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版3
编辑编辑：：董文兰董文兰 校对校对：：党党 菲菲 美编美编：：王樱羽王樱羽 2022年8月30日 星期二

本期关注·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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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今年以来，预制菜销售迎来快速增长，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欢迎，也

吸引了众多企业投资布局，成为拉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突破口。
未来，还需多方形成合力，编制统一的预制菜行业标准，助力产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

“自从今年春节尝试了

预制菜年夜饭，我已经喜欢

上了这种烹饪方式。”广东省

深圳市龙岗区居民陈晓，对

常吃的预制菜如数家珍：食

材解冻后，用微波炉高火加

热10分钟，便得到一盘风味

烤鱼；浓缩汤汁兑水煮沸，加

入蔬菜包和面条，最后放入

肥牛片，一顿美味就做成了

……“预制菜比方便面更好

吃，比点外卖更快捷，很适合

上班族日常食用。”陈晓说。

今年以来，预制菜销售

快速增长。“五一”假期，天

猫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长

超80%，“618”期间同比增

长超230%；5月，盒马工坊

的半成品预制菜销售额同

比增长1倍。

中国预制菜产业联盟数

据显示，今年全国预制菜市场

规模预计达到4100亿元，未

来5年内有可能达到万亿元

规模。据艾媒咨询统计，购买

预制菜的消费者中，超过八成

年龄在22岁到40岁之间。

调研用户中，超八成用户每周

消费预制菜产品，顾客购买预

制菜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

在餐饮行业，预制菜由来

已久，原来主要供应餐饮店或

酒店，以提高其产品的标准化

程度和出餐效率。近年来，预

制菜逐渐受到普通消费者欢

迎。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购

买预制菜意味着不用买菜洗

菜，更不用考虑怎么调味，回到

家打开包装，只需简单加热或

者翻炒，短短几分钟，一道美味

就能装盘上桌。

“目前对于预制菜还没有

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餐饮

行业内普遍认为，预制菜是通

过标准化和工业化生产出来以

满足用餐需求的菜肴。”中国饭

店协会副会长金勇介绍。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徐伟兵介绍，以经

典粤菜转化为预制菜为例，在

开发广府盆菜的过程中，粤菜

厨师先用传统的烹饪技艺和

食材原料制作盆菜，经过不同

人群反复测试，锁定风味和配

方，然后对原料选择、处理工

艺、风味调制、熟化加工、锁鲜

保存等环节逐级分解，寻求最

优的工业化参数和标准工艺

流程，实现盆菜标准化、可复

制的生产。

如今，预制菜不仅受到越来

越多消费者喜爱，也成为吸引众

多企业参与竞争的新赛道。“随

着居家餐饮消费需求持续加大，

预制菜企业的生产经营快速增

长。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高度

关注并加速投资预制菜生产加

工、供应链、产业园建设等领域，

助推了预制菜产业的快速发

展。”金勇说。

餐饮企业加快布局。餐饮

老字号广州酒家、同庆楼，连锁

餐饮品牌海底捞、西贝等纷纷

推出预制菜品牌。徐伟兵说：

“随着布局预制菜的企业越来越

多，预制菜产品正不断增加。不

过，还原产品的色、香、味、意、形

是一个难题，且南北方口味差异

较大。”

上游企业走向下游。调味

品企业如利和味道、恒顺醋业、

海天味业都表示将发力预制菜

研发。利和味道董事长王斌说：

“目前预制菜市场仍处在爆发
期，市场中的预制菜企业多数处
于跑马圈地阶段。我认为这一
行业将会像复合调味品行业一
样，经历行业爆发、迅速扩产、低
端产能溢出、行业竞争强度提高
等阶段。”

电商平台纷纷入局。盒马

鲜生、美团买菜、京东超市、每

日优鲜、叮咚买菜等电商平台

纷纷宣布入局预制菜赛道。

美团买菜预制菜项目负责人

李峰认为：“电商平台能够帮

助没有开发经验的餐饮商家

快速进入预制菜领域，并依托

平台销售渠道，为餐饮企业从

线下走向线上线下融合提供

更多帮助，助力区域餐饮品牌

走向全国。”

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今年

以来，广东、山东、福建、河北等

地出台预制菜产业发展政策。3

月，广东发布《加快推进广东预

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

施》，部署加快建设在全国乃至

全球有影响力的预制菜产业高

地。4月，山东潍坊发布《潍坊

市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22—2024年）》，潍

坊市下辖的寿光和诸城依托自

身农业基础和食品加工体系，预

制菜产业发展较快。

预制菜上游连着乡村发展，

下游连着消费变革，将成为拉动

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突破

口。“相关部门应严把市场准入

机制，加强政策金融扶持，引导

企业在新品创新、工艺升级上下

功夫，鼓励企业参与预制菜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制修

订。”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主

任徐兰芳说。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醒，
要防止预制菜行业过度投资，在
风头正劲的当下，可能会出现重
复建设、产能过剩。

预制菜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

景。“预制菜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同时又是

连接现代农业与现代食品产业的重要一

环，符合农产品向食品化升级、农业供给

侧向需求侧升级的趋势，有利于促进农业

一二三产融合、乡村供应向城市餐饮需求

融合发展。”22城供应链总经理陈林说。

预制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

临不少挑战。我国幅员辽阔，菜系众多，而

预制菜地域特征明显，相关企业发展可能

遇到地域限制的瓶颈。在预制菜行业发展

初期，也存在产品标准不统一、操作工艺不

规范、营养风味品质不稳定等问题。

标准化是加速推进预制菜行业工业

化进程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的有效手段。目前，预制菜缺乏行业标

准的现状正在改变。广东组织开展粤菜

三大菜系预制菜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逐步

制定完善预制菜从田间地头

到餐桌的系列标

准。6月2日，中国

烹饪协会发布《预

制菜》《轻食营养配

餐设计指南》《工业

化标准化中式高

汤》《工业化标

准化中式浓汤》

4项团体标准。

然而，这些
标准多是地方
性、团体性的。
“随着预制菜产
业不断壮大、预
制菜企业快速
发展，企业、协
会、政府多方应
加大力度，编制
统一的预制菜
行业标准，助力
整个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金勇说。

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企业竞争日趋激烈

完善标准健康发展

（据《人民日报》）

蒜香排骨、梅菜扣肉、金汤

酸菜鱼、西红柿炖牛腩……时

下，快捷美味的预制菜纷纷被

端上人们的家庭餐桌。

除了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

欢迎，预制菜也吸引了不少餐

饮企业、电商平台、投资机构布

局。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出台

措施支持产业发展，相关标准

也陆续推出。6月 28日，中国

饭店协会发布《预制菜质量管

理规范》《预制菜产品分类及评

价》两项团体标准，为预制菜的

品质分级及生产质量管理提供

标准指引。

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如

何？如何规范引导促进其健康

发展？记者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