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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解读了预制菜的最新定义和范围，梳理了国外预制食品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经验，从中汲

取了其对于我国预制菜发展的启示和教训。随后分析了国内预制菜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优势，展望

了预制菜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发现预制菜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仅需要依靠政府推动，还离不开市场

的自发行为、群众对预制菜的科学认知以及社会媒体的正确引导。由此，紧跟预制菜前沿动态，立足

于国内预制菜产业的实际发展状况，提出了以社会共治促进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策略，为我国预制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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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began by interpreting the latest definitions and scope of prepared dishes,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s of the prepared dishes industry in other countries, from which it 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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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and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pared dishes sector in China. It then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and advantages facing the domestic prepared dishes industry, and forecaste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repared dishes industry could not rely solely 

on government initiatives, but also depended on the spontaneous actions of the market, the public'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prepared dishes, and the correct guidance from social media. Consequently, by staying 

abreast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prepared dishes sector and being grounded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the study propose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repared dishes industry through social co-governance. These strategies could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epared dishes industry. 

Key words: prepared dishes; the latest definition; social govern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从社会工作节奏和食品工业发展上看，预制

菜的推广是必然趋势。但是从饮食文化和目前消

费环境来看，预制菜产业虽然很“热”，但其存在

的诸多现实问题，以及消费者对于预制菜的有限

接受度，又给这一产业泼上了一盆“冷”水。如

何突破这一行业的发展困境，是目前国家、行业、

企业、研究人员十分关注的课题。然而，以往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过去 T/CCA 024—2022《预制菜》

这一团体标准进行探讨，缺少对于新定义下预制

菜产业的针对性分析。其指出的问题与建议也往

往着眼于标准制定与监管体系，而忽略了企业、

媒体、消费者等在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对于预制

菜在社会流通中各个环节的分析有待拓展。本文

立足于全新的预制菜定义与范围，结合国内外的

发展经验与资料文献进行分析，并从社会共治的

角度提出打破预制菜发展瓶颈的策略和建议，相

信对于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参

考价值。 

1  预制菜（肴）最新定义解读 

《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通知》首次在监管层面明确预制菜的

定义和范围[1]。其指出，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

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

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

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

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

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

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不包括主

食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

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

明治、披萨等。 

与先前团体标准给出的预制菜定义相比，特

别规定加工过程中不允许添加防腐剂，并且主食

和方便食品不属于预制菜；初加工的蔬菜和肉类

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新定义强调预

制菜的工业化属性，故中央厨房制作菜肴也不纳

入预制菜范畴。总结来看，预制菜的几个关键定

义点为：非净菜、非主食、工业化企业生产、不

能添加防腐剂，且需二次烹饪（非即食）。新定义

解决了预制菜定义模糊不清的问题，禁止添加防

腐剂的规定也强调了食材保鲜与冷链运输的重要

性，回应了消费者对于天然健康的期待。《通知》

为预制菜从原料采收、加工、贮存运输再到销售

方式、食用方式的过程化管理提供了思路，有利

于推动预制菜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洁净化、

规范化。 

2  国外预制食品发展历史和经验梳理 

率先普及工业化菜肴的国家和地区并无“预

制菜”这一概念，国外的预制菜可以理解为预制

食品。西方的饮食观念以实用主义为主，由此造

就了欧美国家快餐业的蓬勃发展，汉堡、香肠、

烤肉、薯条、披萨等成为了快餐业发展下的西方

日常饮食[2]。在人口结构、烹饪习惯、冷链物流、

就业状况等因素催生了预制食品产业的成形，如

上世纪欧美的女性就业率普遍较高，且社会节奏

普遍较快，人们对于方便、快捷、美味的菜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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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强烈需求，这些都让预制食品得以快速发展[3]。

由此可见，国外的餐食内容相对单一、烹饪过程

简单，预制食品产业先天具有工业化的基因，因

此预制食品工业发展较早，也更容易让工业化菜

品走上餐桌。 

国外预制食品产业可以给我国预制菜产业发

展提供经验参考：首先，预制菜是社会发展趋势，

纯手工的现制菜肴，预制菜有绝对价格和效率优

势，目前国内餐饮业发展蓬勃，近年来兴起了一

大批中式连锁餐饮企业，这一点类似于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的欧美和日本，预制菜也将会进入发展

的快车道，迎来“蓝海期”[4]。因此需要做好资

本大量涌入的准备以及完善的供应链建设准备，

提升消费者的信任感也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其次，

预制菜企业需要找准产品的消费场景，对于某些

消费场景，预制菜具有独特的市场优势，比如日

本市场存在更易咀嚼和吞咽的“护理预制菜”（图

1），美国市场存在 Daily Harvest 等有机轻食预制

菜品牌。差异化、有针对性的产品有助于我国预

制菜市场的扩大；最后，要加强预制菜产业科技

支撑，早期预制食品顺利发展的国家多依托于先

进的冷链物流技术，并且预制菜的感官品质也有

赖于食品加工技术的提升。例如，日本的日冷集

团推出了多款“爆款”预制食品（图 2），这些产

品通过使用护色、保味的新技术，并精准控制加

工过程，其色香味甚至超过了许多现做餐品。国

外预制食品企业对口感的钻研可以为我国预制菜

产业提供一定的借鉴。 
 

 
 

注：图片来源：https://www.kewpie.co.jp/udfood/product/。 

Note: The picture comes from: https://www.kewpie.co.jp/udfood/ product/. 

图 1  kewpie 品牌护理预制菜产品图 

Fig.1  KEWPI brand nursing prepared dishes pictures 

 

 
 

注：图片来源：https://www.nichireifoods.co.jp/product/detail/ 

sho_id183/。 

Note: The picture comes from:https://www.nichireifoods.co. 
jp/product/detail/sho_id183/. 

图 2  日冷集团“爆款”炒饭产品图 

Fig.2  Nichirei Foods' 'hit' fried rice product picture 

此外，餐品的工业化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效果。

国外预制食品存在热量过高、营养素密度较低等

情况，与肥胖的频发有一定的关联性[5]。如 Dinu

等指出预制食品常富含盐、糖、饱和脂肪，导致

营养不良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风险[6]。因此，作

为每天走上人民餐桌的正餐食品，我国预制菜也

要注重体现营养与健康属性，在保证色香味的基

础上减糖、减盐、减油，满足群众对于健康生活

方式的追求。 

3  国内预制菜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3.1  我国预制菜产业的快速发展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预制菜产业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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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契机。冷链物流是预制菜产业的重要支撑。

2015—2020年，国内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7%[7]，冷链物流网络逐渐

完善为我国预制菜的普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

代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包括速冻、真空包装、

冷却保鲜等技术，使得预制菜的生产能够大规模、

高效地进行，同时尽可能保证产品的口感和营养，

并让更多传统菜品有了预制化、工业化的条件，

提高了预制菜的产品多样性；其次，时代的发展

给予了预制菜“出圈”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寻

求方便、快捷的饮食解决方案，而预制菜正好满

足了这一需求，在家庭、办公室和外卖市场中都

受到了广泛欢迎。2014 年之后，外卖行业出现爆

发式增长，B 端市场步入放量期[8]。而到了 2020

年，又因疫情阻断 B 端消费，餐厅为降低风险，

实现降本增效，主动将菜品以半成品形式售卖，

加上宅家消费爆发，直接催化了 C 端消费加速。

《2023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显示，2023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5 165 亿元，同比增长

23.1%，到 2026 年有望超过 10 720 亿元，增速可

观；最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予了预

制菜更为广阔的销售渠道[9]。通过电商平台，预

制菜能够直接触达消费者，提升了市场反应速度。

线上销售也促进了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产品开发。 

3.2  我国预制菜产业面临的问题 

预制菜烹饪工艺复杂，但生产自动化程度低，

很多菜品严重依赖人工，不仅产能不足，而且质

量控制难度较大。新标准中，预制菜的菜肴属性

明显区别于其他预制食品，炒、炸、烤、煮、蒸

等多道工序的配合让菜品工业化生产的难度提

高。而现实是，我国预制菜发展正处在由全手工

生产到自动化的过渡阶段，目前的生产规范性和

生产效率仍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天眼查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 1 月底，全国现存预制菜相关

企业达 6.4 万余家。但据调查，2016—2022 年新

注册的预制菜企业中，有 52%的注册资本不足

100 万元[10]。产值超过百亿的预制菜头部企业仍

然较少，难以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而小型企业经

营者又常常忽略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的重要

性，规范化生产未得到全面落实[10]。部分预制菜

企业面临小、散、弱的困境，小作坊生产不在少

数，甚至生产过程仍依靠“小锅换大锅”，尚未实

现完整的工业化模式，难以保证产品品质的稳定

性。商品标注缺失、食材以次充好、添加剂违规

使用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因素一方面大大限制

了产能，不利于预制菜产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

面也限制了预制菜产业的规范化，不利于全过程

食品安全的维护。 

预制菜成为热点产业，但缺乏科技支撑。菜

品的护色、保味、留香等传统工艺亟待以工业化

手段应用于预制菜产业。中国菜特有的多种配菜、

多种调料、多道工序，以及食材之间巧妙配合的

烹饪技艺，都让菜品风味和口感难以复刻[12]，这

就对预制菜加工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

保证安全性与保藏性的同时最大程度还原菜品的

色、香、味向来是预制菜发展的技术难题[13]。中

式菜肴的风味形成机制既涉及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脂类等营养物质的分解和互作，又涉及各种

复杂化合物（如多种醛类、酚类）的产生和控制，

过高或过低的火候都可能破坏食物的香气。而且

很多中国菜风味形成的机理尚不清晰，传统工艺

存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难以据

此开发合理的工业化生产工艺。而与之相对的

是，目前我国很多预制菜企业的保鲜技术和加工

技术还不够成熟，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高，部分厂家甚至出现抄袭与“打价格战”等现

象，让不少预制菜产品质量堪忧。这些因素既限

制了预制菜品质的提高，也不利于预制菜的口碑

建立。 

预制菜是整个产业链的终端产品，其风险存

在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销售、加热食

用等各个方面。预制菜原料来源广泛，涉及保水、

护色、提味的调料和特殊加工工艺引入的新型化

学物质都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一方面，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分散性较强，多级批发市场

带来的中间成本和运输成本层层加价，降低了生

鲜食材供应链的效率，使预制菜企业面临采购难

度上升、原材料新鲜度受限和供应链不稳定等挑

战[14]；另一方面，预制菜产品往往保质期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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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成本较高，保鲜技术的不足会影响产品口味

和安全性。新定义中，不允许添加防腐剂的要求

引人注目，尽管符合标准的各类添加剂在标准范

围内对人体无害，但餐桌上的预制菜过分依靠化

学保藏不符合“有机饮食”和“原生态”的理念。

因此，预制菜涉及的各种添加物质需要长期的探

索和逐步的规范，这些都有赖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和更多标准的制定。除原料与添加物外，全程冷

链的不完善或是储藏方式的不正确也可能会造

成食品安全风险，亟需建立全过程溯源与管理机

制。预制菜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分析如

表 1 所示。 
 

表 1  预制菜生产各环节安全风险 

Table 1  Risks of safety issues in each process of prepared dishes 

安全风险 发生环节 

食材农药残留过高或遭受污染，引入甲胺磷、氯氰菊酯等有毒物质和细菌、霉菌污染等 

不良商家采购时为降低成本，导致预制菜所用食材劣质、腐败、过期、以次充好 

部分菜肴特殊食材选用不当（如有毒的蘑菇、野菜、野果等） 

原料验收阶段 

操作车间空气中、台面上、设备中菌落数超标、扬尘严重，加工过程中操作者患流感或手部存在伤口，食材清洗

不当等引入致病菌与污染物 

烟熏、腌制、油炸、烘烤等操作不当引入苯并芘、杂环胺类等有害物质。河豚、竹笋、蓖麻籽、四季豆等本土食

材未能正确加工和处理，造成食物中毒 

杀菌公式不合理，速冻工艺不成熟，全程冷链未落实，导致预制菜残留致病菌，造成安全问题 

预制菜生产加工

阶段 

预制菜包装中使用的塑化剂、润滑剂、防结块剂、色素油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不耐热，引入有害物质 

货架期内存放方式不当，如未明显区分冷藏冷冻、未标明保质期、未关注特殊储藏条件等，造成变质 
包装与销售阶段

烹饪预制菜方式不当（如加热不足、连带不耐热包装一同加热、烹饪过程不注意卫生等）引入有害物质 消费者烹饪过程

 

由于饮食文化、科普认知以及对食品工业中

添加剂的抵触心理等原因，民众对预制菜的接受

程度低，这是制约预制菜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方

面。“预制菜”热不热根本上取决于群众“爱不爱”，

但是当前消费者对于预制菜喜好度有限，这种情

况下，餐饮业使用预制菜而不告知更可能会引发

个人消费者群体的不满情绪，带来行业的信任危

机，不利于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一方面，预制

菜推行的一大阻力在于我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饮

食观念。我国民众长期以来都有着自主烹饪习惯，

强调食材和配料的充分配合，将菜肴视为生活的

享受。而西方烹饪方式较为简单，强调通过营养

学搭配确保身体健康[15]。这就让用工业化、标准

化预制菜这一手段满足国人需求显得更加困难，

预制化餐桌的普及难度高于国外；另一方面，我

国消费者对于工业化菜肴有着一定的顾虑，对于

食品添加剂也存在着一定的抵触心理。对预制菜

制作流程不了解的消费者甚至会将预制菜当作

“剩菜”，把预制菜与“不健康”和“不美味”画

上等号。因此，预制菜的推广仍有赖进一步的科

普和消费者长期的观念转变。 

3.3  国内预制菜发展的独特优势 

一是预制菜有着广阔的海外市场。一方面，

海外华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全球华人华侨约 6 000

万，中式预制菜出口市场十分广阔[16]；另一方面，

近年来中华美食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力度不断增

强，每一道中国菜背后都有着其独特的故事和渊

源，具备特有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生活

价值，丰富多彩的中华美食文化传播方式有利于

富有中国特色的预制菜远销海外。 

二是中国本土菜系种类丰富，相对于汉堡、

披萨等传统预制食品具有明显的差异化优势。目

前欧美主流的高热量预制食品往往会增加肥胖、

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中国本土菜系食材来源

广泛，自古便讲求“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菜

为充、五果为助”的膳食搭配，更为符合当今的

主流健康观念。并且，中国本土菜肴种类较多，

八大菜系各有千秋，为预制菜的开发提供了取之

不尽的创意来源，有利于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3.4  国内预制菜发展趋势展望 

一是科技创新将越来越成为产业提升的关

键。预制菜研发也将逐步从“小锅变大锅”转向

菜肴风味形成的机制探究，更加重视预制菜色、

香、味的还原度，让预制菜从方便性向美味性转

变，开启更多菜系的“预制大门”。数字化、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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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也将助力落实全过程监管与溯源，逐渐消

除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让“明厨亮灶”

成为主流。 

二是预制菜相关产业将呈现集中化趋势。预

制菜出现的初衷在于实现餐饮业的降本增效，创

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节省更多生产时间。因此，

为进一步贯彻降低成本和节约时间的理念，预制

菜产业的上下游资源整合是必然趋势。《通知》中

明确指出，支持地方推进预制菜产业集聚区建设，

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效应。在

集中化过程中，头部企业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将逐步显现。赛迪顾问消费

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 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

研究》显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产值超过百亿

的预制菜基地达到 17 家。各地产业园集群化建设

热度仍在继续提高，如河南建设了国内首家预制菜

全产业链工业园、重庆梁平着力建设中国西部预制

菜之都、湖南浏阳启动建设了首个湘菜预制菜产业

园等。 

三是预制菜的细分赛道将会不断涌现。随着

预制菜接受度的不断提高和相关技术的不断突

破，其适用领域也会向多元化转变，针对特定场

景、特定人群的预制菜产品将会相继出现。与其

他热点产业相似，预制菜产业也将会历经“蓝海

期”和行业过热带来的“红海期”，需要实时校准

行业风向标。企业通过挖掘不同产品优势、不同

饮食文化进行差异化竞争将成为预制菜市场的主

流趋势。 

4  基于社会共治的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的

策略建议 

要解决预制菜发展的特色难题，发挥预制菜

发展的特色优势，不能政府或企业“一头热”，也

不能消费“冷”而供给“热”。预制菜的诞生基于

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其高质量发展也要依靠

社会共治，多方协作。只有有机联动预制菜从监

管、研发、生产再到消费的各个环节，才能共同

炒香“中国特色”预制菜。基于此，笔者从社会

共治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民众层面，应提高法律意识与科学素养，正

确看待预制菜，培养对事件的理性辨别分析能力。

首先，在讨论预制菜相关信息时消费者应明辨是

非，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信息，做到不信谣，不

传谣。也可以积极借助自媒体、社交软件等分享

心得经验，助力推进食品安全全民科普活动，共

同提高全社会认知水平；其次，消费者在选购预

制菜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学会查看包装上的各类

标签，分辨产品是否符合相关标准，选购安全、

健康的预制菜品，尽量做到营养均衡，少吃高油、

高盐、高糖菜品。并区分冷藏和冷冻，不“妖魔化”

预制菜，合理存放预制菜，正确处理预制菜，科学

食用预制菜；最后，消费者应积极参与行业监管，

勇于举报不良产品和服务，并积极参与消费者权益

保护活动，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各项权益，提出

相关建议，共同推动预制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政府层面，应提高监管透明度，并发挥好对

于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各地政府应积

极听取消费者建议，针对群众呼声，应大力推动

建立和完善预制菜使用明示制度，推动预制菜行

业内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并通过数字赋能，加

速构建以消费者知情权为核心的预制菜产业数字

化平台，从而建立全产业链监管与溯源机制[17]。

同时，应注重打破信息不对等，完善预制菜相关

的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政府要

发挥市场引导作用，保持产业健康发展。预制菜

是热点产业，但过热和盲目的市场发展会带来一

系列问题，在未来易出现同质化竞争加剧、低质

量产品涌入、行业发展畸形等现象。各地政府可

设立市场许可和准入制度，适当控制市场规模，

做好趋势引导，防止过度竞争和劣质产品的涌入，

切忌“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各地应积极制定产

业发展规划，明确预制菜行业的发展方向、技术

创新和市场定位，以前瞻性视角鼓励企业走向高

质量、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院校层面，应加快保鲜技术与预制菜加工工

艺研发，推进成果在预制菜产业方面的转化和应

用，帮助“预制菜”塑造“鲜制菜”的色香味。

首先，可鼓励高等教育机构与预制菜企业合作，

共同培养预制菜产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实现“三

位一体，产教融合”。也可设立相应的“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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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用于预制菜产业工艺探究与产品开发，

既要注重基础研究，探究菜品风味、质构形成和

变化的机理，更要注重建立科技创新与应用机制。

实现“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技术应用、成果推

广”全过程无缝衔接，做到知行合一[18]；其次，

预制菜发展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农业生产、物流运

输、营销推广、食品加工以及数字化与智能化等

方面技术水平的共同提高。应强化全局观念，加

强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全过程联合科研攻关，

加强预制菜产业人才引进培养，打造一批不同领

域交叉复合的高层次预制菜行业人才，从不同环

节提高预制菜产业的科技水平；最后，可鼓励高

水平高校在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下设置预制菜

相关方向，开设面向预制菜产业的培养课程并制

定符合面向未来预制菜发展方向的培养计划[19]。

高职院校等也可开设预制菜专项培训班，并逐步

建立预制菜工作技能评价体系，进一步壮大预制

菜产业人才队伍。 

媒体层面，应积极参与全民科普活动，帮助

提高民众对食品工业的科学认知。一方面，社会

媒体作为大众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在预制菜方

面的言论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体人应主

动承担起传播真实信息，拒绝“带节奏，博眼球”

的行为，维护网络环境清朗的社会责任。同时，

积极科普食品基础知识，起到消费者教育作用。

例如，食品添加剂不等于非法添加物，工业化产

品也不等于不安全和不健康。广大媒体工作者应

引导大众合理看待、科学购买、正确食用预制菜，

促进全民理性讨论，扫除预制菜发展舆论障碍；

另一方面，预制菜不仅是食品，也是宝贵的饮食

文化财富。为提高消费者好感度，社会媒体可以

借助美食文化，推广地标食材和特色美食[20]；科

普预制菜行业的科技研发进展，发布权威的产业

动态、监管政策和相关新闻，帮助消费者更好地

了解预制菜的实际情况；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对不合格、以次充好的预制菜乱象予以曝光，助

力加强行业自律，并参与推广优质预制菜品牌。 

企业层面，应增强创新能力，提高预制菜行

业核心竞争力，并致力于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应

用场景。一方面，企业要注重要重视技术创新，

培育核心竞争力，优化发展理念，力求突破同质

化，变模仿为创新，变抄袭为超越，将提高产品

品质作为自身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手段。同时，企

业要做好消费者科普，以简易的描述说明产品的

营养价值和生产过程，提高品牌美誉度；另一方

面，企业要挖掘并逐渐转向预制菜的细分赛道，

在传统预制菜产业由“蓝海期”转变为“红海期”

之前，根植用户需求，依托自身优势，开发出特

定用途的预制菜产品。例如，根据我国社会老龄

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基本国情开发针对中老年群

体的“养生预制菜”[21]。或是针对不同场景开发

旅行预制菜、清真预制菜、素食预制菜等等，从

而形成自身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不断创造新的“蓝

海市场”，减少同质化竞争和“打价格战”的现象，

推动全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5  结论 

我国预制菜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预制

食品长期的发展经验可为我国预制菜产业发展提

供一定的借鉴。然而，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

异与社会差异决定了国外经验只可参考，不可照

搬。我国预制菜产业发展仍需要大量的学习和探

索。预制菜的生产过程牵扯方方面面，其面临的

发展瓶颈亦涉及各个环节，人民群众是否认可更

是决定全产业能否蓬勃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

要让预制菜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有赖

于政府和相关从业者的长期的努力以及消费者的

选择和支持。唯有让预制菜的蓬勃真正成为国民的

共同愿望，才能实现预制菜产业真正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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