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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预制菜“真香”！
今年以来，打着“15分钟

吃上名厨菜”口号的预制菜走
红，成为“打工人”们的“新宠”。

在刚刚过去的“双11”，据
天猫数据显示，包括半成品菜、
速食菜在内的预制菜销售火
爆，成交额同比增长约2倍。

有研究机构预测，未来6
到7年我国预制菜行业有望实
现3万亿元以上规模，成为“下
一个万亿元级餐饮市场”。

发展前景广阔

门铃“叮咚”一声响，北京
白领小王终于收到了她翘首以
盼的新美食。“现在一囤就是一
周的量。”平日里，繁忙的工作
让小王没有时间和精力下厨做
饭，此前她一日三餐多数都依
赖于外卖，“偶尔遇到极端天
气，外卖也送不来。这种情况
就可以热一份预制菜。”

如今，和小王有着同样选
择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随着人
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及对更优生
活品质的追求，快捷方便的预

制菜品逐渐得到普及。
在艾媒咨询的《2021年中

国预制菜行业分析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中，预制菜的概念
被定义为以农、畜、禽、水产品
为原料，配以各种辅料，经预加
工而成的成品或半成品。由此
可见，快手菜、即食菜、半成品
菜等都可划归于预制菜门类。

中国城市报记者打开某电
商平台，以“预制菜”作为关键
词搜索时发现，排名靠前的商
家总体产品月销量均超过10
万份。同时，预制菜的品类相
当丰富，佛跳墙、红烧牛腩、麻
辣小龙虾、剁椒鱼头等制作工
序复杂的菜品都被做成了预制
菜，通过冷链运输进行售卖。
消费者收到货后需将其冷冻保
存；食用时通过水煮或微波炉
高温等方式对产品进行加热。

从售价来看，预制菜品价
格普遍远低于线下门店的现做
菜品。以某品牌的一款水煮牛
肉为例，一盒内装有5包，总价
73.5元；另一款黄豆闷猪脚到
手价则只有7.6元/包。在消费
评价页面，中国城市报记者看
到“物美价廉”“懒人必备”等好
评层出不穷。

在线下，中国城市报记者
发现多家超市的货架上，也摆
满了琳琅满目的预制菜品。几
位受访者告诉记者，节省时间
是他们购买预制菜的主要原
因，其次是美味和不喜欢做饭。

“预制菜市场发展前景非
常广阔。”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后疫情时代，随着“宅
家文化”“懒人效应”的蔓延以
及“烹饪小白”群体的不断扩
大，预制菜的整体需求度也在
不断增加，这对整个行业发展
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朱丹蓬认为，预制菜的口
味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
在一、二线城市的群体对其认
可度也相对较高，“总体来说，
随着消费端认知的提升，以及
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未来预
制菜市场空间更加广阔。”

各路玩家纷纷入局

C端消费观念上的变化，
为预制菜打开市场提供了更多
便利，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B端玩家入局。

4月27日，有着“预制菜第

一股”之称的味知香成功上市，
发行价格为28.53元/股，之后
便连续收获了多个涨停板。

除了味知香之外，今年以
来，也有不少预制菜品牌相继
获得融资：3月和10月，珍味小
梅园分别获得了数千万元人民
币的A轮融资和B轮融资；6
月，三餐有料获得了数千万元人
民币的A+轮融资；7月，寻味狮
获得了数千万元人民币的天使
轮融资；10月，麦子妈获得了来
自元气森林的战略投资……

另外，还有不少细分行业
外玩家跨界试水，比如海底捞、
盒马、叮咚买菜等企业和平台
相继开发该类产品。

上述《报告》显示，2021年
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预估为
3459亿元。预制菜在中国属于
起步阶段，随着消费升级以及冷
链物流布局，其将在BC端同时加
速发展，之后市场规模将以20%
的增长率逐年上升。2023年中
国预制菜规模约为5156亿元。

华创证券相关人员分析
称，预制菜作为一个蓝海“赛
道”，企业、平台扎堆布局的局
面已经显现。很多上游企业想
向下游延伸，养殖、餐饮、食品
等企业都想做。因为市场很
大，食品行业存量市场出现这
样的抢夺场景实属罕见。

而在朱丹蓬看来，区域性
预制菜要走向全国化增长，最
核心的是要构建全国化供应链
以及强大的冷链体系。“部分做
预制菜的企业还不具备全国推
广的渠道建设力。在这一点
上，竞争力强的企业更具优
势。”朱丹蓬说。

B端是大客户

虽然市场前景向好，但一
些质疑声也浮出水面。“保存这
么长时间，菜品的营养价值还
在吗？菜品安全又该如何保
障？”广州消费者王晨对预制菜
持保留态度。出于健康方面的
考虑，他表示“不会购买”。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的预
制菜品保质期不一。保质期短
的为8—12天，长的甚至能达

到9个月。
一位商家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预制菜品不添加防腐剂
和添加剂，发货采用泡沫箱加
冰袋的方式，消费者收到货后
要冷冻保存。

虽然商家对预制菜的产品
安全予以了口头保证，但记者
在公开报道中发现，在工厂加
工阶段，部分企业存在使用劣
质食材、生产不规范、包装材料
不安全、菜品变质的情况，如央
视“3·15”晚会曾曝光过的料理
包黑作坊。在消费者烹饪阶
段，也存在菜品高油、高盐、高
脂，产生亚硝酸盐、反复加热导
致食物营养成分流失等问题。

“当下预制菜行业市场的
痛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没有国标；二是消费端对预制
菜的认可度、接受度可能还不
高，一些消费者会认为预制菜
品的营养有所流失或食材不新
鲜，担心造成食品安全上的隐
患。”朱丹蓬说。

广西大学一位食品专家表
示，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食品的
营养成分和原料来源、加工方
式都有关系，不同食品以及不
同营养素的变化规律并不一
致，不能简单地说现炒更营养。

预制菜的走俏，是否会对
外卖餐饮行业产生影响？中国
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
现阶段预制菜的一大客户群体
正是外卖商家。

某产品月销量超过10万
份的品牌卖家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该品牌主要客户为B端
外卖连锁店，商家可定制菜品，
1000份起售。

“连锁门店需要标准化生
产、快速复制以达到规模化经
营的目的，对于增效降本的需求
高，预制菜能有效缓解厨房人员
的成本压力。连锁门店数量的
上升预示着其对预制菜品的需
求量将不断提升。”艾媒咨询相
关负责人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

谈到今后发展，朱丹蓬认
为，未来产业端如何匹配和满
足消费端的核心需求及诉求，
将是整个预制菜行业亟需解决
的课题及难题。

销售火爆销售火爆，，预制菜撬动万亿元市场预制菜撬动万亿元市场？？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有
经济研究院发布《国有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特点、路径与政策
选择——分类改革视角下国有
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以下简
称报告）。

报告通过对 2010 年—
2018年上市公司A股制造业
518家国有企业的年报进行分
析，得出 4点结论。第一，从
2010年起，数字化转型的国有

企业数量不断攀升，且在研发
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国有企
业占比最高。第二，各个行业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
路径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制造
业由于涉及领域广泛而表现
得格外明显；钢铁制造业和运
输设备制造业等涉及国计民生
的重要行业数字化转型积极；
轻工业则紧跟其后。第三，东
部地区呈现出起步早、发展快的
特征；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虽
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情况较

好；西部地区的部分自治区样本
过少，却仍有贵州、重庆等省市
表现亮眼，且数字化转型与当地
政策紧密相关。第四，规模较大
的一批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上更
为积极。

报告提出，推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考
虑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的前提
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有所
为有所不为。国企数字化政策
的内容注重精准施策：商业一
类国企的数字化转型政策注重

数字化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商业二类的国企
政策目标则注重国家战略和经
济发展的需要；公益类国企则
需达到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的目的。

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应该
从集团层面、子公司层面和分
公司、三级公司层面进行三级
联动的数字化转型：第一，集
团企业应高屋建瓴，将数字化
作为一把手工程，协调各层级
部门统筹推进数字化转型；第

二，各个子公司应当在集团数
字化战略的指引下，结合其细
分行业和具体业务特征，推进
精细化管理，积极创新发展商
业模式、提高经营效率；第三，
公司或三级公司应当加强产
品生产或服务过程数据动态
采集，积极引进基层数字化人
才，加强基层数据智能分析和
技术开发能力，推动基础数字
技术设施建设，并反馈到集团
数据中心，反向推动总体战略
规划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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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

11月25日，上海数据交易所成立仪式暨2021上海全球数商大会在沪举行。上海数据交易所当日

完成挂牌的数据产品有20个，涉及金融、交通、通信等八大类，达成了部分首单交易。图为参会嘉宾在

现场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