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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部分餐厅八成以上菜品都是预制菜

下馆子吃预制菜，饭还香吗？

如果你在外
卖平台上点了一
份餐，从下单到
接到骑手的取餐
电话仅仅用了十
多分钟，那你大
概率是点了一份
预制菜。

近两年，在
疫情的催化下，
预 制 菜 发 展 迅
速，已由速冻米
面等少数品类，
拓展至酸菜鱼、
佛跳墙等多种菜
品，有些只需简
单加热几分钟即
可食用。

值得一提的
是，不仅是外卖，
甚至在餐厅堂食
中也能看到预制
菜的身影。一份
行业报告显示，
头部连锁餐饮企
业中预制菜使用
比例已经较高，
部分餐厅八成以
上的菜品都是预
制菜。 中新

创业板指昨低开高走涨逾1%

半导体板块活跃
昨日，创业板指低开高走。截至收盘，上证

指数涨 0.09%，报 3246.29 点。深证成指涨
0.42%，报11849.08点。创业板指涨1.19%，报
2570.80点。

半导体板块活跃，大港股份、嘉欣丝绸、万
业企业等涨停，安集科技、国芯科技等多股涨超
10%。电力、节能设备股午后大涨，上海电力、
西子洁能、华光环能、华西能源封板，龙源技术
涨超17%。

截至收盘，沪深两市所有交易个股涨跌比
为2304：2435，两市涨停67家，跌停12家。

北向资金方面，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出超7
亿元，其中沪股通流入超1亿元，深股通流出超
9亿元。

东吴证券则称，目前市场进入企稳反弹阶
段，板块之间首先进入了放量普涨反弹，新一轮
主线板块行情暂时还未明确出现，市场人气回
升较为明显。 综合

近日发布的《2022年中国跑腿经
济市场洞察报告》显示，跑腿经济市场
预计2025年规模将超600亿元，在现
有的消费者中有四成由于忘带物品找
过跑腿取送，省时、省力是他们使用跑
腿服务的重要原因。你叫过跑腿吗？

9月2日，艾媒咨询发布《2022年
中国跑腿经济市场洞察报告》，2021
年中国跑腿经济市场规模达131亿
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664亿
元。当下，81.9%的消费者对跑腿服务
较为熟悉；33.7%的消费者经常使用跑
腿服务，并打算继续使用。

调研数据显示，38.4%的消费者由
于忘带物品使用跑腿帮取送；37.3%消
费者使用跑腿帮买东西；此外，帮排队
（26.7%）、送文件（19.2%）等需求也逐
渐增多。

生活工作中的“急、忙、忘”为跑腿

服务的典型需求场景，临时急用、节约
时间、出门忘带以及有同城送礼物、帮
办事等个性化需求时，皆可通过跑腿
服务满足，折射出来的是消费者在快
节奏生活工作中对省时、省力的根本
诉求。

此外，受送礼物需求影响，跑腿经
济具有典型的节日性特征，七夕节、中
秋节、春节等节日均为跑腿经济的高
峰期。

调研数据显示，消费者使用跑腿
取送过的物品占比第一是饮品，其次
是食品，生鲜品类排名第三。

餐饮生鲜目前仍是跑腿服务取送
的主流品类，主要包括个人取送和个
体经营者发货需求。

同时，公司物品、个人物品、鲜花
蛋糕、宠物用品等占比也在上升，跑腿
服务取送的物品逐渐多元化。 华商

产油国稳价意图明显

国际油价
下跌阻力增大
据新华社电 随着近几周国际油价显著

回落，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产油国5日决定10月小幅减产，将月度产量
日均下调10万桶。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减产
规模不大，但产油国释放了明确的维持油价
稳定意图，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的阻力增大。

欧佩克5日发布公告说，当日举行的欧
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注意到当
前市场波动和流动性下降的负面影响，以及
支持市场稳定和运转效率的需要，因而要求
对市场条件做出持续评估并准备好根据需要
以不同方式对生产做出快速调整。

瑞银集团6日表示，尽管日均10万桶的
减产量与全球1亿桶的日均需求相比微不足
道，但这一决定传递的信息是欧佩克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将捍卫油价。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所释放的稳油
价意图显示，油价继续显著下跌或将面临阻
力。

预制菜定义宽泛，半成品菜、方便菜、料理
包等都被称为预制菜。

近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与华兴资本联合
发布的《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下称
报告）显示，中国预制菜行业下游最大的需求来
自于餐饮行业，销售渠道85%以上集中于B端，
小吃快餐店、连锁餐饮店、主打外卖的餐饮店、
团餐等是预制菜应用的主要场景。

上述报告提到，第三方机构估计全国70%
的外卖商家使用料理包，连锁餐饮店使用预制
菜也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其中乡村基、真功
夫、吉野家、西贝等连锁餐饮企业预制菜占比高
达80%以上。“餐饮连锁背后都是中央厨房在支

撑，即在中央厨房/工厂里把菜做好，再以料理
包的形式配送到各大门店。”

正在冲刺A股“中式连锁快餐第一股”的老
娘舅也是如此。据招股书，老娘舅根据不同餐
品烹饪制作的难易程度、时间长度以及食材保
鲜度，采取“预备预制”与“现场制作”相结合等
制作供应方式。

招股书显示，老娘舅采取自主生产为主，委
外加工生产为辅的生产加工模式，一方面建立
标准化中央厨房，为公司旗下的所有直营店、加
盟店供应标准化的食材；另一方面委托加工厂
商承担梅干菜烧肉、茶树菇老鸭、鱼香肉丝等技
术稳定、品质易控预制菜的加工任务。

在前述报告中，另一头部中式连锁快餐企
业乡村基也被指使用了预制菜，且预制菜占比
高达90%。值得一提的是，在乡村基招股书中，
该公司曾称“致力为顾客提供现炒现制、源自品
质食材的美食”。

9月5日，记者致电乡村基官方客服，相关
工作人员称乡村基应该是没有预制菜的，但具
体情况其并不清楚。

此外，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上，也有不
少预制菜商家公示了自己的一些客户以及合作
伙伴，除吉野家、李先生、永和豆浆、如意馄饨、
吉祥馄饨等常见的连锁快餐店外，还包括三米
粥铺、费大厨、遇见小面等网红餐厅。

这些知名连锁餐厅八成以上是预制菜？

餐饮店之所以爱用预制菜，是因为预制菜
可以有效减少食材成本、人工成本和后厨面积，
帮助其提升利润率水平。上述报告举例，在某
外卖平台上，一份售价17.5元的卤肉饭，商家在
使用预制菜前的净利润为0.5元，使用后的净利
润则能达到3元。

但消费者能接受吗？
“我主要看重菜品的品质，对餐厅是否使用

预制菜并不太介意。”武汉一90后消费者表示。
不过，也有消费者称，除非是赶时间，否则

接受不了餐厅使用预制菜，“预制菜给我的感觉
还是没有现做的新鲜、健康。”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网友表示，“预制菜真
的不如现炒出来的菜，缺了锅气”“下馆子不就
是冲厨子去的嘛”。

还有消费者建议，“用预制菜可以，那就别
把广告做得好像是新鲜现做的样子，也把菜品
价格调整到预制菜的价格”“希望餐厅能标注出
来哪些菜是预制菜，吃不吃让我们自己选择”。

事实上，几乎没有餐厅会主动告诉消费者，
自己使用的是预制菜。“我之前点过一份外卖，
配送距离并不算近，也是订餐高峰，但很快就送
到了。我怀疑他们用的是料理包，就打电话询
问商家，不过餐厅坚称是现做的。”北京消费者
李女士表示。

不过，也有部分餐厅会在消费者询问时告
知所点菜品是否预制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
布的《2022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热
点分析》中，预制菜就曾被点名，称“预制菜菜品

标识不详细，外卖、堂食中使用预制菜未告知，
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受到损害”。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对
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享有知情权、
选择权，有权知悉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真实
情况，有权选择商品或服务的种类，有权决定是
否接受该种类的商品或服务。餐厅使用预制菜
需要告知消费者，若未告知的，则侵犯消费者的
知情权、选择权，涉嫌消费欺诈。”律师雷家茂表
示。

雷家茂称，若经营者构成欺诈的，即便预制
菜符合相关食品卫生标准，仍可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向经营者主张三倍赔偿，若三倍赔偿
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即“退一赔三，最低赔
五百”。

是不是预制菜，消费者有权知道吗？

2021年中国跑腿经济市场规模达131亿元，近
四成消费者系忘带东西

你我的忘性 旺了腿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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