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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加工基地，具有预制菜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产业基础。我省居民的

餐饮方式及消费理念也逐渐由消费型转向享受型，食品的安全、营养、健康成为人们对菜肴的主要需求，因此大力发展预

制菜产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我省的预制菜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如何高质量发展预制菜产业仍是一个新课题。本研究主

要阐述了吉林省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吉林省产业发展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为打造

“吉菜”特色预制菜品及吉林省预制菜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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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e-made
Food Industry
——Take Jili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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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innovation of food processing tech‐
nology, pre-made food, as the objective dema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times, have become an im‐
portant part of people′s daily catering consumption,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emerging industry, with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Jilin Province as an important commodity grain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province in
China, has a unique industri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made food industry. Residents in our prov‐
ince catering and consumption concept also gradually from consumption to enjoy, food safety, nutrition, health be‐
come the main demand for dishes, so developing prefabricated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ut the industry in
our province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how to rapid development of pre-made industry is still a new topic.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e-made food industry in Jilin Prov‐
inc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of Jilin Provi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reation of "Jilin" characteristic pre-made fo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Key words：Pre-made food; Jilin Provi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i cuisine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食品加工技

术的推陈出新，预制菜作为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

的客观需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餐饮消费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发展为一个新兴的产业，

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1]。吉林省作为中国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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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重要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农业基

础，近年来，在保证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依托畜禽

良种及特色资源优势，加快推进预制菜产业发展，有

效促进一二三产有机融合，提高农产品加值、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 [2]。目前，吉林省预制菜产业仍处

于发展阶段，预制菜品种单一、质量良莠不齐、不

具地域特色、品牌竞争力不足是制约我省预制菜

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2023年 2月 13日发布的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

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

李海燕等：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东北农业科学 2024，49（4）：57-61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24.04.011



58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9卷

业。这是预制菜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也预

示着预制菜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预制菜产

业将向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升

级 [3]。因此，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

推进全省预制菜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在系列菜

品研发、优质原料保障、仓储设施建设、产业平台搭

建、人才团队培育、品牌营销提升等方面加大工作

举措，提出壮大预制菜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预制菜

产业园、形成预制菜产业集聚效应的要求。

1 预制菜定义

预制菜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

为原料，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

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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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

餐宝典根据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者实际

购买水平、预制菜企业总量、网民关注度及政策

扶持力度四个维度对我国预制菜的发展水平进行

全面的参考和评价，产业指数满分为 100分 [5]。

从 2021年、2022年公布的预制菜产业指数可

以看出 (图 1)，广东省作为预制菜行业发展的头部

省份一直在预制菜产业领跑全国各省，两年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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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预制菜产业指数排行榜（2021年、2022年）

列中国预制菜行业指数榜首。广东省在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背景下，以拥抱国际市场、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为抓手，以特色农业和粤菜品牌优

势为依托，逐步扩大预制菜产业集群规模，打造

一批预制菜产业园并形成集聚效应，引领广东省

预制菜产业高速优质发展 [6]。于 2021年成立预制

菜产业联盟，广东省预制菜产业正式进军海外市

场，广东省站在了预制菜产业发展的风口，打响

了开局战，赢得了“开门红”。

我国五大券商公布的 A股板块统计数据显示

（图 2），预制菜板块共计有股票 68只，总市值达

1.16万亿元（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其中广东

省、山东省、江苏省所拥有的数量高达 28家，占据

整个板块总量的 41%，这也和上述三个省预制菜

产业发展基础、技术创新优势都有着直接的关

系。另外从各股所属行业细分可以看出，农副产

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是预制菜板块的支柱产

业，占整个板块总量的 55%（图 3）。山东省作为

预制菜产业发展的强省在两年的评比中均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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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市公司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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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山东省有着庞大的企业基础，在 A股预制菜

板块，山东省共有 9家上市企业，分别是主营业务为

渔业加工的好当家（600467）、ST东洋（002086），主
营业务为食品制造的双塔食品（002481）、日辰股份

（603755），主营业务为农副产品加工的龙大美食

（002726）、春雪食品（605567）、惠发食品（603536）、
得利斯（002330）、仙坛股份（002746）。

河南省作为我国食品加工业大省，也是农业

大省，发展预制菜产业优势明显。现河南省共有

预制菜板块上市企业 5家，分别是主营业务为食

品 制 造 的 三 全 食 品（0002216）、千 味 央 厨

（0001215）、仲景食品（300908），主营业务为农副

加工的双汇发展（000895），主营业务为畜牧加工

的华英农业（0002321）。作为老牌食品加工企业

的三全食品及双汇发展市值均在 100亿元以上，

双汇发展的总市值高达 855亿元。为加快预制菜

产业快速发展，2022年 10月 27日河南省出台了

《河南省加快预制菜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2-
2025年）》，明确了到 2025年河南省预制菜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将突破 1 000亿元，省级以上规模的

预制菜企业要突破 200家，力争再培育预制菜上

市企业 5家以上 [7]。

3 吉林省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存

在问题

3.1 吉林省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

吉林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预

制菜产业在原料供应、产业基础和市场容量上具

有独特优势，拥有黄松甸黑木耳、万昌大米、双阳

梅花鹿、东辽黑猪、长白山人参等多种具有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的特色农产品，为预制菜的生产提

供了充足且优质的原料供应。目前吉林省拥有预

制菜企业 100余家，多集中在长春、吉林、通化等提

地区。全省预制菜企业年产值达 55亿元，年产值超

千万元的企业有 25家，超亿元的有 7家。吉林省内

的预制菜生产企业普遍注重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通过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不断提高生

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一些企业还与科研机构合作，

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预制菜品，满足市场的多

元化需求。为满足行业发展需求，规范行业发展行

为，提升产业融合动力，加速推动全产业链条形成，

深入开展科企合作，组建长白山技能名师、中国烹饪

大师、省拔尖创新人才等研发团队，加快推进预制菜

产品研发及标准化体系建设，先后开发以主要粮食

作物为原料的预制菜及具有东北特色的预制菜肴，

研制的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吉”菜产品“酸菜扣肉”

荣获2023年第十一届中国食材电商节（武汉）金奖。

3.2 吉林省预制菜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2.1 与发达省市存在差距，产业小、散、乱现象

问题凸显

通过餐宝典对 2021年及 2022年预制菜产业

指数排行可以看出，在 31个省市自治区排行榜

里，吉林省平均排位 14，不论是排位还是产业指

数均与广东、山东、河南这些预制菜产业发展大

省存在一定的差距 [8]。通过对 A股上市的 68家
预制菜板块股票进行分析，共有 13个省市自治

区没有预制菜板块的上市企业，其中就包括吉

林省，这说明吉林省预制菜产业规模较小并且

没有龙头企业引领，在预制菜产业发展上严重

缺乏内生动力。预制菜产业虽然市场空间巨

大，但产业进入门槛较低，从传统农产品加工企

业转型的预制菜生产企业占比较大，造成产业

发展存在小、散、乱问题比较严重 [9]。

吉林省预制菜产业总体上仍以中小型企业

为主，市场集中度较低、地域特色不明显，大规

模的经营企业数量相对较少。预制菜生产主要

以原材料为依托，由于原料的价格优势及较低

的运输成本，加工企业往往将厂区建设在对应

的原料生产地，虽然在原料成本及短途运输上

具有优势，但考虑到预制菜产品往往需要通过

冷链销往到一、二线城市及大规模商超，交通的

不便及长距离的运输势必造成产品竞争力的下

降。由于加工企业的分散使得吉林省预制菜产

业无法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10]。

3.2.2 各产业链融合度较低，分散、分离、分裂问

题突出

预制菜产业将种植业、养殖业的产业链做到

图 3 不同产业占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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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延伸，通过对原材料的定向加工有效地提高

基础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而带动全产业链发展。

由于预制菜产业链条比较长，具有产业链薄、脆

的特点，尤其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就容易出现

产业链分散、产供销分离、产业价值分裂的现实

困境 [11]。作为产业上游的农产品生产环节投入成

本最大、风险最高、不稳定性最强，由于只是作为

原料供应环节，利润空间往往最低。中游的加工

环节，需要储备大量的原材料、包装材料及配套

制造设备，这就要求加工预先投入大量的资金与

设备，生产成本投入较高。而后端的销售环节利

润相对较高，由于订单式销售及网络销售模式的

兴起，销售端无需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货物储

备，更多的是代销的模式，故其经营风险小、利润

点稳定。这种分割不仅造成供应链的不稳定风

险，还带来产品品质的难以把控，更重要的是带

来产业价值分配的严重失衡，必然会造成整个产

业存在不稳定风险。

3.2.3 产业标准化程度低，品质难以保证

全面推进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是强化预制菜

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预制菜标准体系的不断完

善，有助于引领预制菜产业步入安全、健康的良性

发展轨道。通过对现行的预制菜类标准进行统计

分析，全国共发布预制菜类团体标准 118个（图 4），
企业标准 55项（图 5），其中以广东省为代表的预制

菜产业发展大省共计发布预制菜类团体标准 53
个，山东省发布了 26个预制菜类企业标准[12]。

吉林省的预制菜产业发展属于起步阶段，我

省自主制定的预制菜类团体标准、行业标准仍属

空白。标准化程度较低，造成我省预制菜产业产

品品质难以保证。尤其是预制菜加工原料多采取

市场化采购、订单式采购或农民合作社合作等方

式进行采购，品种来源、生产环境、生产技术等方

面无法实现标准化，必将造成预制菜生产原料品

质无法保证，而后端的食品加工制造，虽然一般

都是执行食品生产与卫生标准，保证了生产原料

供应的品质化，却无法保证生产成品的品质化 [13]。

3.2.4 技术研发与成果应用水平较低

就当前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看，整体科技研

发不足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预制菜

产业技术研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产品原材料

生产技术研发、菜品加工生产环节技术研发、冷

链和物流技术等环节的技术研发。造成产业技术

研发不足的原因，一是产业发展缺少龙头企业或

金融资本投资支撑，二是预制菜产业链条长、环

节多，单一产业企业无法进行全链条技术集成研

发应用，三是产业还处于初期低水平发展阶段，

各种科研机构研发水平与成果应用还处于初期阶

段。预制菜产业技术研发主要包括前端土壤修复

技术、生态饲料研发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业

生产与加工技术、生态种养技术、智能生产管理

技术等，食品加工环节技术包括营养搭配技术、菜

品开发研发、功能性食品研发技术、未来食品生产

技术等，市场销售消费环节包括消费者身体健康检

测分析技术、食品营养搭配技术、智能配送应用技

术、智慧化销售结算技术等。预制菜产业全套技术

的研发不足是产业科学发展的重大阻碍[14]。

3.3 吉林省预制菜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3.3.1 强化政策引领促进预制菜产业发展

应加快制定和出台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相关规划及措施，制定精准化的预制菜扶持政

策，重点培育成熟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发挥农业

和畜牧业大省的基础优势，以“千亿斤粮食”“千

万头肉牛”为依托，打造预制菜产业领军企业，加

快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市场化步伐，培强做大一

批专业化、智能化、集约化生产水平高的龙头企

业。支持预制菜加工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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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立产业联盟或集群，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

势，实现协同发展 [15]。

3.3.2 深化预制菜全产业链深度融合

融合式发展是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最终形态，

单就预制菜来说它属于食品加工产业，但如果从

全产业链角度分析，预制菜产业既有农业全产业

链的特点，同时具备餐饮食品全供应链的特征。

因此，“融合式”发展是预制菜产业发展的关键，

原料性食材的品质要求、深精加工的技术要求、冷

链运输的贮藏要求等，只有实现各环节的深度融合

才能实现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应搭建起政府提

供政策引导、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支撑、龙头企业提

供示范引领的“政-研-企”三位一体的预制菜产业

发展体系，将各链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3.3.3 加快推进生产全过程的标准体系建设

工业化的根本特征就是标准化，只有实现标

准化，才能实现工业化与规模化。标准化也是保

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是预制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预制菜的生产过程中涉及食材采购、加工、

包装等多个环节，若缺乏统一的标准，易造成食品安

全隐患。通过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和检测流程，可

以有效避免不合格产品的流入市场，确保消费者的

饮食安全。要依据不同预制菜类型制定原料生产

标准、产品供应标准、生产技术标准、贮藏运输标

准、营养功能标准等。全面的标准体系框架、完善

的标准技术规程、科学的标准技术参数是引领预制

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技术基础与先决保障[16]。

3.3.4 打造“吉菜”特色预制菜品牌

“吉菜”是根据吉林省特有的原料，运用独特

的烹饪工艺，经长期研制而形成的菜系，具有选

材广泛、制作考究、口味咸香的特点，深受我国北

方地区的消费者喜爱。吉林省应以发展预制菜为

契机，全力打造“吉菜”特色品牌，建设“吉菜”预制

菜门户网站，实施“吉菜”预制菜统一注册商标，发

展“吉菜”“吉商”“吉店”，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开

展营销活动。依托吉林省的特色农副产品，研发

“家鸡炖榛蘑”“山猪肉炖粉条”“渍菜火锅”等具有

“吉菜”特点的本地预制菜产品。创建营销新模式，

定期举办“吉菜”预制菜推广月活动。

4 结 语

通过对发达地区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吉林

省预制菜产业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吉林省预制菜产

业发展对策，以期促进吉林省预制菜产业与农村

一、二、三产业结合，推进吉林省预制菜标准化生

产，推动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饮食文化与生态

康养的深度融合，通过丰富乡村产业种类增加农副

产品附加值，促进餐饮服务业与农业联动发展[17]。

因此吉林省要立足本省预制菜产业的原料基础、产

业发展实际以及消费者的具体需求，科学研判、精

准定位，研制出具有吉林省地区特色的系列菜品。

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进而促进预制

菜产业科学、健康、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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