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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若一

什么是预制菜？预制菜产业如何健康发

展？如今，上述问题有了官方答案。

3月 2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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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首次在

国家层面上，对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进行了

明确，并从标准体系建设、食品安全监管和推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出要求，预制菜

产业规范化发展的进程正在加速。

近年来，预制菜产业呈现出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的特点，前景被多方看好。但在产业

发展过程中，预制菜也面临着范围泛化、标准

不统一、产业政策扶持范围不一致、群众忧虑

预制菜添加防腐剂等问题，监管工作面临着

新挑战。

“《通知》对预制菜行业来说，将是一次重

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创新

团队首席科学家张春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通知》确定了预制菜的

内涵和外延，从定义上将它的“原点”和“半

径”作了切分，为下一步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产

业的界限，将切实服务、规范和引导预制菜行

业的健康发展。

政府首次为预制菜下定义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知》最大的亮点就

是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

《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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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制菜的范围应当兼具预制化和菜肴

的特征。”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在回

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净

菜类食品、主食类食品、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

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

（水果）沙拉等凉拌菜，均不属于预制菜。

在张春晖看来，明确预制菜定义和范围，

为产业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性的定义。他指

出，只有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才能制定下一

步的分类术语、加工技术规程规范，以及产品

标准和质量安全标准等系列配套的相关标准

体系，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营造良好产业发

展环境。

其实，在《通知》发布之前，行业内对于预

制菜的标准定义莫衷一是。根据中国烹饪协

会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参与起草、并于 2022年
发布的预制菜团体标准，将预制菜分为即食

（如八宝粥、即食罐头）、即热（如速冻汤圆、自

热火锅）、即烹（须加热烹饪的半成品菜肴）、

即配（如免洗免切的净菜）四大类。

显然，官方定义的预制菜要比上述团体

标准中所说的预制菜在概念上缩窄很多，尤

其是即食和即配两类食品被排除在预制菜范

围之外。

“这其实是以‘掐头去尾’的方式，对预制

菜产业做了一道‘减法’。”张春晖对记者说，

这里的“头”指的是净菜类食品、中央厨房制

作的菜肴，“尾”则是主食类食品。近年来，火

爆的国内预制菜市场吸引了众多入局者，部

分商家打着预制菜的旗号蹭流量，扰乱了市

场。“《通知》将上述食品与预制菜产业进行了

非常明晰的边界划分，消除了大众的疑虑，同

时也有助于防范‘预制菜是个筐，什么都能往

里装’带来的诸多问题。”

以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为例，张春晖表

示，中央厨房遵循许可审查规范总体要求，本

就不属于预制菜的范畴。目前，连锁餐饮企业

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其自行制作并向自

有门店配送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都应当

符合餐饮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中央厨房的典型例子就是做团餐，这不

能向第三方销售。”张春晖指出，中央厨房制

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既考虑到了行

业现实，同时也提高了行业门槛。餐饮企业的

中央厨房产品如果要进入市场流通，就必须

办理食品生产许可。

让消费者不再谈“预”色变

“预制菜市场是否能发展壮大，还要看消

费者的接受度。”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看来，《通知》的出

台，将更有效地保障消费者吃得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的很多内容都

在回应消费者的关切。谈“预”色变则是当下

预制菜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消费者对

预制菜的担忧，集中在产品是否含有添加剂

等食品安全问题上。

对此，《通知》明确，预制菜中“不添加防

腐剂”，同时要加强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管控，

严把原料质量关，依法查验食用农产品原料

的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严

格食品添加剂使用”。

“这及时地回应了大众对预制菜添加防

腐剂问题的关切。”张春晖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我国的食品类别可划分

为普通食品与特殊食品两大类。对于普通食

品，可以按照相关的标准要求，使用防腐、保

鲜、抗氧化等添加剂。

“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代表着预制

菜虽然是普通食品，但对食品安全要求更高、

更严。”张春晖认为，这项规定在给预制菜行

业做“减法”的同时又做了一道“加法”，“对预

制菜的加工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朱毅看来，添加防腐剂只是保证预制

菜品质的手段之一，“食品安全与添加防腐剂不

是二选一”。她介绍，现有其他食品工艺，足以为

预制菜品安全保驾护航，比如速冻和全程冷链，

以及包装技术的升级迭代。

除了添加防腐剂，很多消费者担心可能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吃到了预制菜。人民网研究院

于 2023年发布的《预制菜行业发展报告》显示，

当前我国预制菜最大的需求来自餐饮行业，有

85%以上的预制菜产品销售至 B端（企业用户，

如连锁餐厅、菜品批发市场、乡厨、酒店）。堂食

和外卖是预制菜的主要应用场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通知》也

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要求“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

用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要让消费者吃得明白，让他们在充分知情

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消除消费者对预制菜的顾虑，一方面要保证

菜品的质量和安全，另一方面也要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增加消费透明度。

在陈音江看来，预制菜被大众质疑，部分原

因是有的商家不作说明，便将预制菜当作现制

菜来卖，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

果能够在餐饮环节提前明示，增加消费信息透

明度，让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选择，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预制菜在消费者心目

中的印象。”

此前，江苏省消保委就曾呼吁餐饮企业和

商家主动清晰公示使用菜品的来源、是否为预

制菜等。此次发布的《通知》，在“餐饮环节明示

预制菜”上给全国各地提供了统一参考。但关于

具体如何推进上述工作，暂未作出说明。

在张春晖看来，六部门以《通知》形式要求

在消费端对预制菜进行明示与告知，但在具体

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出台相应的配套细则，并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团体的作用。“‘明示’是一个

复杂体系，它不单是‘是’和‘不是’的关系。”张

春晖说，“餐饮环节明示预制菜”还有一些具体

问题，比如对于多食材菜肴，如果其中有一种或

几种食材是预制的，是明示整个产品还是明示

单个食材，还需要商榷。

在规范中发展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发展

预制菜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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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5亿元，同比增长 23.1%，预计到 2026年有望

超过 10720亿元。

预制菜行业日渐火热，但还缺少国家标准

等一系列配套政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

国内预制菜行业相关标准多以团体标准、地方

标准为主，统一的国家标准尚待补充。有媒体曾

经做过统计，现存有效的经地方政府、行业组织

发布的预制菜团体标准、地方标准有 164个，加

上一些企业标准，总数超 190个。

对此，《通知》明确，要研究制定预制菜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统筹制定严谨、统一的覆盖预制

菜生产加工、冷藏冷冻和冷链物流等环节的标

准，明确规范预制菜食品安全要求。

“国家标准为监管部门提供监管执法依据，

也为经营者划定了合规生产经营红线，还为消

费者依法维权提供了有力保障。”陈音江表示，以

前预制菜的概念不够明确，制定统一国家标准也

比较困难，随着有关规则制度的完善，预制菜的

概念和范围也越来越明确，这为制定预制菜国家

标准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会。

据记者了解，预制菜国家标准报送稿已经完

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参与了本

次预制菜国家标准体系的构建及相关标准制订。

“国家标准一定是和《通知》相契合的。”张

春晖说，后续出台的国家标准一定会以《通知》

中的定义为基本遵循和依据。

不少接受采访的行业专家表示，《通知》进

一步提高了预制菜行业的门槛。朱毅对记者说，

短期内，某些习惯于用化学防腐剂的预制菜企

业的生产成本可能会增加，但从长期来看，这是

一次优胜劣汰的过程，将促进预制菜行业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

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以预制菜

“不添加防腐剂”为例说，这项规定实质上在行

业内形成了一道专业技术壁垒，很多不掌握更

先进食品防腐保鲜技术的预制菜生产商，可能

会寻求技术上的转型升级，或者直接被市场淘

汰，“想要加入预制菜的赛道，就必须掌握相应

的技术能力。”

“《通知》里的‘一加一减’，对于产业的技术

提升和工厂的管理水平提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张春晖表示，在产业重构的过程中，技术水

平高、生产规范、管理严格的企业优势会更加突

出，这有利于产业头部企业的崛起，更有利于技术

水平比较高的企业在市场上赢得更多主动。

对于行业的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通知》

也明确提出，要鼓励预制菜企业联合科研单位

开展气调保鲜、精准保鲜与品质调控等关键共

性技术研究，着力解决风味衰减难题。此外，

《通知》 还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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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春晖看来，建设产业集聚区，更有利

于发挥预制菜一二三产业联动的特点，形成产

业集群优势，形成供应链上下游的管理，构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生态。同时，

产业集聚区更容易形成品牌价值和产业价值。

“尤其对于一些县域、市域或省级产业园

区，它们可以打造‘老家味道’，形成地方特

色品牌。”张春晖认为，产业集聚区在围绕产

业链布局创新链、打造价值链方面，将会有很

大帮助。

预制菜有了官方定义 产业发展走向规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魏其濛

走向破产的小微企业就没救了吗？法院如何

通过司法途径帮企业脱困？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浦东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 两家法院了解到，

当前，在破产案件审理中，法院均秉持着“积极

拯救危困企业”的原则，小微企业主们也付出努

力，能经营下去的，尽量“不破产”。

贷款只是暂时还不上，为啥要
急着破产

上海浦东的 M 桃业合作社和 M 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都是老板姚某开的。两家合作社原本生意

兴隆，以浦东特色的水蜜桃、翠冠梨等水果、蔬

菜种植为主营业务。

东西卖得好，姚某就想着再做些扩张，多购

入一些农业设施、再多租上一些土地，把产业

做大、做强。为此，他向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贷

款发展。

2020 年开始，合作社的水果、蔬菜种植陷

入困境，特别是 2022 年后，合作社无法开展蔬

菜种植及果树日常养护、授粉、嫁接、施肥等培

育工作，严重影响果蔬产量与质量，进而导致资

金链断裂，陷入偿债危机。

2023年 7月，前述小额贷款公司向浦东法院

申请将 M 桃业合作社、M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进

行破产清算，以偿还 350万元贷款。

但实际上，从 2023 年下半年开始，合作社

的生意有了明显的反弹。两家合作社名下无固定

资产，其 300亩种植用地是向村集体租借的，土

地上种植的果蔬七八月份正好即将成熟上市，预

计能产生 30 万元的收入。这种时候，进入破产

清算，老板姚某不甘心，债权人小额贷款公司实

际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浦东法院办案法官告诉记者，姚某表达了强

烈的继续经营的愿望，且其合作社已有相当规模

和较为固定的客户群体，“他有信心、有能力弥

补前期遭受的损失，但需要偿债宽限期”。

实际上，M 合作社即便进入破产程序，其

“资产”果树也变现困难，不懂种植的小额贷款

公司一方面管不了 300亩地的养护，另一方面也

没有渠道销售果蔬。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

方达成和解，债权人收到首期 27 万元还款后当

即撤回破产清算申请。

“专精特新”企业从破产到重整

农业企业有困难要克服，从事生物医药生产

与研发的“专精特新”企业也会遇到困难。

一家设立于 2005 年从事生物医药生产与研

发的企业，曾获得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认证。该公司由于为关联企业提供多笔担保而引发数起破产清算诉

讼，债务逾 25亿元。公司名下有 10余幢厂房，以及肿瘤早期筛查和

诊断抗体芯片试剂盒等几十项专利，资产评估价值 2.45亿元，产品仍

具有市场价值和一定商誉。

依债权人的申请，上海三中院裁定受理该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

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审理中法庭发现，该公司欠付近百名职工工资 900多万元，社保

及公积金也没有按时缴纳，造成职工就医住院成本增加，职工子女入

学也受到影响，部分职工购房办理贷款遇阻，职工情绪极不稳定，种

种民生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

但该公司部分物业仍有每季度租金收入逾百万元。因此，破产管

理人制定提前清偿职工债权方案，收取租金优先支付被拖欠的社保、

公积金以及职工部分工资。

在法官的建议下，前述案件由原本的破产清算转为重整案件。破

产管理人启动重整程序，经公开招募，一家从事生物医药的同行业上

市公司成为重整投资人，重整计划草案将涉案公司厂房与配套办公设

备以及无形资产等整体出售给投资人新设立的公司，以出售所得价款

2.45亿元清偿债务。

上海三中院副院长俞秋玮介绍，“破产转重组”既保存了生物医

药资产的营运价值，又能在不影响担保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及时先

行解决欠薪问题，保存了科技类小微企业的价值。

用未来经营收入偿债，酒店的运营价值保住了

受新冠疫情影响，设立于 2018年的某酒店管理公司在 2020年陷

入经营困境。

2015年至 2019年期间，这家公司与上百户小业主签署了长期租

赁协议。由于酒店经营困难，小业主们未能如期收到租金，诉至法院

且强制执行无果后，对酒店申请破产清算。

经调查，酒店对外欠付小业主的租金总额近 500万元，除拥有商

铺物业运营权外，无其他可变价资产。酒店一旦宣告破产，上百户小

业主与之签署的租赁合同就无法继续履行，投入物业的改造和装修费

也相当于打了水漂。而实际上，这家酒店仍有经营价值，实际运营方

也愿意继续承租经营酒店。于是，法院和破产管理人积极引导各方和

解，和解协议草案约定继续履行与小业主长租协议以及与酒店实际经

营方租赁合同，以酒店未来租金收入清偿债务。

2023年 5月，该案件转入和解程序。经进一步商谈，股东还同意

对酒店以未来经营收入仍无法清偿的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按照和

解协议草案，普通债权清偿率可提升至 100%。最终，经债权人会议

表决，和解协议草案高票通过。

俞秋玮介绍说，得益于破产法和解制度，上百户小业主租赁合

同得以继续履行，既保存了酒店的运营价值，又避免了前期精装修

投入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归零，大幅提升了清偿率，维护了全体债权

人利益。

甘肃天水麻辣烫走红带火“甘味”土特产
3月 17日，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一家辣椒加工企业内，工作人员用传统

石碾制作辣椒面。近日，天水麻辣烫火爆出圈，带火甘谷辣椒、定西宽粉、花椒

等甘肃本地优质农产品。 中新社记者 九美旦增/摄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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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剂”，这实质上在行业内形成了一道专业技术壁垒，很多不掌握更先进食品防腐保鲜
技术的预制菜生产商，可能会寻求技术上的转型升级，或者直接被市场淘汰，“想要加入预制菜的赛道，就必须
掌握相应的技术能力。”

3月 17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二届中国国际（佛山）预制菜产业大会在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视觉中国供图

3月 17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二届中国国际（佛山）预制菜产业大会在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