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中秋佳节与往年月
饼市场不同的是，月饼市场上增
添了一款新秀品种——人造植
物肉月饼。

分析人士称，人造肉月饼符
合未来消费群体对于食品新鲜
度的需求。但市面上新推出的
人造肉月饼是否是真正的人造
肉，口感、质感是否能够匹配满
足消费端的核心需求和诉求，这
才是关键点。此外，高蛋白的人
造肉月饼在包装、运输保存方面
还要注意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人造植物肉月饼来了

9月6日，号称“首款国产人
造植物肉”的“珍肉”月饼正式登
陆淘宝平台销售，研发这款月饼
的创业公司名为珍肉（北京）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该企
业公司店铺内仅有一款“植物蛋
白肉月饼”产品。

记者注意到，目前这家刚上
线的“珍肉”店铺，即使完整打出
该店铺名称也未必能检索到，而
需要多方检索关键词“人造植物
肉月饼”或者“珍肉x老大房”才
可以搜到。

在“珍肉”产品页面显示，该
款配料为小麦粉、豌豆分离蛋
白、椰子油、橄榄油、饮用水等，
不含防腐剂，常温可存放5天，
冷冻后可保质30天，并声称“0

抗生素”“0激素”“0胆固醇”及
“0动物成分”。

此外，页面还列举了珍肉
与猪肉的营养成分对比，每100
克所含热量、总脂肪、胆固醇分
别为 737千焦、8.8克、0克和
1655千焦、30.8克、69毫克。在
食用方法上，和其他鲜肉月饼
类似，需要使用烤箱、微波炉或
者平底锅加热后食用。

截至9月9日，“珍肉”月饼
在电商平台上预售594份。美
食爱好者李先生在该平台上订
购了1份“植物蛋白肉”月饼，
“这次订购主要是出于好奇，尝
尝和真正的鲜肉月饼还有之前
的素肉月饼有何不同。”李先生
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

珍肉创始人吕中茗对记者
表示，这次推出的限量3000盒
植物肉月饼，其实是公司产品
创意测试的第一步。“最近两
年，鲜肉月饼比较受欢迎，大家
想吃新鲜的、不含防腐剂的月
饼，而鲜肉月饼本身就属于短
保质期的月饼，用植物肉肉馅
做月饼，可以方便测试消费者
对植物肉类产品的食用体验感
和满意度，也让消费者多一种
选择。”吕中茗称。

一位专注消费行业投资的
投资人对记者表示，目前，他们
的风险投资部已经注意到消费
赛道的新现象。“还在观察国内

消费者对‘人造植物肉’月饼的
接受度和满意度，最近猪肉涨
价，未来‘人造植物肉’能不能
大规模进入市场，有多大潜力，
我们还在评估。”

“珍肉”月饼是首款
人造肉月饼吗？

记者注意到，其实制作“仿
真肉”月饼并不是新鲜事物。
北京某家素食餐厅从2010年至
今，已经连续9年推出“素叉烧
馅”月饼，每个售价15元。该店
负责人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
示，每年中秋节前夕都有大量
客户专门预定素肉月饼，这些
月饼中不含真正的肉、蛋，而是
用豆制品代替。

“由于我们的顾客主要以
小众的素食者为主，一般也只
在中秋节推出‘素肉月饼’，所
以很多人不知道有‘素肉月饼
’，但是我们平时推出的‘素牛
排'’素鱼肉‘还是很受欢迎的。”
该负责人说。

同样是使用大豆为原材料
制作的仿真肉，“素肉”月饼和
“人造植物肉”月饼到底有何不
同呢？吕中茗解释道，素肉是
传统的豆制品加工工艺，而人
造肉背后是有高科技的配方、
风味加工工艺的加持。

据悉，目前国际上人造肉

主要分为植物肉和动物细胞培
养肉，前者是以大豆、豌豆等作
物中提取的植物蛋白为原料，
添加植物性风味物质，使其口
感、风味上更接近真肉；后者则
是在实验中培养动物干细胞得
来的肉。

“作为国内首家人造植物
肉品牌，我们需要迈出第一步，
让消费者先接受认可你的产
品，所以我们真正做的工作就
是在终端做好产品创新，让消
费者能够改变他们对素肉的观
念，或者说对人造肉是合成品、
假食品的误解，因为’人造肉
‘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友好。”
吕中茗称。

对于上线的新产品有何预
期，吕中茗表示，对新产品“没
有预期”。“目前来说，中国消费
者对人造植物肉产品的接受程
度是完全未知的，因为它不是一
个成熟的市场，它是一个没有被
开发过的市场。”吕中茗称。

专家：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某老字号专卖店销售人员
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今年
有一些顾客咨询想要专门订制
“清真”“素肉”“牛肉”“巧克力”
等各种口味的月饼。“现在人们
有的想吃肉，有的不想吃肉，有
的想吃糖，有的不让放糖，但是

我们没有精力去一个个的满足这
些人的需要，花费的制作、包装时
间成本太高了。”该销售人员称。

据悉，普通月饼配料一般含
有植物油、食用猪油、人造奶油、
白砂糖、麦芽糖等，为了便于存
放，在包装袋内还放置有脱氧剂，
保质期一般为45-120天不等。而
特殊的“订制”产品因其特性需要
“氮气包装”“真空包装”等。

而“珍肉”月饼同其他鲜肉的
保质期类似，常温下可存放5天
左右。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短保质
期、营养健康、绿色安全是消费食
品未来发展的整体趋势，由于人
造肉月饼独特的产品属性及制作
工艺，决定了该产品只能走短保
质期，从保质期这方面来说，人造
肉月饼符合未来消费群体对于食
品新鲜度的需求。“但现在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市面上新推出的人
造肉月饼是否是真正的人造肉，
口感、质感是否能够匹配满足消
费端的核心需求和诉求，这才是
关键点。”朱丹蓬称。

“细菌对高蛋白是非常敏感
的，从食品保存的科学原理来说，
如果保存不当，极易导致高蛋白
食品变质从而无法食用，所以高
蛋白的人造肉月饼在包装、运输
保存方面还要注意防范食品安全
风险。”朱丹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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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植物肉月饼来了，你敢尝吗？
专家提醒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本报讯 继中央多次部署稳定
生猪生产工作后，9月9日，国家发
改委、农业农村部下达《关于做好
稳定生猪生产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补贴规模化养殖场以
推进恢复生猪产能，其中中央对
单个养殖场的补贴规模最高可达
500万元。

《通知》指出，中央预算内投
资对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
猪场、规模猪场（户），禁养区内规
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一
次性补助，主要支持生猪规模化
养殖场和种猪场建设动物防疫、
粪污处理、养殖环境控制、自动饲
喂等基础设施。

具体而言，各省可因地制宜
确定建设数量，科学设置分档补
助标准。中央补助比例原则上不
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最低不少
于50万元，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冯永辉表示，剩下70%由地方
政府负担，按照以往经验，东部地
区的地方政府资金高于中部和西

部地区。但对于部分生猪产量不
足地区，补贴门槛或降低。

“规模化养殖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李国祥表示。据农业农村部数
据显示，今年7月，生猪存栏量同
比下降32.2%，能繁母猪存栏量下
降31.9%。面对非洲猪瘟疫情过
后出现的生猪产能下降、猪价连
创历史新高的局面，中央部署多
项举措指向引导生猪规模化养
殖。7月下旬，农业农村部召开全
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鼓励支持养殖场（户）增养补栏。

李国祥表示，鉴于全国生猪
产能下降达30%~40%，小型养殖
场损失惨重，加上对于提高生猪
生产意愿相对迫切，规模化集中
养殖成为大势所趋。同时，李国
祥进一步建议，在鼓励集中生产、
规模化养殖之外，从长远看，还需
加快脚步提高生猪养殖的现代化
水平，建立全产业链发展，并促进
生猪散养户与现代养殖体系的有
机衔接。

本报讯 日前，经国务院
同意，中央农办、农业农村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人
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
监会、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
家林草局等11部门和单位联
合印发《关于实施家庭农场
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对加
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作出总
体部署。

《指导意见》指出，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农户主
体、规模适度、市场导向、因
地制宜、示范引领基本原则，
按照“发展一批、规范一批、
提升一批、推介一批”的思
路，加快培育出一大批规模
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
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

《指导意见》明确，到
2020年，支持家庭农场发展
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管理
制度更加健全，指导服务机
制逐步完善，家庭农场数量
稳步提升，经营管理更加规

范，经营产业更加多元，发展
模式更加多样。到2022年，
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
系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能力和带
动能力得到巩固提升。

《指导意见》提出，要完
善登记和名录管理制度，以
县（市、区）为单位引导家庭
农场适度规模经营，取得最
佳规模效益；把符合条件的
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纳入家
庭农场范围；加强示范家庭
农场创建，开展家庭农场示
范县创建，强化典型引领带
动，鼓励各类人才创办家庭
农场，积极引导家庭农场发
展合作经营；建立健全政策
支持体系，依法保障家庭农
场土地经营权；鼓励家庭农
场参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和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支持家庭农场开
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
加工、主食加工和综合利用
加工，自建或与其他农业经
营主体共建集中育秧、仓储、
烘干、晾晒以及保鲜库、冷链

运输、农机库棚、畜禽养殖等
农业设施；健全面向家庭农
场的社会化服务和家庭农场
经营者培训制度；强化用地
保障，鼓励各地通过多种方
式加大对家庭农场建设仓
储、晾晒场、保鲜库、农机库
棚等设施用地支持；完善和
落实财政税收政策；加强金
融保险服务，合理确定贷款
的额度、利率和期限，拓宽抵
质押物范围，增强家庭农场
贷款的可得性；探索开展中
央财政对地方特色优势农产
品保险以奖代补政策试点，
有效满足家庭农场的风险保
障需求；支持发展“互联网+”
家庭农场；探索适合家庭农
场的社会保障政策。

为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有
效落地，《指导意见》要求，要
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政
府要制定本地区家庭农场培
育计划并部署实施，县级以
上地方政府要建立促进家庭
农场发展的综合协调工作机
制；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快家
庭农场立法进程，为家庭农
场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11部门联合部署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 生猪规模化养殖场补助加码
其中中央对单个养殖场的补贴规

模最高可达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