——删去了“行业承诺”（见 2016 年版的 6.2.3.2 f））；删去了“第三方媒体”（见 2016 年版的

6.2.3.2 a））； 

——删去了“应急评价”（见 2016 年版的 6.2.8）和“社会责任评价”（见 2016 年版的 6.2.9）； 

——将“评价标准和等级划分”（见 2016 年版的 6.3）调整为第 8 章，并更改为“评分标准与等级划

分”（见 7）；将“500 分”（见 2016 年版的 6.3.1）更改为“300 分”（见 8.1），附录 A 中的项目和分

数作相应的删减；删去了“诚信经营管理评价的内容分为诚信目标、诚信制度、诚信承诺、诚信资源、

诚信能力、诚信文化、诚信效果等 7 个大项”（见 2016 年版的 6.3.2）；将“评分时按“优”“良”“中”

“差”打分“”更改为“每个项目评分时按“优”“良”“中”“合格”“差”打分”（见 8.1）；增加

“等级划分”（见 8.2）； 

——将“评价规则”（见 2016 年版的 6.4）调整为第 9 章，其中内容的序号依次更改（见 9.1、9.2、

9.3）； 

——删去了“结果公示”（见 2016 年版的 6.5）； 

——删去了附件中 A 中与以上相关的内容和条款。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 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提出。 

本文件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大学、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三亚东海龙宫海鲜餐厅、三亚益龙海鲜渔村、

三亚海棠林姐香味海鲜餐饮店、三亚德福轩海鲜酒楼、三亚吉阳区禾塘雅院餐饮饭店。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等。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情况： 

——2016 年首次发布为 DB/T 415-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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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餐饮经营管理与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 诚信经营管理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的术语和定义、诚信目标、诚信要求和诚信评价的具体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省范围内的主营海鲜餐饮诚信经营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GB/T 22117  信用：基本术语 

GB/T 29467  企业质量诚信管理实施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GB/T 22117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诚信 

在社会领域中，个人或组织对外表述的真实主管想法或观点，与其对应行为相符合。 

[来源：GB/T 22117-2018 ，2.2] 

3.2  

评价 

客观地获取诚信经营管理信息证据，予以衡量和判定海鲜餐饮经营者在实施诚信管理体系时对相关

要求的满足程度，并做出系统评价和细节评分的一个过程。 

4 诚信经营目标 

海鲜餐饮经营者应开展诚信经营，应识别其生产和服务活动中与诚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其他

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 

 a）确保经营活动遵纪守法，及时获取这些具体要求； 

 b）确保这些要求应用于安全生产、诚信经营、规范服务； 

c）确保诚信在采购、生产、服务、管理等各环节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5 诚信经营基本要求 

5.1 建立诚信经营管理体系 

5.1.1 应建立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体系（CMS），并参照 GB/T 29467 的相关要求实施。 

5.1.2 在建立和实施诚信经营管理体系时，应以质量诚信为主线，以防范失信风险为重点，成立诚信经营

管理组织、制定和实施诚信制度、健全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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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颁布诚信经营管理方针 

应确定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的价值，形成诚信方针，确保其满足下列条件：  

 a）满足与诚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其他要求；  

     b）适合海鲜餐饮生产、服务、安全和保障的要求；  

     c）失信预防和持续改进措施； 

     d）为诚信目标和指标提供方向； 

     e）形成文件，付诸实施； 

     f）传达到相关人员； 

     g）能为社会公众所获取。 

6 诚信评价主体 

评价主体可由海鲜餐饮协会组建一个专门的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评价委员会来具体执行。委员会

成员由 3 至 5 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主要来自： 

a) 政府主管部门； 

b) 行业协会组织； 

c) 当地社区； 

d) 高等院校； 

e) 其他专业机构。 

7 诚信评价内容 

7.1 目标评价 

7.1.1 应有正式的文件表述。 

7.1.2 诚信经营目标表述应涵盖守法经营、安全生产和诚信经营等相关内容。 

7.2 制度评价 

7.2.1 诚信经营管理方针和体系。符合第 5 章要求。 

7.2.3 诚信承诺制度。建立面向社会公众和机构内部的承诺渠道和内容。 

7.2.4 体系运行制度。确保诚信管理体系正常运行的政策、程序和方式。 

7.2.5 征信评价制度。面向消费者或者第三方机构的诚信经营调查活动。 

7.2.6 自查自纠改进制度。规定自查周期、人员、方式及自纠改进策略。 

7.3 承诺评价 

7.3.1 承诺内容 

a）数量承诺； 

b）质量承诺； 

c）时间承诺； 

d）服务承诺； 

e）管理承诺； 

f）行业承诺。 

7.3.2 承诺渠道 

a）第三方媒体； 

b）网站、微信或微博等自有媒体（含电子屏）； 

c）管理手册或承诺手册。 

7.4 资源评价 

7.4.1 应组建诚信经营管理领导小组，明确规定其职责和授信权限，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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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任命诚信经营管理领导小组负责人； 

b）实施和报告诚信经营管理的运行情况； 

c）协调处理相关方投诉。 

7.4.2 应设立诚信经营管理相关资金，确保诚信经营管理活动经费到位。 

7.4.3 应配套诚信经营管理需要的基本设施及相应物力资源，确保诚信经营管理活动顺利开展。 

        a）使用质检部门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 

        b）明码标价，一食材一标签、一图案、一标价； 

        c）落实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 

        d）安装的三大系统正常运转； 

        e）安保监控设备正常运转，与监管后台链接。 

7.5 能力评价 

7.5.1 应建立诚信教育制度，确保自身及其员工具有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保障全员和代表企业工作

的人员具有诚信意识、职业道德、安全管理和相应规定的资质与能力。 

7.5.2 应提供与诚信经营管理有关的培训，包括对食品质量安全和诚信体系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员工理解

以下要求： 

         a）诚信方针和诚信经营管理要求的重要性；  

         b）个人在诚信管理方面的作用与职责； 

         c）个人对企业诚信的影响以及个人工作改进带来的效益； 

         d）失信行为对企业、个人的影响。 

7.6 文化评价 

7.6.1 建立质量、安全和责任感。 

7.6.2 企业形成诚信价值观和诚信环境。 

7.6.3 员工具有归属感、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7.6.4 与供应商的良好合作关系。 

7.7 效果评价 

7.7.1 获得顾客满意、市场认可和社会赞誉。  

7.7.2 获得社会赞誉，成为社区模范和行业示范。  

7.7.3 获得政府、行业协会或其他专业机构嘉奖或表彰。 

8 评分标准与等级划分 

8.1 评分标准 

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评价见附录 A，评价总分为 100 分。每个项目评分时按“优”“良”“中”“合

格”“差”打分，并按公式（1）计算得分率，结果保留整数。 

         
100

2

1


m

m
A …………………………………………………………（1） 

式中： 

     A——为得分率，单位为百分率（%）； 

     m1——该项实际得分； 

     m2——该项标准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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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等级划分 

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等级划分为达标单位和优良单位，达标单位的最低得分率为 70%，优良单位

的最低得分率为 80%。 

9 评价规则 

9.1 参评条件 

9.1.1 参加诚信经营管理评价的海鲜餐饮经营者需满足以下条件： 

        a）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合法经营资质； 

b）正式开业时间超过 6 个月； 

c）建立了诚信经营管理体系。 

9.1.2 有以下条件之一的海鲜餐饮经营者，在一年之内不能参评： 

a）经营过程中出现过欺客宰客等不良现象，被政府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确认的； 

b）经营过程中出现过食物中毒、原料过期等食品安全事故的；  

c）经营场所存在用水、用电、用气、用油等安全隐患，被政府有关部门通报的； 

d）被政府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通报批评或限期整改的其他情形。 

9.2 评价方法 

9.2.1 由海鲜餐饮经营者依据附录 A 进行自我评价。 

9.2.2 由海鲜餐饮协会组织专家评审，依据本标准和附录 A 对海鲜餐饮的诚信经营管理进行综合评价。 

9.3 评价判定 

专家评审过程中实际得分达到 70 分及以上的海鲜餐饮经营者，由政府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授予“海

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达标单位”称号及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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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评价表 

附录 A 的内容由表 A.1 所示。 

表 A.1 海鲜餐饮诚信经营管理评价表 

单位为毫米(样式：图表-单位陈述)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项 

目 

应 

得 

分 

评 

价 

点 

应 

得 

分 

企 

业 

自 

评 

得 

分 

评 

审 

小 

组 

评 

分 

1 诚信目标评价  6    

1.1 目标表述形式 有文件表述形式  3   

1.2 目标表述内容 涵盖守法经营、安全生产和诚信经营等内容  3   

2 诚信制度评价  21    

2.1 诚信经营管理方针 有文件，并颁布  3   

2.2 诚信经营管理体系 涵盖策划、承诺、运行、征信及改进等环节  3   

2.3 因素识别制度 建立识别主要因素的管理办法  3   

2.4 诚信承诺制度 面向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的承诺规定  3   

2.5 体系运行制度 确保诚信管理体系运行的相关规定  3   

2.6 征信评价制度 面向社会和消费者的满意度调查的规定  3   

2.7 自查自纠改进制度 开展自查自纠和持续改进的规定  3   

3 诚信承诺评价  18    

3.1 承诺内容 

数量承诺，包括菜肴主料配料调料的数量  2   

质量承诺，包括菜肴色、香、味、形等方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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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承诺，包括上菜时间、结账时间等  2   

服务承诺，包括服务规范和服务流程等  2   

管理承诺，包括管理理念和管理程序等  2   

行业承诺，包括行业自律和战略发展等  2   

3.2 承诺渠道 

第三方媒体  3   

网站或微信微波等自有媒体（含电子屏）  2   

管理手册或承诺手册等内管理资料  1   

4 诚信资源评价  20    

4.1 人力资源 

组建诚信经营管理领导小组  2   

实施和报告诚信经营管理的运行情况  2   

协调处理相关方投诉  2   

4.2 财力资源 设立诚信经营管理相关资金  2   

4.3 物力资源 

使用质检部门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  1   

实行明码标价  1   

实行食物、标签、图案、标价等一体化  2   

落实采购查验措施  2   

落实索证索票措施  2   

安装的三大系统正常运转  2   

安保监控设备正常运转，与监管后台链接  2   

5 诚信能力评价  10    

5.1 教育培训制度 

诚信培训工作常态化  2   

诚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  2   

诚信培训保持相关记录  2   

5.2 教育培训内容 

诚信方针和诚信经营要求的重要性  2   

个人在诚信管理方面的作用与职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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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项 

目 

应 

得 

分 

评 

价 

点 

应 

得 

分 

企 

业 

自 

评 

得 

分 

评 

审 

小 

组 

评 

分 

6 诚信文化评价  16    

6.1 氛围营造 

店面张贴或展示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信息  2   

通过内刊等内部资料进行诚信宣传  2   

通过第三方媒体进行诚信宣传  2   

6.2 文化建设 

员工知晓诚信经营管理体系的各项信息  2   

员工具有质量、安全和责任感  2   

员工具有归属感、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2   

企业形成诚信价值观和诚信环境  2   

企业与供应商的良好合作关系  2   

7 诚信效果评价  9    

7.1 获得政府部门表彰 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诚信领域的表彰  3   

7.2 获得行业协会表彰 有关行业协会给予诚信领域的表彰  3   

7.3 获得消费市场表彰 第三方平台或消费市场给予的表彰  3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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