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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9月份，中小学生开学后在校就
餐，由于“预制菜”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家长担心孩子在校就餐质量没有保
障。一些学生家长在微信交流群中表
示，要每天给孩子送饭，甚至在社交媒
体和网络上出现了抵制预制菜进校园
的呼声。

事实上，一些家长混淆了中央厨房
配餐与预制菜的区别，认为中央厨房配
餐做出来的预包装配餐就是预制菜。其
实，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学生配餐是当天
采购新鲜食材在中央厨房烹饪而成，并
非家长们理解的长期冷藏后速热而成的
预制菜。

即使消除误解，家长们对学生餐
仍不放心，认为配餐中可能存在部分
预制菜品种。9月22日，教育部相关
部门负责人指出，当前预制菜还没有
统一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
系等有效监管机制，对“预制菜进校
园”应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不宜推广
进校园。

从去年起，农业农村部和相关政
府部门先后发文，支持预制菜的发展，
预制菜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平抑农
产品价格波动、畅通农产品流通链等
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在部分蔬
菜种植集中区已率先实践，并建立起
了产业园。

在快餐、团餐等领域，尤其是部分连
锁餐饮企业，预制菜已悄然渗透，占到所
用食材的50%以上。很多消费者在食用
外卖后发现口感不佳，怀疑使用了预制
菜。还有预订婚宴、家宴和公司聚餐的
消费者，发现餐桌上有不少预制菜的品
种，却没有被提前告知。对此，中消协相
关报告也指出，餐饮企业使用预制菜菜
品标识不详细，外卖、堂食中使用预制菜
未告知，均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

订外卖学会“辨别预制菜小技巧”

南开区消费者肖黎经常在美团、饿
了么等平台订外卖。近两年，她发现从
网上订的卤肉饭和小碗菜等品种口感
过于油腻，明显不新鲜。在几次遇到这
样的情况后，她就去一些论坛和评论区
寻找“答案”。在评论区里，有消费者指
出，这些口感不佳的外卖事实上是商家
使用了“料理包”和“方便菜”，也就是预
制菜。

一位曾经在外卖餐馆兼职过一段时
间的朋友告诉肖黎，她在餐馆后厨工作
时，竟然只有一个微波炉和两个冰柜，根
本没有明火做饭。当时她还很纳闷，没
有炉灶，如何做出外卖呢？培训主管告
诉她，所有的食材都放在大冰柜里，是一
盒一盒包装好的。顾客在网上下单后，
他们只需要拿出包装好的盒饭放到微波
炉里加热三分钟左右即可。
“一些品种是带着包装袋放进开水

桶里加热的，就像泡方便面一样方便，
因此被称为方便菜。”这位朋友告诉肖
黎内情。

听到这一说法，肖黎开始担心起来：
“怪不得这些外卖吃着感觉不新鲜，肯定
是在冰柜里存放了很长时间。”朋友也告
诉她，很多预制菜已经存放半年以上了，

现在不少外卖餐馆都这样运作，可以“无
厨房、无厨师”经营，节省很多投入和成
本。

现在，肖黎订外卖时警惕了很多，要
先查查餐馆的评论区，再去一些论坛搜
索“辨别预制菜的小技巧”。最近，她学
到了一些技巧，比如，在网上订餐时，故
意要求厨师重新调味，增减时令蔬菜。
“老板，这次请多放一些香菜、小葱”；“老
板，这次请不要放豆芽”；“老板，这次少
放红辣椒，加一些青辣椒”。当提出这些
要求后，如果商家回复“不能调”，则很可
能是使用了预制菜。遇到这样的商家，
肖黎就拒绝下单。

一段时间后，肖黎在网上订外卖时
很少再吃到预制菜了。在她看来，当前
预制菜最大的问题是口感和安全：口味
过于咸、辣，普遍油腻，掩盖了蔬菜本身
的味道；肉类的食材食用时感觉不到应
有的新鲜感，而是存放了很久之后普遍
容易出现的发硬、发干的感觉。“有时，食
用含有预制菜的外卖，会有肠胃不适的
感觉。”肖黎回忆。

宴席上也会吃到预制菜

西青区中北镇消费者魏先生介绍，
最近参加了两次升学宴和一次寿宴，均
在高档餐厅举办。这三次宴席都在5桌
以上，但食用过后感觉菜品不太好，鱼
虾、海参等菜品感觉不像是新鲜制作的，
吃起来过于油腻，海鲜的味道被调料掩
盖了。即使牛肉、羊肉、鸡肉这类的肉类
菜品，也感觉不像当天加工制作的。“当
时参加婚宴的其他宾客也感觉不太可
口，大家都只是草草吃了几口，剩下了很
多菜。”魏先生回忆。

下个月，魏先生就要给儿子预订婚
宴了，魏先生就此向餐饮业的朋友请
教。一位经营中高档餐馆的朋友对魏先
生道出实情：“现在预制菜的使用比例不
少。”见魏先生不相信，餐饮业朋友又进
一步介绍说：“你算算，高峰期餐馆一日
开席100多桌，餐厅得聘用多少厨师？
买多少菜？光切菜都得好几个厨师忙活
大半天，当天能做出来那么多菜吗？用
预制菜，不需要厨师，不需要切菜，有盘
子就行。”

听朋友这么一说，魏先生深感担忧，
要是餐馆都使用预制菜，又一直在冷柜
里存放着，不是对当天采购的原材料进
行加工，岂不是无法保证食材新鲜？他
连续拨打了多家餐馆的电话，对预订婚
宴做进一步的要求，向餐馆提出，此次预
订的婚宴一定要当天或者临近日期采购
的食材加工，尤其是鱼、虾、海参、牛肉
等，到时候要查票查证，以验证食材的来
源，结果全部被餐馆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魏先生开始认真地
考虑到郊区农家院办婚宴了，而且提前
买一些食材带过去。他说：“我特别怀念
二三十年前农村老家办的各种宴席，专
门请一个厨师团队，采购各种新鲜食材，
在院落里搭灶起火。这看起来原始、土
气，但最起码能保证菜品的新鲜。”

魏先生的想法也得到了儿子和朋友
们的支持，他准备在当天把市区里的宾
客用大巴车接到郊区的农家院里举办宴
席，魏先生说：“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我的
亲戚朋友吃得放心，绝不吃预制菜和方
便菜。”有朋友对魏先生的做法非常支
持，觉得这种做法不仅“接地气”，而且喜
庆氛围更浓，将来他孩子的婚宴也到郊
区农家餐厅举办。

在大众点评网天津频道上，能预订
婚宴和家宴的酒店、餐厅超过1700家，
平均价格每桌超过1800元。一些海鲜、
粤式婚宴，价格更是在3800元以上。有
不少消费者在评论区留言称，菜品的口
味较差，难以达到心理预期，与价格不匹
配，怀疑吃到了预制菜。对一家高级餐
馆，有消费者评价道：“环境是没得说
了，单说菜品就很一般了。帝王蟹没有
吃出所谓的特色，土豆炖鲍鱼也是平平，
也许是婚宴人多的缘故，怀疑使用了冷
冻很久的预制菜。”类似这样的吐槽有很
多，大多对酒店的环境表示认可，但对宴
席的口味和品质表示不满，高度怀疑食
材不新鲜，使用了预制菜。

针对消费者投诉宴席菜品口味不
好、品质不高的情况，一位在北辰区经营
过高档餐厅的创业者周先生介绍：“现在
经营餐厅的人力、物力成本确实很高，一
个月的人力开支就得十几万元。遇上金
九银十消费旺季，婚宴、中秋家庭团圆宴
等用餐高峰需求，还得外聘厨师和服务

员等。很多餐厅为节省成本，在原料和
人力方面进行缩减，因此使用预制菜是
一个较好的选择。”
“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和冷链

运输的完善，一些食品企业开发出了即
食海参鲍鱼、即食烤鸭卤鸡等，口感并不
差。有一些餐厅就直接采购这些产品，
切开包装袋，简单加热，就直接上桌。”周
先生还透露，“预制菜的菜品不仅包括海
鲜还有肉类，在半年内口感能保持，半年
之后则直线下降。”

提升品质，让消费者自由选择

《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
指出，部分连锁餐饮企业预制菜的占比
已高达80%以上。第三方研究机构估
计，当前全国70%的外卖商家都在采购
使用料理包、方便菜。

2021年，农业农村部在《关于加快
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首次提出，要创新发展农商直供、预制
菜肴、餐饮外卖、冷链配送等业态，开发
推广“原料基地+中央厨房+物流配
送”“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等模式。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预制菜写
入其中，明确“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7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
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再次提及预
制菜，进一步明确培育“种养殖基地+
中央厨房+冷链物流+餐饮门店”模式，
挖掘预制菜市场潜力，加快推进预制菜
基地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预制菜发展的
政策和产业基础已经具备，但预制菜的
品质标准体系、监管法规尚未建立起
来。市场上有一些企业按照较低标准
生产，再低价投放市场，消费者在食用
后普遍反映口感较差，难以达到心理预
期，最终形成了不好的口碑，甚至引发
抵制预制菜的呼声。要从根本上解决
此问题，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尽快
建立产品强制标准，提升全行业的质量
水平。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
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提交了《关
于高质量发展预制菜产业的建议》，其中
指出，为推动预制菜产业规范化发展，建
议健全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产业监管制
度；加大科技投入，破解口感与风味复
原、营养物质保留、品质保真等制约产业
发展的共性问题。

在预制菜品质标准和质量管理体
系尚未建立时，在市场终端大规模推广
预制菜是有风险的，这也是家长们反对
“预制菜进校园”的重要原因。预制菜
进外卖餐馆、酒店餐厅，也应该审慎操
作，至少应该给予消费者明示，让消费
者自由选择。去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公
布了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其中明确指出，餐饮服务中，预制菜菜
品的标识不够详细，外卖、堂食中使用
预制菜未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

今年5月，在空港经济区举办的“预
制菜发展趋势和经营模式研究”培训班
上，中国烹饪协会的一位专家指出：“随
着预制菜标准体系建立，过滤掉低价劣
质产品，再通过市场检验，留下高品质的
产品。这样，预制菜才会让人吃得放心，
不再有安全顾虑。”

随着食品加工规模化和冷链物流的普及，预制菜已在部分餐饮领域快速应用，
引发了消费者的担忧

预制菜上餐桌，消费者应有知情权

预制菜在外卖、宴席等领域广泛使用，中消协报告指出，预制菜应明确标识，保障

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图为某预制菜品牌网售的预制菜品种。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