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者近日在中原农谷预制菜国际博览会上品尝加工好的预制食品。
（张浩然 摄 新华社发)

8月12日，宁夏预制菜产业发展推
进会暨首届宁夏重点预制菜推介展销会
举行。 （冯开华摄 新华社发）

专
题预制菜火爆背后的危与机

上海出台方案明确预
制菜准入条件，颁出首张
食品生产许可证；广东将
预制菜发展写入省政府工
作报告，培育壮大预制菜
等新业态；河南实施冷链
食品、休闲食品、特色功
能食品等升级行动，打造
预制菜生产基地……近年
来，预制菜消费需求旺
盛，年产值保持20%高增
长率，经济效益较好，
产业加速发展，各地区
各部门加强产业引导，
强化政策扶持，推进预
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在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章节，专门提出“培
育发展预制菜产业”。所
谓预制菜，是指以农产
品为主要原料，运用标
准化流水作业，经预加
工、烹调制成，并进行
预包装的成品或半成品
菜肴。预制菜产业一头
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
着消费者餐桌，是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有力抓手，对于推
进“菜篮子”工程提质
增效，带动农民“接二
连三”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预制菜的火热顺应了需求侧的变
化，满足了消费者对美食的多元需求。
生产预制菜的“中央厨房”，通过工业
化、标准化、定量化生产，精算出营养
素含量，支持多样菜谱搭配，适应了个
性化营养需求。同时，培育发展预制菜
产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提
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
范化水平，有助于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
转化增值，推动农村由卖初级品向卖制
成品转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
我国预制菜发展迅速，产品分类多样、
品种繁多，且产业发展涉及农业生产、
加工流通、餐饮服务、市场消费等多环
节、多部门。但目前预制菜行业管理主
要参照食品相关标准，存在着标准不统
一、质量难保证等安全风险。今年全国
两会上，围绕推动预制菜产业健康发
展，代表委员纷纷“支招”：“明确预制
菜的概念，科学界定预制菜的涵盖范
围”“围绕预制菜全产业链建设配套完善
的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和出台预制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划”。由此来看，加快
预制菜行业质量标准建设，逐步形成覆盖
预制菜原料、加工工艺、包装标识、微生
物指标等领域的标准体系已成社会共识。

从“菜园子”到“菜盘子”，预制菜
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全产业链的有
力支撑。预制菜向前端延伸可带动农户
建设原料基地，向后端延伸可建设物流
营销和服务网络。必须加快打造集标准
化原料基地、精细化综合加工、体系化
物流网络、品牌化市场营销等于一体的
农业全产业链，引导预制菜产业进一步
向产地下沉，根据粮食生产功能区、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的布局，建设预制菜原料基地。有条
件的地方，要集聚要素、集合功能、集
中企业，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
值增效，发展多种预制菜产品。

让预制菜一直火下去，不仅要让食
客们吃得更香，还要让农民们尝到甜
头。预制菜原辅材料的订单采购量平
稳，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增加农
民收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龙头企业、
加工产业园与农户建立契约型、分红
型、股权型等合作方式，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让农民更多更好地分享产业发展
红利，预制菜产业一定能够行稳致远，
实现更大的发展。

（常 钦，载《人民日报》）

合
力
﹃
炒
香
﹄
预
制
菜

河
北
省
阜
平
县
预
制
菜
生
产
企
业
的
车
间
。（
王
玉
国

摄

新
华
社
发
）

8 月 6日，记者在素有

“巴蜀粮仓”美誉的重庆梁

平奇爽食品公司车间看到，

包装线上的一盒盒酸辣粉正

在进行塑封包装，之后将会

通过各种商超进入百姓家中。

“我们以前主要以生产休

闲食品为主，正尝试以预制

菜为突破口，推动企业转型

升级。”奇爽负责人戴煌昭

说，企业陆续推出了40余种

预制菜产品，上半年产值近

2000万元。

目前，市场对于预制菜

的外延边界存在分歧，根据

测算认为，狭义预制菜约

2200亿元规模，其中即烹型

调理肉制品规模最大。

许多数据都印证着预制

菜“真香”。比如，京东发布

的《2023春节假期消费趋势》显示：春

节期间，以酸菜鱼等为代表的预制菜，

成交额同比增长超6倍。

梁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黄君称，梁

平致力于构建“三区五中心九平台”预

制菜产业生态，仅用8个月相继建成投

用了预制菜展览馆、体验馆、博览馆、

运营中心、电商平台、会展平台、装备

供应平台、陆海优品展厅等。通过各类

与预制菜相关的大型活动的助力，产业

的集群效应已开始显现。

梁平县委书记钱建超表示：力争到

2025年，全县预制菜全产业链实现年产

值500亿元以上；到2030年，预制菜全

产业链实现年产值10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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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贴牌生产是许多新玩家

切入预制菜赛道的主要渠道，贴牌

生产虽然成本低、风险低，但是随

着涌入预制菜行业的企业骤增，使

得同质化跟风严重，预制菜行业面

临“想不到、开发难”的重要挑战。

根据辰智专项调研数据，预制

菜赛道46.1%的企业缺乏专业性人

才，17.5%的企业产线产能不够。

人才和研发经验的缺乏以及生产技

术的更新升级需要时间等难题，当

前预制菜行业面临“做不出，生产

难”的挑战。

“如果说宏观的政策、庞大的产

值，构成了预制菜产业蓬勃发展的底

色，那么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和产品种类，则

为预制菜写下最鲜活的注脚。”重庆味海集团

总经理唐枭桐说，预制菜全过程、可视化的追

溯制度，让食品安全得以保障；冷冻技术的进

步和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为预制菜行稳致

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目前中式预制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工

业转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预制菜首席研究员张春晖看来，这要求工业

化对风味形成过程进行解析并还原，做得较好

的预制菜，品质复原度需要达到80%至90%。

有数据指出，目前国内预制菜的渗透率

只有10%至15%，而美国、日本预制菜的渗透

率已达60%以上。钱建超坦言，梁平已发布

了全国首个预制菜产业园区建设指南地方标

准，还将在做好预制菜溯源体系建设、全链路

守护食品安全、提升营养水平等的前提下，积

极向社区食堂、校园食堂等扩展，带动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

“风口之下，仍需头脑冷静。”重庆工商大

学教授莫远明告诉记者，当前预制菜产业还

存在着总体规模不大、产业集聚度不显著、产

业链融合度不高等问题，预制菜要得到消费

者的认可，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最终决定预

制菜命运的，还是消费者的“舌尖”。

（李国，载《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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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烤鱼、涪陵榨菜、梁
平张鸭子、城口老腊肉、丰都
麻辣鸡块……美食遍及巴山渝
水，滋味各有千秋。如今，
它们也有了另一个共同的名
字——预制菜。

7 月以来，预制菜行业迎
来多重利好，继首次被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后，国家发改委要
求加快推进预制菜基地建设，
工信部等多部门将其纳入培育
壮大的新经济增长点。

新消费带来新市场，从“Z
世代”的懒宅经济到单身经济、
银发经济乃至健康经济……都在
不断拓宽预制菜的消费边界。天
眼查数据显示，2020年预制菜企
业新增注册量超1.44万家，达
到顶峰。2021年—2022年增速
逐年放缓，现存6.2万家，今年
上半年新增注册企业164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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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产业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大众餐桌，
是推动产业兴旺的重要载体

预制菜火爆背后的危与机

走进梁平区云龙镇人民村，成片

新建的蔬菜大棚映入眼帘，这是农发

行重庆市分行投入信贷资金支持建设

的梁平区龙溪河蔬菜公园项目，除此

项目外，该行还向梁平高标准农田、

田园综合体以及鱼菜共生AI工厂等项

目投入信贷资金5.97亿元。金融活水

的接连涌入，进一步筑牢了预制菜产

业发展“压舱石”。

为抢占预制菜产业风口，梁平积极

融入新发展格局，快步接轨西部陆海新

通道国家战略，推动预制菜产业走出

去，让都梁食风飘到世界各地。

农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紧紧围绕梁平区产业规划，充分发挥

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优势，加大信贷支

持力度，积极助力梁平预制菜产业发

展，以实际行动助力梁平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预制菜产业基地。

重庆辉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

梁平引入的第一批企业。公司董事长高

智桥是地道梁平人，看到家乡预制菜产

业的迅猛发展和政府的“硬核”保障，

一番权衡之后，决定将企业研发与生产

部门搬到梁平。

高智桥8月7日告诉记者，在政府

的激励下，公司通过传感器技术、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智能

烹饪装备、智能视频加工装备、智能

无人售卖装备、无人配送机器人”四

大核心产品，拥有百余项专利技术，

成为预制菜行业的佼佼者。

筑牢产业发展“压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