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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家电企业入局老牌家电企业入局，，预制菜缘何成掘金之地预制菜缘何成掘金之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 方紫薇

近年来，餐饮老字号、互
联网巨头等携手将预制菜带
上风口。步入2023年，预制
菜的热度并未退去，老牌家
电企业们竞相加入了这场角
逐，在相关领域寻找新机遇。

格力牵头成立“广东省
预制菜装备产业发展联合
会”，并与多家餐饮、物流企
业达成合作；格兰仕官宣成
立“中国预制菜产业生态联
盟”，发布预制菜“无人零售+
智能烹饪”一体化解决方案；
海尔推出三翼鸟厨房智慧美
食解决方案业务，打造了行
业首个物联网预制菜平台

“阿尔法鱼”……由此可见，
老牌家电企业正在以装备提
供商的身份，加入到预制菜
产业链之中。

2023年的预制菜市场有
了什么变化？为何老牌家电
企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预制
菜赛道掘金？这能够成为企
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吗？对
此，记者进行了采访和分析。

预制菜市场利好释放
家电企业争相入局

近年来，预制菜领域风
起云涌，是企业转型的“顶
流”赛道。

热门新赛道的投融资景
象呈现勃勃生机，也总是避
免不了入局与出清。一边是
资本狂欢，上下游产业链玩
家争相入局，2022年全国现
存预制菜企业数量超7万家；
一边是首批试水预制菜的品
牌“舌尖英雄”、西贝的“贾国

龙功夫菜”、“趣店预制菜”等
加盟店遭遇关门潮。

2023 年以来，政策端对
预制菜产业的利好释放。《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简称“中央
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提升
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
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
预制菜产业。这是预制菜自
问世以来首次被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

持续增长的市场规模证
明了产业的发展前景。艾媒
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达 4196 亿
元，同比增长21.3%。

“2023 年预制菜市场有
几个变化，一是中央一号文
件将预制菜新业态写入，这
对头部企业是巨大的信号释
放；二是目前预制菜赛道已
有许多企业，竞争激烈、十分
拥挤；其三是大量企业和消
费者的需求迸发，为预制菜
提供相关设备与保障服务的
企业正在大规模涌入。”艾媒
咨询集团CEO兼首席分析师
张毅对记者表示。

艾媒咨询报告显示，目
前预制菜行业主要有五大参
与者，即原料供应企业、预
制菜生产企业、速冻食品企
业、连锁餐饮企业和零售企
业，涵盖产业链上中下游。

“不仅是餐饮企业使用
预制菜，中央厨房企业加工
预制菜，还有许多为他们提
供服务的商家形成组合体
系。”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
基地首席专家赖阳对记者表
示，家电企业做预制菜的设

备服务商，成立设备服务联
盟，商机在于让预制菜企业
采购他们的设备。

据了解，原先预制菜在
中央厨房进行基本加工后
配送到门店，店里只进行最
后的烹饪环节。2020 年以
来，预制菜产业加速发展，从
中央厨房逐渐走向消费者
的餐桌。

“如今，预制菜产品通过
冷链物流直接进入超市，或
者是通过电商直销，可以直
接配送到消费者家庭。”赖阳
说，预制菜家庭消费的增长
潜力可观且有持续性，越来
越多的企业愿意增加投入。

做好技术服务商
协助完善预制菜产业链

“我最近购买的小厨电，
例如空气炸锅、微波炉等，都
提供了简单加工预制菜的方
案。”南京的殷女士按照烹饪
方案将小酥肉预制菜放进空
气炸锅，选择推荐时间，一道
酥香四溢的小酥肉就还原成
功。她高兴地表示：“预制菜
和小厨电简直是天作之合，
闲置家中的空气炸锅可以用
起来了。”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
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家用
电器内销零售额 7307.2 亿
元，同比下滑9.5%。分品类
来看，传统家电品类面临更
大挑战，代表健康、懒人、集
成需求的新兴家电品类仍处
在增长通道中。

“家电企业在原有赛道
上存在一定增长瓶颈，随着
房地产的降温，新增家庭或

新增住房的家电需求量明显
减少，家电行业进入存量市
场，需要扩展新的业态与产
品。”张毅表示。

今年 3月 28 日，格兰仕
升级发布II代预制菜微波炉
和预制菜“无人零售+智能烹
饪”一体化解决方案。消费
者将包装盒上的二维码对着
微波炉扫码口，微波炉就能
选择最适合该预制菜的加热
模式和时长，还原预制菜的
原汁原味。

“家电企业发现自身领
域和预制菜可以搭配，企业
在卖出设备时，也可以提供
菜单、合作伙伴的资源等。
相应的，消费者发现有专门
微波炉还原预制菜，也就更
愿意购买。”赖阳说。

家电企业在预制菜领域
动作频频，并非是直接下场

“炒菜”，而是协助完善预制
菜产业链。“预制菜的产业链
条需要许多技术投入，例如
中央厨房需要应用先进的电
子设备，预制菜需要在低温
环境下清洗、加工、分拣、包
装、进入冷藏车，最后配送到
门店的冰柜，这些环节对于
技术的要求很高。”赖阳表
示，家电企业在成为装备供
应商上存在明显优势，市场
需求也很大。

跨界企业有资金、品牌
保障，起点相对较高。但是
即便有诸多优势，在预制菜
领域掘金时仍然面临不少难
点。“企业跨界入局预制菜，
看是选择提供服务还是提供
产品，如果选择入局做酸菜
鱼、咕咾肉等预制菜产品，跨
界企业面临的难度会较高，

这是去和专门做预制菜的企
业抢饭碗；如果企业选择提
供服务就简单些，因为这是
企业产品、技术、业务优势的
延续。”张毅表示。

家电企业发力
第二增长曲线

目前，预制菜市场仍处
于发展早期，有品类、无品
牌。中信证券相关研报显
示，由于行业进入壁垒较低，
且包含众多细分产品，随着
行业快速发展，参与者虽然
数量快速增加，但存在“小、
散”的特征。

自2022年底以来，福建、
浙江、江西、辽宁等多地监管
部门先后发布相关产业的政
策指导文件，上海更是在近
期正式实施《预制菜生产许
可审查方案》。在标准化、产
业化、规模化等方面，各地政
府出台了多项激励和扶持措
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增长的消费者需
求、市场早期高速发展的企
业需求与政策端的积极信
号，无疑让老牌家电企业嗅
到了新的市场机遇，选择与
行业上下游联合。

“例如，消费者购买可以
烹饪预制菜的厨电后，发现
APP或小程序里有很多物美
价廉的商品，消费者或许就
会购买和该厨电合作的预制
菜产品，形成一定的用户黏
性，企业就会产生新的收益
增长点。”赖阳说。

值得一提的是，预制菜
冷链运输暂无规模效应，企
业自建冷链物流成本高企，
吸引了相关设备制造企业入
局。例如，格力电器此前在
与餐饮密切相关的冷链领域
深耕多年，已研制出全冷链
系列产品。如今，依托其装
备制造产业和冷冻冷藏技术
优势，格力成立了预制菜装
备制造公司，旨在提供专业
冷链装备、生产专用设备以
及物流仓储设备。

“预制菜市场在扩大，竞
争也在加剧。设备技术水平
竞争加剧，服务能力、运营效
率、价格竞争加剧。此外，将
来相关的行业标准与产品标
准化水平也将进一步规范发
展。”赖阳表示。

“预制菜市场是一次巨大
的机会，赛道刚刚开启，对那
些在原有赛道遇到一定程度
瓶颈的企业而言，是符合政策
方向与消费需求的‘第二
春’。对于有决心投入资金、
精力、资源的企业，我比较看
好他们的前景。”张毅说。

超1300家海内外企业
赴中国加博会觅商机

5月10日，第十三届中国加

工贸易产品博览会在广东省东

莞市开幕，来自中国、泰国、新加

坡等国家和地区的1310家企业

亮相展会觅商机。该博览会是

中国唯一以推动加工贸易创新

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图

为粤港澳大湾区精品馆吸引参

观者驻足。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