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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金亮

要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
茶”融合文章，春茶期正是好机遇。“三
茶”融合就是要让文化之美为产业铸魂，
以科技之力为产业赋能，以茶科技的硬
实力和茶文化的软实力，激发茶产业的
无限可能。

春芽吐新绿，清气满人间。眼下正
是春茶采摘的关键时节。春茶的产量与
产值分别占全年的五成与七成，一直是
茶叶市场角力的重点。能否把握好春茶
季的产业融合机会，考验着茶产业发展
的质量与效益。

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
一方百姓。我国是世界第一茶叶大国，茶
园面积占世界的六成，毛茶产量占世界的
一半，茶叶消费量超世界的四成，出口额世
界第一。近年来，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推动茶叶产能持续扩大，产业链整体水平
得以提升。目前，我国已形成四大优势区
域，茶树品种结构不断优化，茶园管理水平
显著提高，茶叶加工基本实现机械化。茶
产业让一座座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一棵
棵茶树也铺就了一条条乡村产业振兴路。

不过，在茶产业快速发展中，一些问
题也开始凸显。产业集中度低，经营主
体多、小、弱，家庭式、作坊式不少，产业
链条短；加工水平不高，速溶茶、茶食品
等精深加工产品以及茶多酚、茶色素等
功能成分开发不足。我国有茶叶类商标
5万多个，但大部分缺乏市场影响力，有
全世界最好的茶叶，但千家茶企却不及
一家“立顿”。

小小茶叶，一头连着千万茶农，一头
连着亿万消费者。破解行业面临的供需
失衡、质量不稳、效益不高、营销乱象等
问题，既是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的关键之处，也是我国从茶叶大国
迈向茶叶强国的必由之路。为此，要做
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文
章，春茶期正是好机遇。

如果把茶产业比作一架飞机，茶文
化和茶科技就是两翼。从茶文化角度
看，近年来新式茶饮兴起，年轻一代对茶
焕发消费热情。要着眼新生代的需求，
创造更多具有流行张力的消费场景和产
品形态。从茶科技角度看，从标准化生
产到规模化加工，都需要科技的加持。
应支持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合力进行茶
科技创新，开发精深加工产品。从茶产
业角度看，应将茶叶从单一产业变为复
合产业。比如，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
区，推进茶旅融合，发展体验、研学等业
态。总之，“三茶”融合就是要让文化之
美为产业铸魂，以科技之力为产业赋能，
以茶科技的硬实力和茶文化的软实力，
激发茶产业的无限可能。

茶产业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乡
村特色产业的现状。当前，乡村产业存
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现象，大路货
多，精品和优质产品少；产业链条短，产
品附加值和效益偏低；有的产品虽优秀，
但“养在深闺人未识”，没能走出深山、实
现优价。不同于粮食，特色农产品更市
场化，在价格上更有弹性，也更有条件跨
界融入现代要素和时尚元素。乡村产业
是涵盖一二三产业的大农业，要立足特
色资源，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使其
业态更丰富、功能更多元，推进产业融
合，从而不断壮大。

做好“三茶”融合
这篇大文章

预制菜受到市场的持
续关注，并得到多地政策的
大力扶持。日前，广东省发
布《加快推进广东预制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将通过建设预制菜联合研
发平台，壮大预制菜产业集
群等措施来推动广东预制
菜产业的发展。而作为餐
饮产业的下一个万亿市场，
预制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
上市公司的关注。

被称作“懒人福利”的预制菜，由于简化
了买菜、洗菜、切菜、烹制等繁琐步骤，因而越
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餐桌上，并受到多地
政策的大力扶持。

3月25日，广东省政府发布《加快推进广
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简称
《措施》），将通过建设预制菜联合研发平台，
壮大预制菜产业集群，培育预制菜示范企业
等措施推动广东预制菜产业的发展。

《措施》指出，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企
业作用，引导预制菜中小企业成为“专精特
新”企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壮大，力
争五年内培育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
的预制菜龙头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

除广东外，山东、河南等地也纷纷发挥产
业基础优势，紧抓预制菜风口。

2月22日，山东省在诸城成立了山东预制菜
产业联盟，构建起以省内农牧渔业、食品加工业、
物流配送业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全产业链发展格
局，提升“雁阵式”预制菜产业集群的协同性。诸
城预计在“十四五”期间打造500亿元级的预制
菜产业集群。河南在农业农村厅牵头下将研究
制定《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明确预制
菜升级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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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指出，
目前我国预制菜行业市场规模约2100亿元，
到2025年行业规模有望增长至6000亿元左
右。中信建投研报表示，以国内餐饮规模4
万亿元测算，预制菜占10%就意味着有4000
亿元潜在市场空间。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6~7年，我国预制菜
行业规模有望达到3万亿元左右，成为下一
个万亿餐饮市场。同时，在消费升级、冷链物
流布局加快以及互联网多元化营销的助力
下，预制菜市场将向B、C端同时加速发展，之
后将以20%的增长率逐年上升。

预制菜也吸引了各路资本纷纷入局。天
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6.9万余家预制
菜相关企业。其中，仅2021年，预制菜相关企
业新增注册近4000家。其中，上市公司在布
局方面更是一马当先。

以得利斯为例，公司2月8日在接受机构
调研时表示，公司2021年预制菜产能约为3万
吨，在建预制菜产能有15万吨。其中，山东本
部拥有10万吨产能，并已开始部分试生产；陕
西基地5万吨预制菜产能预计2022年7月投
产，2022年底新增预制菜产能将达15万吨。

多家上市公司已跨界入局。主营车辆营
运业务及低温物流业务的锦江在线，为抓住预
制菜行业发展机遇，2021年成立了以研发并销
售即热、即烹产品为主的锦江御味。公司表
示，针对市场需求研发的年夜饭套餐销量达
10000余套，预制菜创新业务实现“开门红”。

更有不少上市公司欲入局分一杯羹。海
天味业董事会秘书张欣在3月25日业绩发布
会上表示，预制菜领域与调味品关联度较高，
公司也正在积极调研中。仲景食品表示，公
司已有扩大业务至预制食品的经营计划。克
明食品表示，未来几年，公司会侧重解决挂面
产品食用便捷性问题，采用“挂面+预制菜调
料包”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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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行业高景气度
下，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实现
大幅增长。

国联水产公告显示，公
司通过调整产品结构，预制
菜营业收入占总体营业收入
比重正在稳步增长。同时，
公司与全球知名西式快餐连
锁企业、半天妖餐饮、永辉超
市、盒马鲜生、山姆会员店、
叮叮懒人菜等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

得利斯预计2021年实现
净利润4000~4500万元，同比
增长 37.44%~54.62%。得利
斯称，2021年公司以精深加
工、高附加值预制菜系列产
品作为发展方向，有效推动
成本控制，经营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

国内预制菜第一股味知
香更是受益于预制菜行业高
景气度的典型。华西证券研
报称，味知香收入规模随着
市场扩张和行业需求增长稳
步提升，2016—2020年的收
入从2.91亿元增加到6.22亿
元，连续5年实现双位数增
长。收入规模快速增长不断
强化公司在预制菜行业的规
模壁垒。

中金公司研报表示，
2014年，预制菜行业在B端
开始放量，之后在消费升级
的趋势下逐步向C端渗透，
并在疫情催化下加速向C端
发展。目前，我国预制菜行
业收入B端与C端比例约为
8:2。随着B端降本提效、C
端便捷化需求释放，预制菜
行业进入高速增长期。

（李嫒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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