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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逐步加快，预制菜作为一种便捷的食品解决方案，给消费者提供显著的便利。然

而，预制菜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在资本过度追捧的背景之下，预制菜行业是否会陷

入同质化竞争与价格战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行业结构的不合理发展，已成为有待探讨的问题。本文通

过分析市场资源配置对预制菜发展的影响，探讨如何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进而引导资本

更加理性地推动预制菜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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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ace of life in modern society gradually accelerates, prepared dishes, as a convenient food 
solution, offer significant convenience to consumers. However, the prepared dishes industry has 
also revealed many problems and potential risk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these factors 
may pose challeng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but it also has certain shortcoming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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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pursuit, whether the prefabricated vegetable industry will fall into the competition of ho-
mogenization and price,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he distortion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deformed 
hair letter has become a problem to be explor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epared vegetables, and discusses how to realize a better combi-
nation of effective market and active government, and then guide the capital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repared vegetables industry in a more rational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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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资本的过度追捧，预制菜迅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以味知香、好得睐等为代表的专业派，以

盒马鲜生、永辉彩食鲜等为代表的零售派等企业纷纷盯上这一赛道。但火爆之下，预制菜的潜在风险也

不可忽视。 

2. 市场资源配置下预制菜肴现阶段的发展状况 

马克思在其经典性代表作《资本论》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经

济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源配置就是指生产要素资源的分配，即社会总劳动量的分配[1]。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国民食品饮食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正在由传统烹饪向快捷食品转变，包

括速食菜、料理包在内的预制菜因便利、快捷等特点，成为了餐饮界的新亮点。预制食品最早于上世纪

60 年代起源于美国；80~90 年代肯德基等快餐开始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三全公司生产的速冻汤圆等预

制食品在国内开始出现；预制菜[2]这一概念，是由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十九条“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继续支持创建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支持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建设。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

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

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

化水平。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3]预制菜的出现其实很早，只是我们很少对其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2.1. 预制菜的现状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制菜行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2023 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达到 5165
亿元，同比增长 23.1%，预计到 2026 年有望突破 10,720 亿元。预制菜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市场规模快

速扩张，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企业数量持续增加，且地域分布上集中在农业和食品

加工大省。然而，该行业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消费者接受度不高，原料成本

波动大，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产业政策和监管体系不完善等。这些问题制约着预制菜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通过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升产品品质、优化供应链管理、完善政策法规，以及增强对专精特新企

业的支持等措施来解决，以实现预制菜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企业还需不断创新和改进产品，

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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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传统菜肴的区别 

预制菜与传统菜肴相比，具有以下优点：首先，预制菜具有便利性。它受到了当代忙碌上班人士的

青睐。它们经过一定程度的预加工，节省了烹饪的时间。其次，预制菜口味具有稳定性。其口感和味道

不易出现差异，保障了口味的下限。最后，预制菜无时令性。对于一些时令食材，也可以通过预制菜的

形式提供全年供应。 
但是，预制菜仍然存在一些劣势。比如一些产品可能含有过多的食品添加剂，以延长保质期，降低

了其营养价值。与新鲜食材相比，口感和味道可能略显不足。此外，预制菜通常以大批量生产，可能无

法满足个体的特殊口味或饮食需求。相比之下，传统菜具有其独特的魅力。通过手工烹饪新鲜食材，可

以更好地控制食物的成分，保证其营养和健康。 

3. 市场资源配置下预制菜肴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食的需要早已由“吃饱”的低层次上升为“吃好”，现如今更是

追求“吃出健康”和“吃出水平”，体现了健康当家，品味时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调和了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在市场对菜肴资源的配置

下，人民可以不受到季节和地域的限制，品尝到各地的美食。市场竞争能够引导资源流向效率高的领域

和企业，推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进步，实现优胜劣汰。但是，市场调节也存在趋利性的弊端、市场

机制不健全以及资本无序扩张等。 

3.1. 市场配置有缺陷 

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趋利性，导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主体往往把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

自己的决定性动机，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是市场主体最显著的行为特征[4]。这样，那些诸如

投资大、回收期长、盈利低或不盈利的领域，企业一般不愿进入或无力单独进入，结果造成产品供应不

足或市场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致使国民经济不能顺畅或无法持续发展。现如今，随着数字经济的渗透，

大多数人更加偏向于网络购物，年轻人也变成了烹饪的主力军，因此，菜市场的生存空间受到平台经济

和数字经济的挤压，生存空间变得狭窄。 

3.2. 市场机制不健全 

马克思认为，市场配置资源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行商品产需衔接、供求均衡，有利于推动

科技与管理进步，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利于发挥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增强商品生产经营的

能力[5]。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靠整个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调节的。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

场机制是否完善[6]。现实的市场竞争不完全市场体系不完全信息不完全。这种不完全的市场配置资源难

以达到效率。为了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需要着力建设和完善市场。否则，市场配置资源

不会有效。市场秩序不是自发形成的，随着预制菜在我国市场上的快速发展，预制菜在加工装备技术、

口感品质、仓储物流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空白。 
目前预制菜行业标准缺失，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支撑，很难走远。产业发展离

不开标准的制定，标准是一个行业循环畅通的基础，预制菜产业同样如此[7]。我国预制菜品质上以“小、

乱、散”为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居民饮食习惯和口味差异很大。而预制菜产品对于冷

链运输有一定的依赖性，物流成本和产品新鲜程度的要求，成为了限制单个企业配送半径的主要因素。

目前除速冻食品领域，其他预制菜企业通常只能覆盖一定区域，尚未形成全国性的预制菜标准体系。这

就需要自觉建立起预制菜行业竞争秩序从而形成有秩序的竞争。这就是政府这双无形的手要在有形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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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发挥指挥，这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 

3.3. 资本扩张不规制 

预制菜的市场背后存在着资本操作。资本市场优化产业结构的机制包括，第一，资本市场具有有效

的遴选甄别潜力主导产业机制；第二，资本市场通过本身固有的融资功能，推动具有成为未来主导产业

潜质的新兴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并通过扩散效应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8]。大型食品生产企业通过投入大

量资金和人力资源，通过大规模生产、广告宣传和渠道布局等手段，推动预制菜进入市场。然而，部分

企业在追求市场份额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忽视食品质量和安全问题，这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可能对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预制菜的出现可能对传统餐饮产生冲击。相较于传统餐饮，预制菜以其价格优势和便捷性吸

引了大量消费者，导致传统餐饮市场竞争加剧。部分餐饮企业因难以适应市场变化而被迫转型或退出市

场，同时，传统餐饮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一现象反映了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

的必然性，但也凸显了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需兼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稳定的重要性。 

4. 市场资源配置下预制菜肴解决措施与展望 

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但不能放大到不要政府作

用，也不能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放大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9]。推动预制菜的健康发展，要坚持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政府要健全预制菜

市场的相关机制，破除行业垄断，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4.1. 加强政府干预，建设开放体系 

在国内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牵头，研究国内饮食文化的差异，鼓励业内企

业深入市场调研，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及时修订相关预制菜标准。鼓励地方大厨等惠民工程参与研发，

加强地方特色菜品和预制菜的标准协同建立和修订，既满足不同消费者对食品品质的需求，又保持产品

的差异化和多样化。 
在国际方面，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国内外食品监管标准的研究对比，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稳

步升级国内标准，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持续跟踪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及

时了解技贸政策的变动，加强技贸措施信息共享，让企业及时了解技贸措施信息，充分发挥相关政府部

门智力技术支持的职能。 

4.2. 加强质量监管，加大政策扶持 

预制菜的发展具有不可阻挡之势，要满足预制菜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市场方面要

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快制定预制菜肴术语、评价规范、原料标准、加工

技术规程、产品标准、包装要求、冷链物流等相关标准，保障预制菜肴产业链有标准可依、有方法可参

考。二是完善质量安全监管技术。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创新

发展深度融合的质量安全监管技术体系，提高预制菜肴原料监测、生产过程监督、市场抽检技术水平。

三是明确监管内容及要点。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预制菜肴监管内容，加快推进预制菜肴产地准出和

市场准入有效衔接，强化预制菜肴市场销售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确保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提高消

费者对预制菜的信任度。 
政府要积极参与到预制菜肴的发展中来。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预制菜肴科技创新、产业

化发展、园区建设等方面的扶持，加大对预制菜肴产业投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其次，强化资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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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资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给，配套出台支持预制菜肴政策，开辟预制菜肴绿色通道。最后，加强政策

保障。出台支持预制菜肴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预制菜肴产业，保证预制菜

肴产业健康发展。 

4.3. 设置资本红绿灯，引导资本有序健康发展 

提高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政府要健全市场运行机制，破除垄断。反垄断总体上有利于创业创新

的发展。反垄断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行业中竞争不对等的现象，反垄断会影响行业内部竞争格局，给其他

企业带来发展机遇[10]。随着反垄断推进，预制菜行业会出现细分化的行业竞争，中小企业通过差异化策

略吸引特定用户，重塑预制菜的市场格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老年人与数字时代的脱节，而细

化行业竞争，重塑预制菜市场，能够让实体菜市场脱离平台经济轨道，老年人能够跟上时代步伐。与此

同时，传统餐饮行业也能有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放宽预制菜市场的准入限制，实施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首先，产品的绿色包装。例如，内袋小包

装过多的自热火锅等，带来大量的垃圾污染，甚至存在安全隐患，不应成为鼓励发展的产品类型，可通

过优化包装设计，减少袋内小包装、推广可循环和可降解材料，同时建立回收体系和加强对国民的环保

宣传教育。其次，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预制菜源于餐饮，其加工贮运需尽可能保持菜肴的新鲜、风味、

营养和安全特性，发达国家预制菜在清洁标签和有机生态发展上富有成效，而国内在防腐保质方法和食

品添加剂的使用上存在缺陷。尽管食品添加剂均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但必须明确，资本的逐利性，

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约束，会对预制菜的发展产生影响，危害人民生活。上述问题可以通过严格食品添加

剂使用监管和标准执行、明确企业主体责任，确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5. 结语 

近些年，预制菜作为食品行业的新风向，在消费端的市场规模逐步壮大，成为餐饮行业的热点，具

有良好发展前景。但是目前该领域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标准体系、食品健康、企业发展等方面存在

诸多产业发展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

门要建设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市场准入体系。进一步推动各企业加强完善预制菜的标准体系，采取措

施鼓励预制菜企业发展；其次，要弥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盲目性缺陷。预制菜企业要加强预制菜产品质

量管控，提升产品质量，注重营养健康，满足大众化需求。最后，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资

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引导资本推动预制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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