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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寻找健康允许范围内的零食满足

消费者倾向选择更健康的零食，既满足情绪需求又减少健康负担。
小包装和添加天然甜味剂的产品能帮助减轻消费者零食摄入的负担感，平衡健康和口味双重需求。

植物基产品正从B端向C端延伸

资本纷纷加码国内植物基市场，国内外厂商不断上新植物基新品。
从B端向C端延伸，不断加强国内零售渠道建设和消费者沟通。

品牌入局预制菜，品质升级成关键

消费者居家烹饪的意愿度高，预制菜有助于平衡消费者对食品品质和烹饪便捷度的双重要求。
多品牌入局预制菜赛道，未来继续关注包装技术和配送模式升级，打造更好的品质。

压力、失眠相关的情绪困扰受到重视，含有相关营养成分的功能性食品被消费者的关注。
国内，新品品类正朝多样化趋势发展，需重视成分同质化和产品功能沟通难的问题。

解压助眠食品向更多品类延伸

轻酒饮在年轻女性群体中流行

人群、场景和情绪需求的变化，催生更多元酒饮选择。
以无醇酒和低度酒为主的多种轻酒饮兴起，强调无负担、微醺。

口味创新呈季节性本土化特点

从时令蔬果和当季花草元素中获取口味创新的新灵感。
新品口味呈本土化，有利于增强品牌与消费者的情感互动。

发力低碳包装应用和技术创新

国内包装低碳化发展以“循环回收”为主，并尝试应用新型低碳包材，但大规模应用和包材技
术创新仍需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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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入局预制菜，品质升级成关键
消费者居家烹饪的意愿度高，“吃得好”是关键，追求食物
品质和仪式感

来源：利乐《2021年利乐指数》。
艾瑞咨询2021年艾客帮问卷数据。

样本：您和您的家庭目前平均在家做饭的频率？N=2726。
来源：Mintel；小红书用户。

居家烹饪想要“吃得有品质”

⚫ 居家烹饪关注点：实惠、有质量、健康

还想“吃出”仪式感，体会烹饪乐趣

⚫ 晒图打卡，记录日常生活，仪式感满满⚫ 对烹饪持较高意愿，频率高

42.3%
每天三餐做饭

36.7%
每天两餐做饭

只要有可能，我尽
量自己做饭

我喜欢烹饪，但能
下厨房的机会很少

42.3% 27.8% 70.1%
持较高烹饪热情

79.0%
在家烹饪频率高

77%
成年人认同

日常生活中有仪式
感有助于改善心情

关注食品的
质量

62%
家庭料理感觉

更健康

58%
居家烹饪感觉
更经济实惠

73%

居家烹饪热潮背后的原因

“终于有时间在家做饭啦。生活需要仪式感，每顿都要摆盘！买了很

多美美的盘子终于用上了。我发现有了美美的盘子就会更有动力做好

吃的食物。”

“大家都说比外面卖的都要好吃。做饭真的很有成就

感，过程也是一种享受。”

“每一次摆盘、上桌，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和仪式感，这样的一直记

录着，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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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入局预制菜，品质升级成关键
但“没时间”和“没经验”让做饭显得“有心无力”，预制
菜有助于平衡消费者“吃得好”和“做得快”的双重需求

来源：腾讯营销洞察 ×人民网研究院《95后年轻人注意力洞察报告（2021版）》。 来源：小红书用户。

时间矛盾让烹饪成为一件“想做但又麻烦”的事 缺乏烹饪经验，菜品品质不易把控

⚫ “做饭一小时，吃饭十分钟”的尴尬

⚫ 年轻人工作生活忙碌，做饭的时间并不充裕

⚫ 厨房翻车不断，黑暗料理频出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 4 6

部分自主注意力支配时间 非自主注意力支配时间 自主注意力支配时间

年轻人注意力分布的一般时间模式

• 晚餐时间18点-20点，年轻人上网（52%）、晚餐（51%）、工作

（22%）、线下娱乐（22%）。他们除了晚餐，还需要兼顾其他

的事情，在家做饭的时间并不充裕。

买菜 洗菜备料 下锅装盘 餐后清洁

消耗
时间

感兴趣
的程度

一般 低 高 低

“看网上菜谱做方便面炒

面…炒着炒着就发现开始

变黑，又继续加水，继续

炒，结果越炒越黑，没救

了。“

“…认真做饭两小时，翻

车只在一念之间。两个菜

同时翻车，真是周末最特

别的体验呢。“

“明明是按小红书姐妹的

菜谱做的，怎么会翻车到

那么明显呢呜呜呜…难吃

到要命。还浪费了我下午5

点就开始在厨房备菜的热

情，我再也不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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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入局预制菜，品质升级成关键
生鲜电商、老牌餐饮企业和初创品牌入局预制菜赛道，发挥
各自优势以赢得消费者青睐
罗兰贝格数据显示，对比2019年同期，2021年4月预制菜销售增长150%。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预制菜的需求急升，疫情

常态化后购买预制菜习惯延续。天猫公布的2021年十大新年货数据中，预制菜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6倍。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

生鲜电商
具有渠道优势

⚫ 生鲜超市及零售企业布局自有品

牌预制菜，凭借渠道优势走近消

费者。

老牌餐饮企业
具有供应链优势

⚫ 疫情后，为突

围居家餐饮场

景，老牌餐饮

企业开始发力

预制菜市场，

也推出了许多

预制菜菜品。

初创品牌
具有产品快速迭代的优势

⚫ 初创品牌互联网基因显著，具有快

速创新、了解年轻消费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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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难以处理，或对烹饪技术要求高的菜式

产品特点
⚫ “口感不好”

消费者痛点

一、品牌入局预制菜，品质升级成关键
预制菜具有高难度菜式和便捷操作的特点。继续关注包装技
术和配送模式升级，打造更好的品质，赢得消费者口碑
预制菜以家庭烹饪复杂的菜式为主，并且配料包齐全、烹饪步骤直观，符合消费者对高品质和方便快捷的双重需求。目前，

电商消费者的负面反馈，主要集中在对口感、品质和产品价值感方面的不满。未来，包装、配送技术的升级是持续提升预

制菜品质的重要方向之一。

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电商评论。

⚫ 符合懒人经济，操作简单快捷，包装便利的菜式

⚫ “品质差——不新鲜”

⚫ “性价比低”

“坐标北京，买回来就放了冰箱，也就5天，打开闻着味道有

点发酸。“

“打开后有的胀包，这样松鼠桂鱼都不新鲜了，其他的也都

不敢吃了。“

“梅菜扣肉全是肥肉，白给都没人吃。“

“每包的肉少的可怜…那个猪蹄，一包里面只有2块…“

“直播间冲动下单，当时觉得很便宜。吃的时候发现，这梅

菜扣肉就一点肉。要自己做，买40块的料能煮很多份了… “

“肉质好老啊，这个花胶鸡里面的鸡都嚼不动。“

佛跳墙 花胶鸡 部队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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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压助眠”食品向更多品类延伸
压力、失眠相关的情绪困扰受到重视，含有相关营养成分的
功能性食品更容易被消费者关注
全球新冠疫情使心理健康问题被越来越多人讨论。“失眠”和“精神压力大”是消费者受到较大困扰的两大情绪问题。调

查显示，中国城市消费者对食品饮料的营养成分关注度高，购买时平均关注2.6种营养信息，其中与“改善睡眠”相关的

宣称，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食品零售概念之一。

来源：艾瑞咨询2021年艾客帮问卷数据；Mintel。
样本：下列健康问题对您的困扰有多大？N=2764。

2021年消费者健康困扰TOP10

28%

30%

30%

30%

31%

31%

32%

32%

32%

33%

情绪低落，心情抑郁

免疫力低，换季、变温易染病

情绪暴躁

记忆力降低、思维慢，脑力变差

体重肥胖、过度消瘦、身材不好

脱发、发质差

皮肤问题（肤质差、气色不佳、起痘等）

精神压力大

睡眠质量不佳，失眠等

体能体力不足，易疲劳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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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压助眠”食品向更多品类延伸
全球，“解压助眠”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呈现品类广、功能成
分多样的特点
GNPD数据库显示，在亚太地区，上新产品包装上涉及解压、助眠功效的食品、饮料及保健品从 2018 年的 0.5%增长至

2021 年的 1.1%。全球，多种功效型成分被应用到更多的食品饮料品类，包括：饮料、软糖、冰淇淋等。

资料来源：GNPD；图片来自网络。

01 解压

• 常见成分：L-茶氨酸、氨基酸、洋甘菊；

• 新产品：

气泡水：Soul boost（添加L-茶氨酸，美国）、Zenify（添加L-茶氨酸和甘氨酸，美国）；

02 助眠

• 常见成分：适应原类（南非醉茄、人参、五味子、灵芝、蘑菇）、藏红花酸、GABA、乳铁

蛋白；

• 新产品：

软糖：Grummies（添加南非醉茄，美国）； Gaia Herbs（添加南非醉茄，美国）

冰淇淋：Dream Pops（添加狮鬃菇，lion’s mane，美国）；

巧克力：Nude Chocolate（添加灵芝成分，美国）；

蛋白质营养棒：IQBAR Brain+（添加猴头菇成分，美国）

与调节情绪相关的功能性食品的主要产品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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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6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