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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中式饮食文化中，烹饪既是口的享受，更是一门艺术。近年来，受到疫情催化和众多

资本和玩家入局的驱动，预制菜成为了目前最受关注的消费细分赛道。德勤中国与穆棉资本和

内向基金联合发布的《乘风而来，群雄逐鹿|德勤2022年预制菜市场展望》，旨在剖析行业未

来增长的可持续性、企业在预制菜市场的制胜之道，同时也为投资人提供了关于收、并购方向

的建议。

中国预制菜市场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农业与食品工业化以及冷链物流发展是预制菜行业发

展的重要基石；在B端市场，餐饮业降本增效及标准化需求使得预制菜逐渐成为其重要支柱，

外卖、团餐、乡厨等多元化餐饮场景则将是未来B端需求的新增长点；而在C端市场，预制菜满

足了新一代消费者健康化与多元化的餐食需求，新兴渠道助力了C端的消费者触达和教育，疫

情也加速了预制菜在C端的推广。预制菜行业的基石已初定，BC端双轮驱动，未来大有可为。

市场已有东风之势，但企业若想乘风起航，还需精准识别行业风向。从产品和品类来看，兼具

口味与健康、符合消费者差异化餐饮场景需求的产品将有望成为行业的大单品。而这些大单品

也有助于企业快速打开市场，建立品牌护城河。从营销和销售的渠道来看，渠道类型日益多样

化，互联网的各个电商平台、内容平台和直播平台正助力预制菜新锐品牌快速建立消费者心

智，培育消费习惯。同时也有在产业链前端已具备一定积累的企业，依托自身资源和产品的优

势，向预制菜产业延展，产业链优势和规模效应在这类企业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基于对于市场趋势的分析和广泛的服务经验，德勤预判，在群雄逐鹿的预制菜市场中，未来仅

有两大类企业可以实现突破重围，获得高质量发展。他们制胜之道可以总结为：赢在产品和赢

在规模。这些企业在发掘细分市场增长机遇的同时，结合了自身的资源禀赋，实现了企业的内

外兼修，从而解锁了预制菜市场的增长法则。预制菜赛道在资本市场的热度也随着行业的发

展而增加。虽然因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大多数面向C端的企业仍处于天使轮与A轮融资。德

勤认为，投资人亦可重点关注这两大类企业作为预制菜赛道的潜力标的，提供资源加速推进

企业增长。

“蓝海待掘金，群雄竞逐鹿”的预制菜市场在2022年将进一步活跃，迎来更多元的玩家入局，

我们也期待市场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可以崛起出更多在供应链、品牌和渠道上有更强统治力

的企业。

引言



一、中国预制菜市场蓄势待发

B端较成熟，C端渗透中，两端齐发力、

双轮驱动乘东风、静待行业爆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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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是以农、畜、禽、水产品为原料，通过预加工与辅料添加而成的成品或半成品。根据食用方式和深加工程度由低到高可将

预制菜分为即配、即烹、即热。德勤对预制菜市场的定义包括中式主食、调理肉制品、包装火锅食材、即热菜肴、西式烘培、即烹

菜肴、三级净菜、新兴即热主食和自热食品，共九个细分品类。

原材料生熟程度

即食

熟料，开封直接食用

一级净菜
例如：净蔬菜

冲泡类方便食品
例如：方便面

甜品
例如：冷冻蛋糕

即食卤味
例如：卤鸭脖

即食菜肴
例如：沙拉

二级净菜
例如：粗加工肉（冷藏或冷冻）

德勤市场定义范围

即热

熟料，加热即可食用

（蒸、煮、微波）

即烹

熟料，调味烹饪可食用

（煎、烤、炸、炒）

即配

生料，调味烹饪至熟食用

2021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约为5,500亿元，未来5年CAGR有望达13%，即配、即烹、即配的市场份额分别为2%、47%和51%；

尽管当前即热赛道的市场份额最大，但即配与即烹赛道具备较大增长潜力，21至26年两大赛道CAGR分别达到20%和14%，远

高于即热赛道。

图1.1：预制菜市场定义

数据来源：德勤访谈、研究与分析

传统 新兴

中式主食
例如：饺子/米面

包装火锅食材
例如：鱼丸

调理肉制品
例如：调理牛排

即烹菜肴
例如：酸菜鱼

三级净菜
例如：一道式净菜

即热菜肴
例如：外卖料理包

和便利店便当

新兴即热主食
例如：速食米粉

西式烘焙
例如：披萨

自热食品
例如：自嗨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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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按赛道细分（亿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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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未来高潜的即烹和即配市场，德勤发现，从客群看，预制菜

市场目前以B端为主，当前占比超过60%。B端市场目前以即烹

类为主，即配类为辅，由于即配类有利于在二次加工时，塑造菜

品差异化特色，预计市场规模会进一步提升。B端的即烹市场更

加注重产业链规模化，核心在于渠道服务及供应链竞争，企业

渠道需服务众多类型客户，需要注重产品力的提升和供应链的

协同，质量、效率和成本管控的提升是塑造竞争力的关键。

而C端预制菜市场目前仍处于导入期，未来预计将成为主要增

长引擎。即烹和即配类因消费者对食材品质要求的提高在逐渐

兴起。即烹市场重点在于产品，而即配市场重点在于规模，因

此C端市场需更加注重产品力和渠道力，产品研发、品牌塑造

和销售网络的布局是扩客的关键。企业需要持续丰富品类与口

味，满足消费者口味变化和不同用餐场景，通过销售网络的精

耕，触达更多消费者群体。

总体而言，在预制菜领域，我国目前的人均消费量仍较低，尚

不足10kg，而在较成熟的日本市场，人均消费量已达~25kg，
我国预制菜赛道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供释放。

1 注释：此处的预制菜定义仅包括即热、即烹和即配，不含即食；其中即配菜肴仅包含三级净菜，具体指已根据菜谱搭配好、洗净切好的蔬菜或肉类，附加所
需的料理包

数据来源：德勤访谈、研究与分析

即配

17-21 CAGR

78% 20%

16% 14%

16% 11%

21-26 CAGR

即烹

即热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4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