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出台，发展更规范

随着市场不断扩大、产品备受追捧，
预制菜品安全、健康成为关注焦点。这
一点关乎消费者的亲身感受，也关系到
行业的未来发展。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吃得美味，就要在预制菜所涉及的产业
完善相应标准，各环节共同守牢底线、做
到更好。

顾宽余认为，尽管缺乏全国统一的
强制性标准，但已有多地就预制菜制作
出台相关标准。去年以来，福建、浙江、
江西、辽宁等多个省份的市场监管部门
发布相关政策指导文件，广东还推出粤
菜预制菜的地方标准。值得关注的是，
跨省份联合制定区域内一体化的预制菜
操作规范也应运而生——今年1月，沪
苏浙皖的市场监管局共同研究制定《长
三角预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指引》，以长三
角区域为适用范围，针对消费者关注热
点和调查发现的问题，对预制菜原材料、
加工、包装等多方面提出要求。

企业构建全面标准体系、规范生产
经营和供应链管理，是提高预制菜品质
的另一个抓手。业内人士指出，应严格
把控原料品种、产地、存放条件，针对不
同菜品运用适用的制作工艺和验收标
准，逐步完善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售出的
可追溯机制。同时，还要开展产学研合
作，让食品工业化与厨艺完美结合。

当前，不少电商也在构建自有品牌
的预制菜，计划推出少油无油、低钠无盐
等更为健康的菜品。对于保鲜和口味方
面，陈慧芳表示，许多生鲜电商平台正发
力构建短供应链，制作更新鲜的预制
菜。“譬如‘腌笃鲜’从挖笋到摆上货架，
整个过程不超过3天，并需要同时启用6
个工厂赶工。我们自建的供应链中心已
陆续投产，这将大大增强预制菜生产线
的可控性。”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范志红从消费
者角度分析了大家的担忧，“可能会担心
即食类预制菜不如自己做的有营养。比
如，觉得土豆咖喱鸡的油盐较多、蔬菜配
料较少等，这种想法不无道理。”对此，范
志红建议，可以将预制菜和家中已有食
材合理搭配食用。根据个人需求，在预
制菜中加入一定量的叶菜，稀释油盐并
增加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量。“消费需
求的不断增长，会促进行业的进一步规
范和充分的良性竞争，将涌现更多更优
质菜品，以满足消费者对安全、美味和营
养等多方面要求。” （王晶玥）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小罗是个“起床困难户”。因为
赖床，所以早餐总拿面包、牛奶对付。能在有限时间内吃
顿正经早餐曾是小罗的心愿。

近1年来，她的早饭食谱添了几个新品种：馅料甜
糯的奶黄包、口感酥脆的手抓饼、鲜香浓稠的皮蛋瘦肉
粥……这多亏了她买来的早餐半成品。小罗说：“商家
提前完成了这些食物的大部分制作步骤，我只需放进
锅里蒸一蒸、煎一煎或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能吃上热气
腾腾的早餐，太方便了。”小罗购买的半成品，算是预制
菜的一种。浙江省湖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食品认
证审评室主任顾宽余介绍，将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按标
准化配方进行洗、切、配、调等预处理，再经热加工处理、
快速冷却、包装等工艺制作，生产出来的制品就可称之为
“预制菜”。预制菜也可视为方便菜肴制品。

目前，市面上的预制菜种类多样。根据食用方式，可
将它们分为开袋即食类、加热即食类、简烹即食类以及仅

进行初步加工处理的即配类（如切片、切丁、切块的蔬菜、
肉类、海鲜）4类。“由于生产技术和贮运技术进步、人民
生活质量提高，加之食品冷冻冷藏技术广泛应用，预制菜
品类、口味等发生了许多新发展和新变化。”顾宽余说。

消费者为何青睐预制菜？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曾伏娥看来，烹饪耗时少、操作简单、餐后收尾打
扫方便等优势，是消费者选择预制菜的重要因素。

往深层次看，人口结构、消费习惯改变的趋势也是预
制菜走红的原因。顾宽余认为，这些年“宅经济”的兴起，
加速了预制菜市场的升温。曾伏娥表示，近年来，中国人
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趋势凸显，生活习惯转变，预制菜
更能迎合快节奏下无暇下厨的年轻消费群体。很多带娃
家庭也倾向于用预制菜解决没时间给孩子做饭的问题。

京东《2022预制菜年度消费报告》显示，与2020年相
比，21～30岁、未婚人群、男性购买者的比例如今都有不同
程度增长，反映出以上群体对预制菜的关注度有所增加。

梳理相关数据后不难发现，节假日往往是预制菜的“重
头戏”。以今年春节为例，淘宝用户搜索“预制菜”关键词数
量较去年增长3.4倍，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艾媒咨询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全国预制菜
销售额超13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四成。

春节期间预制菜销量大增，与中国人历来重视传统佳
节、以节日团聚表达亲情友情关系密切。“对于绝大多数中
国家庭而言，吃年夜饭要有仪式感，消费者会比平时更关
注菜品颜值、是不是硬菜、食材是否新鲜——这些都是在
重要节日出现的消费特点。”盒马预制菜负责人陈慧芳说。

过去，消费者只能在线下商超、餐馆饭店里看到种类
有限的半成品菜。伴随电商平台和物流系统的更新升
级，网购成为大家准备年夜饭的主要途径。购物网站和
生鲜电商平台纷纷上架多样预制菜，抢占年夜饭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为增添菜品丰富性，不少商家还推出了颇
具地方特色的预制菜。

作为北方人，天津市武清区的贺女士今年过年尝试

了源自客家菜系的猪肚鸡和闽菜佛跳墙。“购买时发现很
多品牌都在卖这两种菜肴，正巧我和家人没吃过，所以买
来尝尝。”在贺女士心里，年夜饭既要有家常菜，也要有让
人眼前一亮的新菜，以满足家人的期待。可由于缺乏原
料食材、不熟悉烹饪方法，往往“菜不对题”。预制菜则省
去了这些烦恼，“做法简单、味道还不错，我们一家人都很
喜欢。”

一组“如何准备年夜饭”的调查显示，32%的受访者
倾向于“自己做+买一部分预制菜”，21%的选择套餐礼
盒。“自己动手拼出一桌华丽年夜饭，与直接去外面餐厅
吃的感受完全不同。前者更具氛围感和价值感，也更能
激发亲朋好友拍照留念的兴致。”某互联网问答社区餐饮
创业板块热门答主康健说，这是预制菜未来很重要的传
播优势。

线上火，线下也热。从某大型超市的预制菜专区可
以看到，有川菜、闽菜、淮扬菜等多个菜系的预制菜品，
涵盖主食、热菜、凉菜、甜点、煲汤等各种类别。在某会
员商店，羊腿、三文鱼、帝王蟹等也化身为“一种食材多
种吃法”的预制菜。

不少饭店餐馆在店内明显位置摆放预制菜，供顾客
选择。陈慧芳表示，各品牌和餐饮企业都在尝试差异化

新品，将自家的特色菜做成预制菜，或与渠道方合作
创出不同的套餐礼盒。总体来看，预制菜由原先作为
饭店餐厅堂食接待能力有限时的辅助和补充，到如
今成为门店的主营业务之一，体现了供给端的高度
重视和消费端的旺盛需求。

品类丰富，节假日热销

简单方便，成食客“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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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看着美”也要“吃得香”
当下社会正朝着便捷化方向快速发展。而在餐桌上，预制菜无疑是大家就餐的“好帮手”——相较于自行烹制，操作方法更简便；与方便

速食相比，其口味能更好还原餐馆味道，且品种丰富，便于消费者品尝新菜肴。
政策层面，预制菜近年来也收获更多关注：今年，它被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不少地方出台政策和标准，规范预制菜产业发展。可以说，

预制菜正迎来发展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