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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根据预制程度共分为 4 个品类，分别为即食预制菜，如卤味等开盖即食；即热预制菜，

在微波炉、空气炸锅或煤气灶上加热几分钟后食用；即烹预制菜，需要根据生肉、料理包和菜包再

烹饪食用；即配预制菜，则是已经洗好、切好的菜，如蔬菜包，可即食也可当配菜下锅后食用。

可以看出，预制菜产业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美食的多元需求，也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发展，成为农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农民“接二连三”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发挥重要作用。业内普遍认为，2023 年，中央政策端将继续为预制菜产业发展注入

“强心剂”。各地也将迎来预制菜“政策潮”“标准潮”，持续加码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

随着预制菜近年来的逐渐走俏，舆论场中关于预制菜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相较于预制菜在 B

端的逐渐成熟和大规模应用，C 端市场的消费争议不断，仍需进行预制菜市场培育。相关研究报告

指出，目前，除了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影响消费者对预制菜观感和评价的负面因素还包括预制菜

的口味复原程度低、菜品种类单一、标识信息不详、性价比不高等。

虽然预制菜的发展前景非常可观，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认知偏差：即“预制

菜 = 不健康”，所以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传播消费知识，宣传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进行正确的、

健康的消费理念还需要业界共同努力。

预制菜作为食品加工业的延伸，并不算是多新鲜的事物，目前不存在太大的技术壁垒和难度，

反而最需要解决的是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认知差异。

部分新晋企业更多倾向于关注渠道和营销，导致产销不匹配，有渠道但面临高昂的上游成本，

甚至是种植养殖端的不可控和难追溯等，这也是预制菜行业的一大痛点。所以预制菜产业的标准

化，要从根上做起，系统谋划，要从种植标准化开始，包括种植当中的水、肥、种子等，再到收、

储、运、管的过程也要标准化，以及物流、加工、渠道等，这些都是系统的重要环节。只有做到全

供应链的标准化，才能够实现整个行业规模化、专业化的腾飞。无论是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还是全产

业链标准化，以及舆论场的正向引导，都是中国优农协会预制菜分会成立后的应有之义，是需要下

大力气攻坚的行业痛点。

打破偏见 预制菜需要全产业链加码标准化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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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Special Focus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成立
预制菜分会
文︱杨雪

7 月 11 日，由人民网、中国优质

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等

支持，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重庆

日报、中国预制菜产业联盟主办的第

二届西部预制菜产业发展大会暨 2023

西部预制菜博览会在重庆市梁平区

开幕。会上，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

务协会预制菜分会宣布成立，并发布

“预制菜行业十大典型案例”。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副

会长王震在致辞中说，中国优质农产

品开发服务协会始终坚持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创新思维开拓产业布

局，推进品牌农业发展，服务农业全

产业链，培育安全优质农产品品牌，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探索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农业高质量发

展新路径，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做出积极贡

献。预制菜产业是农业、餐饮、食品

消费市场的新热点和国民经济的新增

长点。预制菜产业的迅速发展既是我

国居民消费升级、食品加工创新发展

的有力体现，又是现代农业持续高质

量发展的有力写照。今天，我们与重

庆市梁平区区委、区政府携手，在梁

平区成立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

会预制菜分会，希望预制菜分会的成

立能进一步促进预制菜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搭建全国预制菜产业平台，引

导创新资源聚集和产业生态互联，全

面提高全产业链质量管理水平，全面

推动生态行业标准化、产业化、规模

化的发展；打造产业资源高效利用发

展模式，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

力，服务全产业链，守护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我们将继续以实干的精

神、务实的作风，创新胆识、凝心聚

力，开辟新的赛道，以行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发

布“预制菜行业十大典型案例”，并

为典型案例企业颁发证书。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副会长王震 ( 右 ) 向预制菜分会负责人宁祎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