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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年夜饭吃预制菜吗”再度成为热门话题。生产企业及品牌方正在紧锣密鼓安排生产。

在电商平台，只需通过简单烹调或直接开封即可食用的年夜饭类预制菜也在火爆推广销售。在不断丰

富的预制菜品类及应用场景中，消费者对它的争议也时常成为热点话题。消费者在“接受或拒绝”的背

后有哪些考虑？预制菜行业发展情况如何？

再度炒火预制菜赛道

预制菜销售又火了

“春节预制菜已上新。”不少消费
者发现，各大电商平台上，为龙年春节
准备的预制类年菜早已悄然上架，种
类从“全家福佛跳墙”“即食帝王蟹”
“胡椒猪肚鸡”等“硬菜”到八宝饭、速
冻水饺等传统品种一应俱全。与此同
时，线下各大商超也开始力推春节年
菜主题的相关预制菜品。知名品牌餐
饮门店在火热预订年夜饭的同时，专
门推出了预制菜年夜饭套餐，套餐中
包含各种各样的预制菜，有荤有素，
“年味”十足。

近年来，国内的“预制菜概念”从
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中央厨房，逐步
渗透进入到大多数餐厅以及外卖餐饮
平台。“预制菜为餐厅带来两个改变趋
势。一是效率提升和人工成本的减
少，另一个是餐厅后厨面积的不断缩
小。”食品行业专家、友声誉品牌咨询
创始人楚学友对笔者表示，“对餐厅来
说，在前端的供应链和标准化问题都
已经解决的情况下，使用预制菜能够
显著降低人工成本。餐厅的后厨面积
缩小意味着前厅座位数增加，那也就
意味着用餐高峰期可容纳的顾客也会
增加。”

预制菜是餐饮后厨制作的标准化、
工业化和流程化的一种体现，个性化的
中式餐饮被切割成多个环节，变成一串
串数字、一套套标准，实现工厂化生
产。楚学友介绍称，预制菜产业背后不
仅需要冷链、物流的支持，还有原料加
工工艺、原料加工规整化系统化的成
熟，行业的快速发展说明了当前餐饮业
工业化进程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

与此同时，预制菜也开始逐渐从
企业端走向消费者端，勾画出“海量
新消费市场”赛道。《预制菜新零售白
皮书》显示，在宅经济、懒人经济兴
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疫情催化加
速、食品产业转型、餐饮形态变化、冷
链物流发展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餐饮企业、生鲜电商平台相继布
局预制菜，很多食品企业也悉数进
场。报告称，“多方资源的堆叠，让预
制菜成为近年来餐饮食品行业发展
最快的子行业之一”。

黄娜娜是一位厨艺发烧友，刚
过“腊八节”，就已在电商平台完成
年货预制菜购买的她告诉笔者：“因
为放假时间安排的原因，今年春节
用来筹备年夜菜的时间变短了。买
预制菜可以做到省时省力，预计可
以在30分钟搞定一整桌菜，而且预
制菜品类丰富，有荤有素有排面。”

另一位消费者胡子齐称，年夜饭
就是要吃得开心，而这两年预制菜的
口味越来越好，菜系也越来越丰富，
与其自己费劲炒一桌子不知道好不
好吃的菜，不如买现成的预制菜，还
可以尝到五湖四海的美味佳肴。

然而黄娜娜也称，她能接受买
预制菜产品回家自己加工，却不能
接受外卖和餐厅堂食使用预制
菜。在她看来，预制菜就好比自热
火锅，虽然方便，“但谁希望点外卖
或到店堂食，吃到的也是自热火锅
呢？”另一位消费者赵倩认为，不是
不能接受预制菜，只是到店堂食就
是要吃特色，品尝大厨手艺，如果

都以预制菜代替，那么还有什么意
义呢？“而且有的餐厅使用了预制
菜，却没有告知消费者，价格也丝
毫不降，这样的消费会让自己感觉
像个‘大冤种’。”

上述消费者的心态并非个例，
预制菜产品在销售火热的背后，相
关讨论与争议也愈发激烈。在某平
台发起的热点话题调查中，面对“你
能接受外卖和堂食的预制菜吗”的
调查提问，95.9万参与者中，有80%
选择了“不能”。

楚学友告诉笔者：“我们之前
做过调研，发现消费者对预制菜的
需求可以用 5点来概括：懒、馋、
奇、情、烦。很多消费者选择预制
菜是因为不想做饭，希望在家打开
就能吃；其次，考虑到很多二三线
以下的城市并不具备所有菜系，处
于解馋和猎奇的心态，消费者可能
会去线上买预制菜；当消费者想吃
到一些特定的菜品和菜式，但由于
制作工艺上比较麻烦等原因，预制

菜也会成为消费者的选择；最后就
是在情感方面，预制菜能够减少家
人的劳动量，很多年轻人也会因此
更加青睐预制菜。”

针对消费者的上述心态，一些知
名连锁餐厅开始打出“不卖预制菜”
的宣传口号，称“大厨”才是餐饮的核
心竞争力，自家的菜品能给消费者带
来他们向往的“锅气”，引来不少宁可
排队“受苦”，也要安心等位的食客。

楚学友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讲，
外出吃饭可以分成好多不同的层
次，在聚餐和宴请场景下，消费者不
会选择预制菜，而是会专门找一个
现炒现做有特色的馆子“打卡”。在
一些特殊的用餐场景下，比如年夜
饭、下班回家懒得做饭等场景，预制
菜才会出现在餐桌上。此外，价格
也是决定消费者是否选择预制菜的
重要因素。“中国的消费者对热气腾
腾的、有锅气的美食有比较高的要
求，这也是为什么预制菜会受到一
些消费者抵触的原因。”

“懒、馋、奇、情、烦”

““春节年菜春节年菜””

中餐的口味偏好是一大挑战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预制菜市
场规模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19.7%，
是全球平均增速的3倍，但预制菜在
中国市场的渗透率仅为10%—15%，
远低于美国、日本市场超过60%的渗
透率。各大机构也对预制菜的未来
相对看好。山西证券在一份研报中
认为，预制菜行业有望在未来3—5
年内成为万亿餐饮市场。东兴证券
也曾提出，随着我国餐饮连锁化程
度逐年提升，餐饮工业化将成为发
展趋势，预制菜需求将逐年增长。

然而与资本市场的乐观相比，预
制菜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不少
具体挑战，首当其冲是行业面临的激
烈竞争。“这里并不仅仅包括同业之
间的竞争。事实上，快餐、外卖服务
等都是预制菜的直接竞争对手。”一
位预制菜行业的从业人员告诉笔者，
他们提供的预制菜产品主要针对消
费者，在推广过程中发现，消费者对
价格非常敏感，“他们会和快餐店以
及外卖比价，甚至一些年纪稍大的消
费者还会和直接购买食材的成本去
做比较，这就要求我们定价不能高，

甚至难以覆盖菜品成本。”
企查查数据显示，我国现存预

制菜相关企业6.27万家。其中，山
东现存预制菜相关企业7985家，位
居第一。河南、江苏分别现存5920
家、5580家，位居前三。尽管数量众
多，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的预制菜知
名品牌，对此，上述行业人士分析
称，“对于中餐而言，地域性偏好强
烈。口味创新很难做好，同一个菜
品，南方口味和北方口味差异很大，
接受度也不同。”对此，国联证券认
为，当前国内预制菜行业百家争
鸣。能够打磨单品、打造爆品，且经
过渠道沉淀、完善上游供应链、品类
扩张形成平台型企业的公司或有望
走出重围。

1月2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发布2023年全省消费投诉
和消费维权舆情分析。“预制菜消费
争议”排在消费维权舆情第一位。
从投诉内容和舆情监测情况来看，
相关问题主要集中在预制菜与宣传
不符，味道不佳且存在食品安全问
题；线下餐厅使用预制菜未提前告

知，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到位；预制
菜标识标签信息不全等。对此江苏
省消保委表示，行业面临标准体系
不健全、市场规范不统一等问题。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
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
诉笔者，我国预制菜的发展历程较
短，预制菜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入局
者众多，所涉及的行业多且代工情
况常见，当前亟待建立统一的国家
标准规范，解决预制菜行业小、散、
乱的现状，以及可能产生的食品安
全问题。

近期，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多地
出台新规，推动预制菜产业健康发
展。楚学友认为，预制菜产业未来
如何发展，更多取决于市场力量和
消费者选择。菜品、菜系不同，储存
条件和周期不同，对菜品的控制点
都会有所不同。“底线是做好基本的
监管、把控好食品安全和产品质
量。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预制
菜的发展最终要交给市场、交给消
费者去选择。”

（丁雅栀 崔瑾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