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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万亿元市场呼之欲出

在山东鲁丰集团生产车间，所

有预制菜生产线基本都满负荷生

产，炭烤鸡丸串、唐扬鸡块等产品源

源不断下线，既供国内也做出口。

“我们的预制菜涵盖禽肉、罐

头、调理、面食、冷冻果蔬、干果六大

系列，共 1000 多个品种。 ”鲁丰集团

副总经理云树杰说， 国内预制菜市

场前景广阔， 在出口与去年持平的

情况下， 今年前 4 个月整体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25%。 今年，鲁丰集团计

划投资 2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新上

一条冷冻面食生产线， 主打精深加

工和高端预制菜。

近年来， 像鲁丰集团这样加大

预制菜生产投入的企业越来越多。

随着预制菜受到市场青睐， 政策扶

持、资本入局，预制菜产业“一路高

歌”，各方闻风而动催生一片万亿级

蓝海。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 4196 亿元 ，

2026 年有望达到 10720 亿元。

在预制菜这条产业赛道上，集

结了来自农业、食品加工、餐饮、电

商、物流等多个领域的企业。 企查查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现存

预制菜相关企业 6.4 万家， 近 10 年

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增加， 其中

2020 年新增 1.26 万家。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 预制菜并

非新生事物，此前主要供应 B 端，近

年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不像一些

“网红” 产品突然爆红后迅速沉寂，

预制菜是个大的产业范畴， 市场需

求始终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和消费

升级，这种需求会加速释放。

标准体系缺失成制约因素

伴随着预制菜的火爆， 原材料

是否新鲜、添加剂是否超量、口味能

否复原等问题广受关注。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2022 年

中国预制菜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

告》，消费者认为预制菜行业需改进

的问题中， 排在前两位的是口味复

原程度和食品安全。 山东得利斯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思敏说， 当前

预制菜定义模糊， 处在餐饮和食品

行业的边界 ，门槛低 、可复制性强 ，

生产企业良莠不齐。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 全国预

制菜企业数量众多， 但缺少大型龙

头企业， 多数为作坊式生产加工，

“只见星星，未见月亮”，行业标准化

程度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只在低

端市场厮杀， 拼价格战， 缺乏中高

端、差异化、个性化的预制菜品类。

目前，标准体系缺失已经成为影

响预制菜发展的关键问题。 由于缺

乏统一执行标准， 市场上的预制菜

品质良莠不齐， 不同厂家生产的菜

品口味大相径庭， 催生了菜品质量

难保证、标识不详细、价格差异大等

诸多困扰行业发展的痛点。

以酸菜鱼为例， 有的厂家执行

动物性水产制品国家标准， 有的则

执行速冻调制食品标准。 笔者在济

南一家超市看到， 同一厂家的两款

口味的酸菜鱼执行标准也不一样。

执行标准不一，让消费者难以辨别。

“现在是‘千军万马搞肉串’，因

为肉串门槛低。 ”云树杰说，鲁丰集

团多年来一直从事熟肉制品生产销

售，目前行业恶性竞争较为突出，一

些不规范的小企业、 小作坊为节省

成本用料不讲究， 而相对应的正规

企业生产成本高， 价格竞争没有优

势。 山东某地农业部门的干部表示，

一些代加工企业未建立质量管理保

障体系，缺乏产品质量管理经验，生

产标准更新不及时。

“对于预制菜，消费者普遍关心

的是口味、 观感和营养能否达到有

机统一，这需要创新研发的支撑。 ”

在郑思敏看来， 要想在预制菜赛道

上行稳致远，最终比拼的是品牌、品

质和创新能力。

行业健康发展需加强引导

为引导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业

内人士呼吁， 尽快完善标准体系，明

确预制菜定义及范围， 对原材料、加

工工艺、储存、冷链运输等做出相应

规范。

明确预制菜概念和标准。山东省

诸城市畜牧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

陈振勇等人建议国家或行业层面尽

快规范预制菜概念 ， 从原料生产、

产品供应、 加工、 食品营养及功能

等方面建立国家、 行业、 地方、 企

业、 团体各级标准， 优化产业发展

环境。 山东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王玉琴建议， 政府部门

加大对预制菜市场监管力度， 加强

高风险食品的监督检查频次； 严厉

打击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

行为；加大违法处罚力度，淘汰不符

合生产条件的企业，维护良好的市场

经营秩序。

遏制盲目发展重复建设。业内人

士指出， 在市场需求与 政 策 推 动

下，一些地方盲目跟风上项目 ，造

成重复建设等问题 ， 影响预制菜

产业科学健康发展。 专家表示，既要

防止“一哄而上”， 造成市场供应规

模盲目增加，又要防止“泥沙俱下”，

上马一些规模小、管理差、技术水平

低的项目。

提高创新研发能力。预制菜发展

离不开先进技术支撑，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下创新研发是重要突破口。专家

认为，预制菜的品质和“冷、热”有直

接关系。 射频杀菌、预热锁鲜等一系

列技术，可大大提高预制菜的口味还

原度，要让先进食品技术加速从实验

室走向市场。

一些预制菜企业表示，预制菜行

业的竞争力还和品牌有很大关系，而

品牌建设需要长期投入和积淀。 目

前， 人才因素也限制了产业发展，开

设食品工程专业的多是重点高校，但

毕业生愿意从事食品行业的比较少。

他们期盼政府部门在冷链物流、研发

投入、品牌推广、人才引进等方面给

予帮扶。

（陈国峰）

预制菜产业“一路高歌”

标准体系亟待建立

同一品名的预制菜， 电商平台上不同品牌的价格相差数倍； 有的产品保质期只有几

天，有的却长达一年甚至更久；有的产品配料表中鲜有添加剂，有的多达几十种……近几

年，预制菜概念持续火热，成为产业资本竞相追逐的新赛道，但也存在着行业标准缺失等

问题。 要想让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成为百姓餐桌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权威发布

6 月 6 日，山西

省永济市韩阳镇辛

店村农民在抢收小

麦。 近日，永济市 53

万亩优质小麦陆续

进入收获期，为确保

夏粮应收快收、应收

尽收，该市积极组织

调 配 700 余 台 联 合

收割机，抢抓晴好天

气，全面展开夏收工

作， 确保颗粒归仓。

李向东 摄

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

文化和旅游部：

扎实推进文化和旅游

赋能乡村振兴

发挥文化建设培根铸魂作用、 把文化

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 创作推出一批乡

村振兴题材优秀作品……全国文化和旅游

赋能乡村振兴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 6 月 6

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召开 ，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针对下一步文化

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工作提出要求。

胡和平表示， 文化和旅游系统不断完

善制度体系，有效实施重大项目，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强化部门联动协作，在赋能乡村

振兴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会议强调，要着眼焕新乡村风貌，更好

发挥文化建设培根铸魂作用， 把文化元素

融入美丽乡村建设。 要着眼培育发展动能，

发挥文化赋能优势和旅游带动作用， 促进

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要着眼

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好利用好农业遗迹、传

统村落等乡村文化遗产资源， 提升农村非

遗保护传承水平。 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

作机制，完善支持举措，做好宣传引导，确

保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取得实实在在

的效果。

（刘佑民）

教育部：

坚持师德违规“零容忍”

坚决维护教师职业形象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强化师德学习教

育，坚持师德违规“零容忍”，将个别“害群之

马” 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 这是 6 月 6 日从

教育部召开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推进暨师

德集中学习教育启动部署会上传出的消息。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会议上表示，截

至目前，教育部已累计曝光 12 批 86 起违反

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典型案例。

教育部提出，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在师范生培养、 新教师入职教育和在职教

师轮训中， 把师德师风作为首要课程和必

修内容。 在各级各类教师管理中，将师德师

风作为教师招聘引进、 职称评审、 岗位聘

用、导师遴选、评优奖励、聘期考核、项目申

报等工作的首要要求。

同时，教育部还要求，坚决维护教师正

当权益，对不实举报和污名化等行为，将会

同相关部门坚决予以查处， 坚决维护教师

职业形象。

（杨湛菲）

海关总署：

前 5 个月

我国进出口增长 4.7%

������� �海关总署 6 月 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5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

值 16.77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同）增长

4.7%。 其中，出口 9.62 万亿元，增长 8.1%；

进口 7.15 万亿元， 增长 0.5% ； 贸易顺差

2.47 万亿元，扩大 38%。 按美元计价，今年

前 5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44 万亿美元，

下降 2.8%。 其中，出口 1.4 万亿美元，增长

0.3%；进口 1.04 万亿美元，下降 6.7%；贸易

顺差 3594.8 亿美元，扩大 27.8%。

今年 5 月份，我国进出口 3.45 万亿元，

增长 0.5%。 其中，出口 1.95 万亿元，下降

0.8%；进口 1.5 万亿元，增长 2.3%；贸易顺

差 4523.3 亿元，收窄 9.7%。 按美元计价，今

年 5 月份我国进出口 5011.9 亿美元， 下降

6.2%。 其中，出口 2835 亿美元，下降 7.5%；

进口 2176.9 亿美元，下降 4.5% ；贸易顺差

658.1 亿美元，收窄 16.1%。 （王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