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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制菜是农产品食品化的有效载体，是逐步迈向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产业。预制菜产业以

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进一步集聚发展，是连接一二三产业

的纽带和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是连接农村与城市之间生产、销售等多种产业链融合发展的

重要桥梁。介绍了预制菜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预制菜产业面临的问题，对预制菜产业未来发展趋

势进行预判，提出预制菜产业今后发展的建议，以期为预制菜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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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fabricated dishes are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the food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is 

an industry that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a trillion-level market scal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food security.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develops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ization, promotes the further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upporting enterprises in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which is the link connecting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i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s 

an important bridge connec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ndustrial chains such as production 

and sal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analyzed the problems facing by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predic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made a sugges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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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预制菜的发源地，日本是预制菜高速

发展并成熟的市场。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有预制

菜的雏形，但真正得到发展是在净菜加工/半成品

菜生产、配送企业出现后[1]，并于 2014 年后进入

快速发展期。特别是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

来，受疫情的影响，餐饮企业成本不断上升，而

预制菜因能有效降低餐饮企业成本，方便快捷、

满足居家就餐需求，迎合人们高压、快节奏的生

活方式，呈迅速爆发式增长，成为大众餐桌上的

“新宠”。 

随着国家对预制菜发展的高度重视，预制菜

产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2021 年 5 月，

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

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搭建体系化物流网络，创

新发展农商直供、预制菜肴、餐饮外卖、冷链配

送等业态[2]。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的

通知》，明确指出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满足居民节

日消费需求，鼓励制售半成品和“净菜上市”[3]。

2023 年 1 月，中央 1 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发展

预制菜产业”[4]。预制菜作为一类 接近终端食品

的产品，将现代农业与现代食品产业紧密衔接在一

起，实现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与服务消费行

业的多产业融合化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1  我国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 

当下快节奏工作方式、家庭小型化、宅生活

模式、懒人经济等现象给预制菜行业带来了蓬勃

发展的机会，预制菜也因物美价廉、工艺简单、

品种丰富等诸多优势，解决了消费者在家吃饭的

“痛点”。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部分餐

饮店无法堂食，催发预制菜产业迅速升温，快速

成为较为火热的产业之一。 

预制菜是指以农、林、牧、渔等领域的可食

用产品为原料，配以各种辅料，使用或不使用食

品添加剂，采用标准化流水作业，经预加工（如

分切、搅拌、腌制、滚揉、成型、调味等）和/

或预烹调（如炒、炸、烤、煮、蒸等）而制成

的半成品或成品，在适合的贮藏条件下（包括

冷冻、冷藏、常温等），具有一定的保质期 [5]。

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可将预制菜分为不同的

类型。如按照深加工程度和食用方便性原则，

可将预制菜分为即食食品、即热食品、即烹食

品和预制净菜四大类 [6]；按照原材料种类的不同

性原则，可将预制菜分为粮谷类、畜禽类、水

产类和果蔬类四种 [7]。  

1.1  多地政府加大对预制菜发展扶持力度 

为推动预制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政

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预制菜产业的发

展，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率先发布了《加快

推进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提

出“建设预制菜联合研发平台”等 10 项措施，推

动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8]；北京市人民政

府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扩大净菜、预制

菜上市规模，发展“健康数据+营养配餐”等新型

加工业态[9]；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印发了《2022

年“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第三批）》

和《关于推进全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分别对预制菜企业在土地、资金、电商平台、消

费等方面予以支持[10]，以及从产业链建设、市场

拓展、标准体系构建、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11]，

提出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另外河南、

福建、云南等省政府及佛山、温州、宿州等地级

市政府也相继印发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推动引

预制菜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1.2  预制菜产业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我国预制菜企业数量众多，自 2013 年至 2020

年预制菜企业新增数量逐年增加，2020 年新增企

业数量达到 高值为 1.29 万家。但由于受疫情影

响，2021 年、2022 年这两年的新增预制菜企业数

量有所下降，分别为 4 212 家和 3 470 家，据《2022

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 29 日，我国预制菜相关企业 7.59 万家[12]。

随着国家对预制菜产业扶持力度的持续加大，叠

加“宅经济”的快速兴起，预制菜产业规模迅速

壮大，呈现双位数的快速增长率。据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 2019 年达 2 445 亿

元，2021 年市场规模约 3 459 亿元，规模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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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4 亿元，预计未来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进一

步扩大，到 2023 年将达到 5 165 亿元[13]。据农业

农村部数据显示，预制菜近几年年产值处于高增

长率态势，稳定在 20%左右，目前已培育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预制菜产业相关）500 家以上，其

中规模超百亿 15 家以上[14]。从目前发展形势来

看，预计未来 6~7 年中国预制菜行业有望成为“下

一个万亿餐饮市场”。 

1.3  预制菜产业分布广呈区域化发展特点 

我国预制菜产业遍布全国各地，北部有辽宁、

河北等省，南部有广东、福建等省，东部有山东、

江苏等省，西部有四川、陕西等省（自治区），

中部有河南、湖北等省，可谓遍地开花。由于各

地农业生产地域特色明显，不同地区的资源、气

候、文化、产业基础及市场容量等方面都存在较

大差异，叠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和居民

饮食喜好不同，导致预制菜产业发展不同步，区

域化发展特点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预

制菜产业发展较热，中部地区预制菜产业发展快

速升温，西北、西南等地区发展较为滞后。据企

查查显示，各省市预制菜企业的数量排名中，前

十的省市中东部沿海地区就有 6 个入围（见图 1），

接近占到预制菜相关企业总数量的 50%[15]。据

NCBD（餐宝典）显示，广东、山东、江苏、福 

建、浙江等 5 省进入 2022 年中国预制菜产业指数

排名前十（见图 2）。同时，东部沿海地区是我

国一二线城市的主要聚集地，人们生活节奏快，

无暇做饭却对生活质量要求高，激发了对预制菜

的需求，资料显示，预制菜用户中，一线城市用

户占比达 45.7%，二线、三线城市用户占比分别为

19.8%、16.4%[13]。此外，预制莱大多为冻品，为

保持产品的新鲜度，对冷链的依赖性较大，东部沿

海地区冷链物流体系较西部地区发达，受冷链运输

成本高的影响，预制菜产品的销售半径受到限制，

进一步加剧了预制菜产业区域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数据说明：企业名称、经营范围、产品名称含“预制菜”

“预制食品”“速冻”“半成品食品”“即食”“净菜”的企业。 

Data description: enterprise name, business scope, and 
enterprises whose product names include “prefabricated dishes”, 
“pre made food”, “ quick-frozen”, “semi-finished food”, “ready to 
eat”, and “clean vegetables”. 

统计时间：2022/12/28       数据来源：企查查 

Statistical Time: 12/28/2022    Data source:qcc 

图 1  我国预制菜企相关企业区域分布 TOP10 

Fig.1  Top 10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refabricated dishes  
of revelant enterprises in China 

 

 
 

数据来源：餐宝典。 

Data source: NCBD. 

图 2  2022 中国预制菜产业指数省份排行榜 

Fig.2  Prefabricated dishes industry index province ranking in 2022 in China 
 

1.4  菜品多元生产高效符合企业与消费者需求 

预制菜产品种类多样，菜品组合丰富，多元

化发展趋势明显。从菜系来看，预制菜涉及鲁菜、

川菜、闽菜、粤菜、湘菜、北京菜、火锅、中式 

快餐等多种菜系；从菜肴分类来看，预制菜可分

为预制主食类、生鲜预制类、生制预制类、预制

调味料类等多种菜肴[16]；从消费需求来看，预制

菜产业呈现多元化发展，涉及产品种类广，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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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预制菜产品有宫保鸡丁、京酱肉丝、黑椒牛

柳、红烧肉等，以及馄饨、水饺、焖面、油条、

粽子等速冻米面产品。预制菜产品节约成本，迎

合企业发展与年轻人消费需求。一是节约餐饮企

业成本，使用预制菜可省去厨师配菜环节、避免

食材生产中的浪费、缩减后厨人员、节约厨房操

作空间、提高出餐速率，有助于餐饮企业实现降

本增效。据资料显示，传统的餐饮企业生产成本

中人工成本占到 24.6%，而采用半成品菜肴后，

人工成本降低到 18.5%[17]，节约了 6.1%，很大程

度上缩减了企业开支，减少企业负担。二是节约

时间成本，预制菜简化了繁琐的买菜、洗菜、切

菜、烹制等步骤，将备餐时间控制在 15~ 30 min

之间，用时短、烹饪方式简单，迎合快节奏生活

下无暇下厨的年轻消费客群、上班族以及小型家

庭日常需求。 

2  我国预制菜产业发展面临问题 

我国预制菜产业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在发

展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产品质量安

全与品质得不到保障、产品风味不稳定、产品市

场渗透率偏低、及标准化建设比较滞后等，将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预制菜产业顺利发展。  

2.1  食品安全与品质问题引发争议 

近年来，一些预制菜生产企业食品卫生安全

与生产的产品品质难以完全保障，引发食品安全

问题，如白象方便面卷入食安风波。据江苏省消

保委发布的《预制菜消费调查报告》显示，预制

菜行业面临着产品质量不一、口味欠佳、产品信息

不全、形式单一、配送环节不合规等诸多问题[18]。

预制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难以保证的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一是预制菜行业入行门槛低，限制要

求少，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食品安全没有保障，如

存在企业无证经营，生产的食品有微生物污染[19]；

二是预制菜生产企业方面国家级的生产安全标准

缺失，监管不到位；三是预制食品在包装与储藏、

运输过程中操作不规范，或受包装材质的影响
[20]，极易滋生细菌发生变质；四是预制菜生产所

需的原材料渠道来源不稳定，多以农贸市场和菜

农为主，食材质量参差不齐；五是多数预制菜企

业尚未建立自己的种养基地，尚未形成标准化规

模化生产体系。 

2.2  风味不稳定性问题重视度不够 

风味是构成食品美感的 重要因素之一，也

是预制菜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预制菜

作为一种特殊的预包装食品，其风味的稳定性受

食材品质、加工工艺、加工环境、包装材质及运

输储存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环节没把控

好，都会导致消费者在购买预制菜后无法实现风

味百分之百的复原，从而降低消费者的满意度及

复购率。同时，大多数预制菜在食用过程中需要

二次加热，也会造成部分营养物质的流失及菜品

风味被破坏，呈现口味复原程度低，降低消费者

的购买欲望。加之一些企业为节约成本，不注重

预制菜风味稳定性的控制，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

料、利用不新鲜的食材，或在运输环节应进行冷

藏运输而却违规常温运输，导致消费者购买的预

制菜口感变差、风味不稳定，给预制菜产业的发

展带来不良的影响。 

2.3  预制菜市场渗透率偏低 

预制菜在中国真正的发展历史已有 30 年之

久，但迅速火爆成为消费风口，并成功走入大众

视野，是在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际。目

前，我国预制菜产业的市场渗透率不高，仅在

10%~15%之间，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日本预制菜行业的市场渗透率为 60%

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是预制菜市场宣传不成熟、

不充分，部分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对预制菜

这一概念并不了解，认知仍停留在起步阶段，对

预制菜的接受程度低，尚未养成消费预制菜的习

惯，认为预制菜不新鲜、不卫生；其次是资本端

和产业端未能抓住一些消费者的核心痛点，使得

预制菜无法满足消费者核心需求，导致预制菜行

业市场渗透率偏低。 

2.4  标准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行业

门槛低、同质化竞争激烈、缺乏规范行业准入条

件的标准体系。虽然，在 2022 年各级地方政府及

行业协会先后发布了多个预制菜相关的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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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如《预制菜术语》《预制

菜分类》和《预制菜冷链配送操作规范》[8]；团

体标准如《预制菜标准体系构建总则》《预制菜

通用设计实施指南》《预制菜点质量评价规范》

《预制菜生产质量管理技术规范》《预制包装菜

肴》和《预制菜产品分类及评价》[6,21]等，并成

立了中国预制菜产业联盟，为预制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和规范要求，但由于受现行

部分团体标准水平不高或团体专业标准化技术能

力不足等问题的影响，预制菜行业团体标准存在

社会广泛认可度不够、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采纳程

度偏低的现象，迫切需要制定出台预制菜行业的

强制性国家标准。 

3  我国预制菜发展趋势研判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与预制菜产业发展现

状，从不同的角度，综合研判预制菜产业未来将

朝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3.1  荤菜系列将成为预制菜主要消费潮流 

从菜品选择角度看，预制菜大多是冷冻的，

绿叶菜冷冻后会发黄，且冷冻过程对蔬菜品质影

响很大, 解冻后无法百分之百还原食材的形态，

口感损失较大，造成素菜的价值感太低，所以发

展素菜预制菜没有太多价值。同时，随着经济快

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不断

发生变化，米面等粮食消费量下降[22]，肉、蛋、

奶、水果的消费量上升[23]，荤菜预制菜逐渐备受

大众青睐。据艾媒咨询显示，在消费的预制菜品

类 中 ， 荤 菜 类 预 制 消 费 量 较 高 ， 占 比 高 达

77.6%[13]，荤菜预制菜将成为行业内企业推崇的

主打品种。 

3.2  C 端市场有望成为预制菜消费的大趋势 

从市场需求端来看，预制菜的毛利不高，仅

物流费用就占到 18%~20%，限制了线上餐饮零售

的发展，却为线下零售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2021 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显示，目前

中国预制菜行业 B 端（企业端）与 C 端（消费端）

市场规模占比为 17∶3[24]，与发达国家日本预制

菜市场 B 端与 C 端比值 6∶4 相比，中国 C 端市

场仍处于发展初期，具有较大发展潜力。随着家

庭小型化、宅经济与懒人经济的出现，特别是受

三年之久的新冠疫情影响，物美价廉、工艺简单

的预制菜更符合务实消费人群个性化、多样化的

居家就餐选择，进一步激增了 C 端市场需求，有

望成为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新蓝海。 

3.3  预制菜消费市场将向中西部等二三线城市

蔓延 

从市场布局来看，我国预制菜主要布局在东

部沿海及中部地区，一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

农业生产条件好，交通系统完善，冷链物流配送

能力强，是一、二线城市的主要聚集地，预制菜

需求旺盛。但随着物流、冷冻技术的快速发展，

配送体系不断完善，预制菜的配送服务范围不断

扩大，预制菜消费市场势必向中西部等二三线城

市渗透。二是川菜是中国 有特色的菜系，也是

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由于口感和风味特色鲜明，

成为目前中餐市场中除火锅之外份额占比 大的

菜系，达到 12.4%，川菜的蓬勃发展势必将推动

四川预制菜产业快速壮大。 

3.4  屠宰企业建中央厨房将成为预制菜产业发

展新趋势 

从产业化发展程度来看，预制菜产业化、规

模化、标准化发展，将离不开中央厨房的建设，

中央厨房能实现高效率、低成本、规模化、标准

化生产，减少中间环节的浪费，保障食品的卫生

安全、品质稳定[25]。发达的物流体系是预制菜产

业发展的基础与支撑，屠宰企业可利用高密度客

户覆盖率、高频率客户服务度、全国化市场开拓

力度等现有肉类销售渠道，建设预制菜中央厨房，

依托其便捷化的销售渠道，带来的实际效益势必

超过一般餐饮企业或食品加工厂自建中央厨房，

这将成为预制菜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4  我国预制菜产业发展建议 

预制菜产业作为人们追求方便快捷生活方

式的 佳选择，是农畜产品加工和餐饮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方向，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必然趋

势。为推动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针对预制菜

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和问题，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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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着力强化标准引领，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标准化是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是推进标准化生产。依据现有预制菜产业相关

标准，尽快完善预制菜食材生产环境、条件、技

术等环节标准化管理，以现有优势农畜产品种养

殖基地为依托，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的发展模式，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的预制菜食材

生产基地，实现粮食、蔬菜、肉类等原料的标准

化供应。二是加快标准制定与实施。大力发展标

准化战略，以政府为主导、龙头企业为主体，以

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项目为抓手，鼓励协会、龙

头企业牵头预制菜产业链标准化的制定与实施工

作，加快预制菜生产标准、供应标准、加工标准、

品质标准等方面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形成地方标

准、国家标准，推进预制菜“从田头到餐桌”全

链条标准化生产。 

4.2  从源头上抓好生产监管，提升食品品质与安

全水平 

食品质量安全与品质稳定（特别是保持风味

的稳定性）是预制菜产业未来发展趋势所在，新

鲜的食材、稳定的供应渠道是预制菜产业永续发

展的基础。一是对食材生产、采购等环节加强监

管，对食材的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进行严格

检测，从源头把控食材的质量。二是建设中央厨

房，配套自动化的净菜设备、炒菜机器人、油烟

净化、清洗消毒机等设备，严格管控操作人员、

生产环境卫生， 大限度保障食品安全。三是建

立预制菜产业链、供应链常态化质量安全评估和

追溯体系，运用区块链技术搭建预制菜全链条质

量安全监管和溯源信息共享平台。四是健全预制

菜产业仓储、冷链运输系统，完善销地冷链物流

网， 大限度的保障预制菜的新鲜与品质的稳定。

五是定期开展监督抽检，在预制菜产业重点聚集

区引进国内知名检验检测机构，建设标准化食品

检验室，为预制菜产业食材、产品等提供全方位

检验检测服务。 

4.3  积极深化品牌建设，提高预制菜行业市场渗

透率 

品牌是一种战略性资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的催动剂。大力开展预制菜品牌建设，制定

正确的品牌策略，提升品牌价值。一是构建区域

品牌。围绕各地区预制菜优势特色领域，打造竞

争力强、美誉度高的区域预制菜品牌。二是加大

品牌推广。通过超高频的广告触达与终端卖场、

电商平台建设联动，配合电视、电梯广告以及网

络宣传、达人种草等方式大力宣传普及，提升预

制菜知名品牌的市场渗透率。三是全面升级品牌

质量。以消费者核心需求为中心，引导资本在预

制菜品牌质量上发力，打造一流预制菜品牌形象，

提升品牌附加值、增加客户复购率。 

4.4  推动产业数智化发展，探索产业发展新思路 

预制菜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是未来产业竞争

的核心所在。加快预制菜企业数字化改造，将工

业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应用在预制菜的研

发、生产、销售等环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向

预制菜产业快速深度渗透。一是建设预制菜智能

生产车间，实施智能化代替人工化操作，支持食

品装备制造企业研发生产烹饪机器人、搬运机器

人、分拣清洗机器人等智能后厨装备，降低预制

菜生产过程中的人工与损耗成本，提升企业效益。

二是构建采购、供应、销售等数字化平台，实现

产业从原料生产、食材流通、餐饮加工、终端销

售等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运营，借鉴“菜乡宝”“筷

农科技”等科技的成功经验，推进智能生产、智

慧物流等快速发展，降低企业营销成本。三是利

用抖音、淘宝、拼多多、美团等第三方互联网平

台，加速预制菜多元化营销传播。 

5  展望 

预制菜产业的独特性在于将农业、畜牧业、

渔业与农副食品加工业有机结合，带动餐饮业和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多业态跨

界融合发展，有效带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是国

家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一项利农

为民的可持续发展的民生产业。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预制菜产业在杀菌、保鲜、冷冻、加工、

包装等环节不断融入新科技，产品的质量、风味

都将得到质的提升与飞跃，必将带动一系列产业

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人民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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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制菜产业的发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满足

人们多口味的消费需求，符合现代人无暇做饭快

节奏的生活方式，必将成为中式快餐发展的 佳

选择，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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