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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预制菜产业集群、
培育壮大预制菜龙头企业、
支持仓储冷链建设、搭建预制
菜公共服务平台、构建预制菜
品牌营销渠道、建立预制菜产
业保障制度……”11月14日，
福建省商务厅等9部门印发

《加快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措施》的通知（简称《措
施》），共 21 条。《措施》按照

“做强闽菜大产业、畅通闽菜
大物流、建设闽菜大市场、服
务闽菜大民生，打造闽菜产
业全链条”总体要求，提出到
2025年，建设30个现代农业
产业园、20个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多方位促进预制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

百度指数显示，2022年
预制菜相关搜索同比上涨
877%，其中“95后”群体搜索
占比超三成。2022 年上半
年，京东预制菜成交额同比
增长170%。在美团买菜、叮
咚买菜等电商平台上，预制
菜已经在商品分类中单列出
来。

多地政府积极推动产业
发展。今年以来，广东、山东
等地出台支持预制菜产业发
展政策。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
勇表示，目前对于预制菜还
没有一个公认、统一的定
义。业内普遍认为，预制菜
是经预加工或预烹调制成，
并进行预包装的成品或半成
品菜肴。

按照中国烹饪协会等

单位发布的团体标准，预
制菜为以一种或多种农产
品为主要原料，运用标准
化流水作业，经预加工、
预烹调等制成，并进行预
包 装 的 成 品 或 半 成 品 菜
肴。

售卖给个人消费者的预
制菜，只需简单加热或加工
即可上桌，且菜品中包含一
些难做的“大菜”“硬菜”，在
年轻人中颇受欢迎。多家电
商平台的数据显示，预制菜
日常销量不断走高，节假日
销量则成倍增加，如美团买
菜中秋节期间预制菜销量环
比增长50%。

不过，除了越来越多走
入家庭，事实上，预制菜重要
的销售对象其实是餐饮企
业。

我省将打造20个预制菜产业集群
到2025年，建设3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多方位促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热点透视

预制菜逐渐占据餐桌“C位”

促进预制菜网络销
售。对利用电子商务第三
方平台、自营平台，实现福
建预制菜年网络零售额超
过 1 亿元的企业，择优给
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支
持预制菜企业对接阿里巴
巴、京东、抖音等知名平
台，提升网络推广力度。

依托“全闽乐购”、一二
三三供应链、元洪在线等平
台和福州渔博会、菌博会、
福品博览会等展会，举办形
式多样的线上线下预制菜
促销活动。支持开展预制
菜企业供需对接会，集成推
介八闽华侨美食文化，构建

“福建省华侨美食风情文化
节”特色美食展销节庆活
动。依托重点侨乡和华侨

农场，兼容中外餐饮文化及
华侨风情元素，生成推广一
系列以国别地区为鲜明标
签且富含“侨韵侨味”的特
色预制美食。多形式全方
位推广预制菜。

《措施》中还提出，严
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按照标准体
系打造预制菜。食品添加
剂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规定使用。明
确食材全流程可回溯，保
障冷链物流运输。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组织有资质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抽
检，提高预制菜食品安全
保障水平。预制菜食品安
全 抽 检 合 格 率 稳 定 在
98.5%以上。

《措施》中提出，将实施
区域差异化策略。充分发
挥福建海洋经济优势，在福
州马尾、连江、福清，漳州东
山、诏安，宁德蕉城、霞浦、
福鼎，莆田涵江，平潭等地
发展以水产品为重点的预
制菜产业基地；发挥福建省
食品加工业的产业链优势，
在厦门同安、南平光泽、泉
州晋江、漳州台商投资区、

龙岩新罗及长汀产业园等
地发展以肉产品为重点的
预制菜产业基地；发挥福建
省森林资源大省优势，在莆
田、漳州、南平、三明、龙岩
建立发展以蔬果净菜为重
点的预制菜产业基地。

企业培育方面将在生
产、冷链、仓储、流通、营销
等环节培育我省预制菜龙
头企业。培育一批跨区域

的预制菜仓储冷链物流龙
头企业。支持认定一批从
事预制菜农业产业化省级
以上龙头企业。培育“+旅
游”新业态，鼓励龙头企业
建设集生产、加工、科研、商
贸、旅游、文化于一体的预
制菜文化产业园、观光车
间、观光工厂等，开展工业、
农业旅游。

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

体建设贮藏库、冷库、清洗、
分拣、包装等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提升农产品产
地初加工能力水平。引导
仓储冷链物流企业与预制
菜生产企业对接，建设预制
菜从田头到餐桌消费的全
程闭环供应模式。到 2025
年，建设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设施 150个，多方面提升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能力。

确保食材全流程可回溯
网售超亿元最高奖50万

依山傍水山海通吃，建设预制菜产业基地

“30分钟一桌菜”“人人轻松当大厨”……如今，手
抓牛大骨、孜然羊排等预制菜逐渐占据消费者餐桌“C
位”，成为餐饮业消费亮点。农业农村部表示，预制菜
消费需求旺盛，产业加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9月下
旬，国内预制菜相关企业达6.5万家。2022年以来，新
增预制菜相关企业1400多家。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近年来，预制菜年产值
保持 20%高增长率，已培
育超过 500家与预制菜产
业相关的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超百亿的超过 15 家。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34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8%。预计未来将保持
较高的增长速度，2026 年
或将超过1万亿元。

广州酒家、眉州东坡
等品牌餐饮企业陆续推出
预制菜单品，味知香等专
业预制菜企业加大产品研
发，农牧水产企业、零售平
台等纷纷入局。

今年，一些地方出台
政策，大力推动预制菜产
业发展。

目前，地方以及餐饮
行业也发布多个预制菜相
关规范和标准。江苏省餐

饮行业协会发布《预制菜
点质量评价规范》团体标
准；中国烹饪协会发布《预
制菜》团体标准；中国饭店
协会发布《预制菜产品分
类及评价》《预制菜质量管
理规范》两项团体标准。

金勇表示，预制菜产
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品牌化
发展，应加快国家标准建
设，明确预制菜定义和分
类，提高预制菜准入门槛

和产品品质，构建包括原
材料、储存、运输等在内的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
务所主任高明芹建议，相
关部门应对预制菜原料、
加工工艺、包装、标识、储
存、冷链运输、微生物指
标、添加剂指标、农药残留
指标等作出统一规定，引
导预制菜生产进一步规范
化、标准化。

“预制菜省去了原料
采购、初加工等环节，有
助于提升出餐率和翻台
率，也减少了顾客的等待
时间。”一位餐饮从业人
员表示，用预制菜可以降
低整体成本。因为预制菜
有标准化、易复制等特
点，可以保证菜肴的口味
一致性。

一些专家认为，传统
中餐的制作过程强调厨师
作用，主厨的水准、状态决

定一家餐厅菜品的质量。
预制菜中央厨房的出现，
可以减少菜品中人为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实现大规
模生产。

与此同时，对于预制
菜进入餐厅堂食、外卖，存
在不同看法甚至争议。日
前，中消协发布《2022年上
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
诉情况分析》，预制菜菜品
标识不详细，外卖、堂食中
使用预制菜未告知等成为

投诉热点。
多个网络调查显示，

大部分受访者不知道点餐
吃的可能是预制菜，多数
受访者不愿意在外卖和餐
厅里吃预制菜，绝大多数
受访者认为商家如使用预
制菜应在消费者点餐前告
知。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表示，无论堂
食还是外卖，经营者有责

任、有义务提前告知消费
者菜品是预制菜还是现
场做。

随着预制菜产业快速
发展，预制菜的生产、安全
以及管理等问题也广受关
注。江苏省消保委今年 2
月发布的《预制菜消费调
查报告》显示，目前预制菜
市场存在质量参差不齐、
口味有待提升、标识信息
标注不全、种类形式单一、
物流配送不规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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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越来越“热”

预制菜进入餐厅和外卖引争议

完善标准促进预制菜健康发展

福州已有专卖店线上线下销售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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