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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鸡是海南名菜之一。
2022年，来自海南的椰子文昌鸡套
餐登顶各大电商平台的预制菜单
品榜单，成为美食界的“网红”。

预制菜只需简单加工即可品
尝各种美味，为消费者提供了便
利，也形成了新的餐饮消费产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
育发展预制菜产业。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恢
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提出，
培育“种养基地+中央厨房+冷链
物流+餐饮门店”模式，挖掘预制
菜市场潜力，加快推进预制菜基
地建设，充分体现安全、营养、健
康的原则，提升餐饮质量和配送
标准化水平。

为抓住预制菜产业发展的风
口，不少地方也陆续出台政策文
件，支持预制菜相关产业发展。
比如，海南省在部署2023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时提出，
培育海南特色预制菜产业。可以
说，当前预制菜产业迎来了宝贵
的发展契机。

面对广阔的预制菜市场，如何
进入产业发展赛道，分享产业发展
红利，在预制菜产业中炒出地方好
风味，成为地方产业发展和餐饮消
费的一大新课题。

首先，要抢抓机遇，加快市场
布局。预制菜产业市场空间巨大，
而地方特色美食是可供应预制菜
市场的巨大潜力资源，也是广大消
费者所期盼的餐饮新选择。只有
加快布局预制菜产业，主动融入预
制菜产业发展赛道，才能在预制菜
产业发展中争得一席之地。

其次，要保障产品质量和美
食口味。预制菜为消费者省去了
繁琐的制作过程，但对菜肴的质
量和口味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在
市场中“分一杯羹”，不做一锤子
买卖，考验的是产品质量和菜肴
口味这个核心。要坚持质量第一
的原则，把好食品安全关，让消费
者安全食用、放心消费。同时，要
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和环节把
控，努力保持地方美食的原有风
味，确保地方菜不变味，真正通过
美味吸引和留住消费群体。

再次，要统一产品标准和生产
流程，强化菜品研发生产。地方美
食是地方名片，不管是预制菜生产
销售还是传统门店的生产销售，都
要建立菜肴生产制作标准，按照标
准生产制作，让美食烹饪更加科学
化、标准化。为适应新消费时代，
各地还可以在原有菜品的基础上，
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推陈出
新，推出更多适应各地消费者口味
的新菜品。

最后，要完善政策引领。在国
家政策的基础上，各地应结合本地
实际，出台预制菜产业发展扶持政
策，特别要加强本地资源整合，有
效解决预制菜企业技术和研发力
量缺乏、预制菜产品单一、企业间
协作度不高等问题，加大地方预制
菜美食的宣传推广，把预制菜产业
培育成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

把预制菜培育
成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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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有之”的椰子
饮品行业，近几年开始
“扶摇直上”。各大现制
饮品品牌里，“含椰量”
纷纷上升，生椰拿铁、杨
枝甘露、椰椰芒芒等爆
款频出。进出口数据显
示，2022年全国进口青
椰已经达到107万吨，
大约是十年前的6倍。

在 日 前 举 办 的
2023成都国际酒店用
品及餐饮展览会上，一
众参展的食品与饮料
中，椰子也成了现场最
火爆的元素之一，除了
以本色示人的椰子水和
椰乳，与茶饮、咖啡、冰
淇淋等结合的新鲜形式
和创新口味吸引了许多
经销商洽谈合作。

“椰子热能持续几
年确实让人惊讶，但也
在意料之中。”“椰号”品
牌展位展商表示，这背
后是植物基概念的大火
和饮用场景的扩大。植
物蛋白饮品赛道虽竞争
激烈，但“目前市场总份
额只有200亿元~300
亿元，还远远没有达到
碳酸饮料的份额，因此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在这个空间之中，“行业
竞争不是坏事，群策群
力才能把蛋糕做大。”

近两年，“椰子家族”持续扩容，除了
在咖啡和茶饮品牌涌现中的新品，椰汁、
椰子水等包装产品也不断上新。据悉，截
至今年6月，天眼查上涉及“椰子、椰奶或
椰乳”的企业超6500家，不少新兴品牌也
获得不同轮次的投资。

各个品牌纷纷比“椰”，看似暗流涌动，
但一些商家相信这会带来益处。“每一个品
牌的每一次广告，其实都是在做市场教育，
让椰子产品的形象深入人心。”“椰号”品
牌展商认为，消费者对椰子纯天然、植物基
属性的足够认知，为它的普及带来了先决
条件。“从几十年前起，有品牌打出‘0香
精、色素和防腐剂’标语起，消费者逐渐对
椰子形成了健康、好喝的印象，为当下的椰

子热埋下了伏笔。”他认为，各品牌对椰子
的持续营销会扩大消费群体基数，让“蛋
糕”做得更大，“市场还远没达到饱和，这一
阶段，扩大市场规模是行业的共同目标。”

“不怕卷”的椰子企业，多半掌握着供
应链的优势。《2020-2025年中国椰汁行业
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椰果需求量每年高达26亿个，而海南
省每年的椰果产量仅约为2.5亿个。目前，
国内的椰子需要从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家
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稳定的供应链便成
为一大筹码，意味着稳定的产量和品质。
“椰子的产量在全球都是相对稳定的，因此
有一定的稀缺性，不会出现由于新品牌大
量涌入导致利润过低。”品牌展商表示。

“椰子家族”持续扩容“市场还远没达到饱和”

椰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各大商
超，成为逢年过节家庭餐桌的常备。而近几
年来真正引爆“椰子热”的，或许是它作为“黄
金配角”的能力——通过搭配各种饮品，与
其他元素在碰撞中产生新意。

“瑞幸在两年前推出生椰拿铁，目前销
售量已经超过3亿杯，可以说是打开了椰子
饮品成为爆款的大门。”“晨非”品牌展位的展
商表示，以椰汁为代表的植物基饮料市场的
崛起离不开饮用场景的扩大，尤其与咖啡、茶
饮的有机结合，让植物基饮料的销售实现了
飞跃。“椰乳、燕麦奶等能与茶饮咖啡相融，口
感清甜滑润，不会喧宾夺主，这为饮品创新提
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该展商表示，根据销
售数据，椰基饮品仍是最受欢迎的植物基种
类，燕麦奶、巴旦木奶的销量也很可观。通过
与现制饮品混搭，这些植物基饮料跟随着奶
茶店、咖啡馆的开店脚步，完成了市场的多重
渗透。不过，当前植物基饮料市场上的种类
其实并不算多，创新也成为了植物基饮料行

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创新不仅仅指找到更
好的口感，还要充分考虑客户的精准需求，例
如无糖、高钙、补充维生素等。

近年来，个性化营养已逐渐成为食品
与饮料行业的趋势，植物基食品成为一个
充满潜力的领域。据《2022年～2028年全
球植物性饮料市场规模、份额和行业趋势
分析报告》显示，到2028年，全球植物性饮
料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488亿美元，在预
测期内以11.2%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椰号”品牌的展商观察到，目前椰乳
已经过了爆发期，进入平稳期，属于存量竞
争时代，企业需要另寻出路。“椰乳只是我
们选定的一块敲门砖，因为椰乳的受众较
多，最容易撬开市场、建立渠道。我们的目
标是开拓更多植物基饮品。”他说，当稳定
的渠道建立完成后，其他产品的推广会更
加水到渠成，或将接力“椰风”，站上新的消
费前沿。

（据《成都商报》）

与茶饮、咖啡花式结合“黄金配角”打开爆款大门

“椰风”正劲
进口青椰一年超百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