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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我国预制菜市场增速较快。我国预制菜近几年步入发展快车道，市场规

模保持双位数增长。根据艾媒咨询数据，2019-2021年，我国预制菜的市

场规模从2445亿元增加至3459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18.94%。预计到

2026年，我国预制菜的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达到1.07亿元。 

◼ 我国预制菜行业竞争格局相对分散，集中度有较大提升空间。由于预制

菜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目前全国范围内的预制菜生产商以同类型中小企

业及个体工商户居多，竞争格局分散。与日本相比，我国预制菜行业的

市场集中度较低。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预制菜行

业CR10为14.23%，而日本2020年预制菜行业CR5已达64.04%。在品牌影响

力、冷链技术与食品质量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预制菜市场集中度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 BC端齐发力，带动行业需求提升。目前我国预制菜的消费渠道以餐饮为

主，零售为辅。餐饮端方面，降本增效+餐饮连锁化+外卖渗透率提高+团

餐盛行，拉动预制菜需求提升；零售端方面，宅经济、居民消费水平提

高、城镇化发展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将推动预制菜需求增加。 

◼ 投资策略：首次覆盖，给予预制菜行业谨慎推荐评级。我国预制菜市场

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行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同时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

低，市场中的中小企业数量较多，规模企业数量偏少，尚未出现引领市

场的大规模龙头企业，行业尚属蓝海。从需求结构来看，预制菜行业以

餐饮端为主，零售端为辅。对于餐饮端客户而言，预制菜可以提高出菜

速度、减少后厨面积、丰富品类等；对于零售端客户而言，预制菜可以

便捷、快速的做出一道菜肴，即可以节省时间，亦可保证饮食的健康。

BC端共同发力将带动我国预制菜需求增加，预计市场未来有较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标的方面，可重点关注味之香（605089）、安井食品（603345）、

千味央厨（001215）、龙大美食（002726）、圣农发展（002299）等。 

◼ 风险提示：市场竞争加剧风险，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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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制菜行业简介 

预制菜简介。预制菜是以农产、畜禽、水产品等为主要原料，经过洗、切及配制加工等

处理后可直接进行烹饪的预制菜品。预制菜菜具备便捷、新鲜、健康等特点，丰富的菜

品选择能够符合全国不同地区人群的口味，逐渐成为家庭及餐饮业所喜爱的产品。预制

菜由净菜逐步发展、本土化而来。净菜最早起源于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起实现商业化

经营。净菜是我国较为简单通俗的称呼，其在国外也被称作部分加工菜（partially 

processed vegetables）或切分菜（fresh-cut vegetables），指新鲜蔬菜原料经过分

级、清洗、去皮、切分、消毒和包装等处理加工，达到直接烹食或生食的卫生要求。20

世纪 80年代，净菜加工配送在日本、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也开始兴起。净菜最初供应

餐饮行业，使餐厅、配餐公司等外食产业，降低其人工费、水电费和垃圾处理费，减少

厨房面积和设备采购；之后，部分净菜企业也面向家庭、个人零售，方便了居民日常烹

饪。 

按照加工程度由难到易，预制菜可分为即配食品、即烹食品、即热食品与即食食品四大

类。即配食品指经过清洗、分切等初步加工而形成的生鲜净菜、小肉块等食品，加工程

度相对复杂。即烹食品指需要进行一定烹饪步骤才可食用的半成品材料。按加工程度可

以进一步分为两种:（1）熟料加热调味食品:指经过相对深加工(腌制、调味、滚揉、浅

油炸等)，按份同调料一起分装冷藏或常温保存的半成品菜，需要入锅并加入调味品进行

炒制，如酸菜鱼、翡翠虾仁、小酥肉等。（2）生料加热调味食品:指经过清洗、分切等初

步物理加工的肉制品、水产、净菜等，需要自行搭配配菜和调料，经过炒制后食用，如

冰鲜肉丝、生虾仁等。即热食品指只需经过加热即可食用的食品，如近年来非常流行的

速冻快手菜，包含快餐料理包、自嗨锅、小龙虾、鱼香肉丝、罗宋汤等。即食食品指开

封后可以直接食用的调理制品，如即食泡椒凤爪、鸡腿和罐头等。此外，预制菜按包装

形式可以分为散销、小包装、大包装三类。按贮运方式可分为冷藏、速冻、热链、常温

四类。随着消费者需求多样性和行业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目前市场上预制菜品类越来越

丰富，例如佛跳墙、红烧马蹄狮子头、香焖花生猪手等制作流程繁琐的菜品均已被做成

预制菜。 

表 1：预制菜四大品类介绍 

预制菜种类 主要特点 具体品种示例 

即配食品 经过清洗、分切等初步加工而形成的生鲜净菜、小肉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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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预制菜市场增速较快，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 

我国预制菜市场增速较快，未来五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预制菜由于具有方

便、快捷、品类多样等特点，使其在市场中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不断提高。加之疫情发

生后宅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预制菜步入发展快车道，市场规模保持双位数增长。根据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3459 亿元，同比增长 19.77%。

2019-2021 年，我国预制菜的市场规模从 2445 亿元增加至 3459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18.94%。艾媒咨询预计，未来几年我国预制菜市场将延续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 2026

年我国预制菜的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达到 1.07 亿元。推动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增

长的因素主要包括餐饮企业对预制菜需求提升，零售端受益于宅经济、消费升级等因

素催化，带动预制菜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地区相关刺激政策亦对预制菜市场未来的

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广东省近日出台了《加快推进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

措施》，从研发平台建设、监管体系构建，到企业培育、人才培养，再到冷链物流建

设、文化科普等方面对预制菜的发展提出了相关要求。此外，山东省近期也成立了

“山东预制菜产业联盟”，推动预制菜市场的发展。 

图 1：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与增速（亿元，%） 

即烹食品 需要进行一定烹饪步骤才可食用的半成品材料 

  

即热食品 只需经过加热即可食用的食品 

  

即食食品 开封后可以直接食用的调理制品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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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 

我国预制菜企业注册量呈快速增长态势。近几年我国预制菜市场发展速度较快，预制

菜相关企业注册量亦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2012-2020 年，我国预

制菜相关企业注册量从 2754 家增加至 12983 家，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21.39%。从市场主

体规模来看，截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我国预制菜相关企业已达到 6.81 万家。 

图 2：2012-2021 年我国预制菜相关企业注册量与增速（家，%） 

 

数据来源：企查查，东莞证券研究所 

注：统计关键词为预制菜、预制食品、速冻、半成品食品、即食、净菜的企业 

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2022年 1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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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预制菜行业竞争格局相对分散，集中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3.1 我国预制菜行业竞争格局相对分散，市场尚属蓝海 

我国预制菜行业竞争格局相对分散。由于预制菜进入门槛相对较低，我国预制菜市场

的企业数量近几年虽然呈现快速增长，但目前全国范围内的预制菜生产商以同类型中

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居多，并且多数依然停留在作坊式的生产加工模式，处于初期尝

试阶段，行业内的规模企业数量较少，竞争格局分散，市场竞争亦相对激烈。从目前

我国预制菜所涉及的行业来看，除了专门研制预制菜的公司之外，农业、速冻食品、

餐饮等行业中的公司亦对预制菜业务有所涉及，预制菜所覆盖的行业面较广，加剧了

行业竞争格局的分散现象。 

我国预制菜行业尚属蓝海。2021 年我国预制菜行业的市场规模为 3459 亿元，在食材总

体的占比不足 10%。对标与我国饮食文化相似的日本，日本市场中预制菜品的占比已达

到 60%以上。从人均消费量来看，根据 Statista 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预制菜人均预制

菜消费量为 8.9kg/年，而日本的人均预制菜消费量为 23.59 kg/年，日本的人均预制菜消

费量约是我国人均预制菜消费量的 2.65 倍。作为近几年的消费新风口，我国预制菜行业

尚属蓝海，未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图 3：2021 年中日人均预制菜消费量对比（kg/年） 

表 2：预制菜业务所覆盖的部分行业公司 

分类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专业预制菜企业 
605089.SH 味知香 

836826.BJ 盖世食品 

上游农牧水产企业向下游预制菜延伸 

002299.SZ 圣农发展 

605567.SH 春雪食品 

300094.SZ 国联水产 

002726.SZ 龙大美食 

冷冻食品企业扩充预制菜类产品 

603345.SH 安井食品 

001215.SZ 千味央厨 

603536.SH 惠发食品 

餐饮企业发展预制菜 
605108.SH 同庆楼 

603043.SH 广州酒家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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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tatista，东莞证券研究所 

3.2 我国预制菜行业的集中度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国预制菜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预制菜行

业 CR10 为 14.23%。其中，绿进食品市占率为 2.40%，安井食品与味知香的市占率分别

为 1.90%与 1.80%。与日本相比，我国预制菜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根据日冷公司官

网，2020 年日本预制菜行业 CR5 达 64.04%。其中，日冷的市占率已达到 18.79%。 

图 4：2020 年我国预制菜行业市场集中度（%）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莞证券研究所 

多因素共同推动我国预制菜行业集中度提高。（1）品牌影响力：由于预制菜的进入门槛

较低，市场中预制菜的企业数量较多，竞争激烈。但由于多数企业规模偏小，覆盖的区

域与客户范围较小，使得其产品的推广力度亦有限。因此行业内的企业逐步开始重视品

牌建设，通过投放广告、举办推广活动、聘请代言人等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品牌影响

0

5

10

15

20

25

中国 日本

绿进 安井食品 味知香 亚明 如意三煲 易太

龙大美食 好得睐 真滋味 祥泰丰 其他



                                                        预制菜行业深度报告 

 9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力的提高，可以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进而提高知名品牌企业的市场份额。（2）

冷链技术：由于部分预制菜产品依赖冷链运输，物流成本及产品新鲜度的要求限制了单

个企业的产品配送半径，我国预制菜企业呈现出地域性的特点。从目前预制菜企业的业

务区域来看，一般一个企业通常只能覆盖一定地区，尚未出现全国性的预制菜龙头企业。

近几年，消费者对食品口味与营养的要求逐步提升，加之各类团购、生鲜电商市场快速

崛起，我国冷链物流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根据中物联冷链委数据显示，2014-2020 年

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从 1500 亿元增加至 4850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21.60%。随着冷

链技术的发展，一些拥有冷链技术优势的预制菜企业配送范围将有所扩大，产品配送效

率将得到提升，进而推动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3）食品质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预

制菜生产商以同类型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居多，并且多数依然停留在作坊式的生产加

工模式，只供应少量客户，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且标准化程度较低，食品安全及品质难

以保证。目前，部分企业已开始采购自动化设备实现规模化生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食

品的质量。在此背景下，行业集中度有望向食品质量有保障的优质企业靠拢。 

图 5：2014-2020 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与增速（亿元，%） 

 

数据来源：中物联冷链委，东莞证券研究所 

4. BC 端齐发力，带动行业需求提升 

4.1 需求结构：餐饮为主，零售为辅 

我国预制菜需求结构以餐饮为主，零售为辅。我国预制菜的消费渠道主要包括餐饮端与

零售端。根据行业市场规模来测算，餐饮端的消费占比最大，约为 80%，零售端消费占

比约为 20%。对于餐饮端客户而言，预制菜可以提高出菜速度、减少后厨面积、丰富品

类等；对于零售端客户而言，预制菜可以便捷、快速的做出一道菜肴，即可以节省时间，

亦可保证饮食的健康。在 BC 端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预制菜行业的需求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图 6：我国预制菜行业消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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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 

4.2 餐饮端：降本增效+餐饮连锁化+外卖渗透率提高+团餐盛行，拉动预制菜

需求提升 

剔除疫情因素的影响，我国餐饮行业收入规模稳步增长。我国餐饮行业近几年发展态势

良好。2020 年受疫情影响，餐饮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实现营业收入 3.95 万亿元，同比下

降 15.42%。若剔除 2020 年的特殊情况，2012-2019 年，我国餐饮行业收入规模稳步增

长，收入从 2.34 万亿元增加至 4.67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10.38%。随着疫情好转，

2021 年餐饮行业逐步复苏回暖，营业收入为 4.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4%。2019-2021

年，我国餐饮行业的年均复合增速为 0.19%。 

图 7：2012-2021 年我国餐饮行业收入与增速（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1）降本增效是餐饮企业使用预制菜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降本增效是餐饮企业使用预制菜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虽然我国餐饮行业收入规模稳步增

餐饮端 零售端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餐饮收入（亿元） YoY



                                                        预制菜行业深度报告 

 11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长，但与此同时人工与房租等成本逐步上涨也是餐饮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根据中

国饭店协会公布的数据，在 2020 年我国正餐类餐饮企业平均成本构成中，原材料成本

在正餐类餐饮企业的成本占比最高，为 39.68%；人力成本与三项费用占比分别为 22.41%

与 18.00%，房租成本约占正餐类餐饮企业成本的 10.26%。而方便、快捷的预制菜一方面

可以减少后厨面积，降低房租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对人工成本的消耗，提高出菜效

率，有效降低了餐饮企业平均成本。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餐饮企业使用预制

菜后，人工成本从 1.6 元下降至 0.8 元，房屋租赁成本从 1 元下降至 0.6 元。 

 

图 8：2020 年我国正餐类餐饮企业平均成本构成

（%） 

 图 9：购买新鲜食材与使用预制菜成本对比

（元） 

 

 

 

数据来源：中国饭店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莞证券研究所 

（2）餐饮连锁化趋势显现，带动预制菜需求提升  

我国餐饮连锁化趋势显现。近几年，我国餐饮行业连锁化与规模化的进程加速，连锁餐

饮企业的总营收与总店数呈现增长态势。2020 年受疫情影响，我国餐饮行业受到严重冲

击，连锁化进程有所放缓。若剔除 2020 年的特殊情况，2015-2019 年，我国连锁餐饮企

业收入稳步增长，从 1526.61 亿元增加至 2234.50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10.00%。在连

锁营业收入增加的同时，我国连锁餐饮企业的门店数亦稳步增长。2015-2019 年，我国

连锁餐饮企业总门店数从 2.37 万个增加至 3.44 万个，年均复合增速为 9.70%。2020 年，

在疫情影响下，我国连锁餐饮企业的营业收入为 2019.29 亿元，同比下降 9.63%；连锁

餐饮企业总门店数为 3.72 万个，同比增长 8.33%，增速有所放缓。 

餐饮连锁化趋势将带动预制菜需求的提升。连锁化餐饮店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每家连锁

店的菜肴具有特色化、标准化与统一化的特点。而预制菜企业可以按照标准化的程序向

各个连锁门店提供菜肴，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连锁门店菜肴口味的一致性。基于预制菜

标准、统一等特点，我国餐饮连锁化的发展将带动预制菜需求提升。 

图  10：我国连锁餐饮企业营业收入与增速（亿

元，%） 

 图  11：我国连锁餐饮企业总店数与增速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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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3）我国外卖市场交易规模持续增长，促进预制菜市场发展 

我国外卖市场交易规模持续增长，促进预制菜市场发展。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外卖市

场迅速发展。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6-2020 年，我国外卖行业市场规模与

外卖消费者用户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 41.40%与 19.04%。2020 年我国外卖行业市

场规模与外卖消费者用户规模分别达 6646.2 亿元与 4.19 亿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

断加速与 8090 后消费群体的崛起，预计我国外卖市场未来将持续扩容。由于外卖具有

时效性的特点，外卖数量增加对餐饮企业的出菜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预制菜可以节

省餐饮企业的出菜时间，提高外卖配送效率，愈发成为餐饮企业经营的选择。在外卖快

节奏的带动下，预计餐饮企业对预制菜的需求有望延续。 

 

图 12：我国外卖行业市场规模（亿元）  图 13：我国外卖消费者用户规模（万人）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莞证券研究所 

（4）团餐业务的发展，拉动我国预制菜需求提高 

团餐业务的发展，拉动我国预制菜需求提高。团餐是我国餐饮结构中的重要类型之一，

从国内餐饮收入的情况来看，团餐收入仅次于正餐收入位居第二。目前，团餐的消费群

体主要面向学校食堂、企业食堂、机关食堂等。其中，学校食堂在团餐的比例为 35.50%，

占比最高；企业食堂与机关食堂的占比分别为 34.90%与 15%左右。疫情发生后，多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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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鼓励企业进行预约式网络订餐，解决员工就餐问题，团餐市场规模亦稳步增长。2016-

2020 年，我国团餐市场规模从 0.9 万亿元增加至 1.53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14.19%。

团餐具有采购计划性强、时效性高等特点，并且对食品质量安全有一定的要求，而预制

菜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团餐企业的要求，预计预制菜在团餐市场的发展空间较大。 

图 14：我国团餐市场规模与增速（亿元，%）  图 15：我国团餐市场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饭店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饭店协会，东莞证券研究所 

4.3 零售端：多因素驱动，激发预制菜增长潜力 

（1）疫情加速宅经济发展，预制菜成为消费新风口 

疫情加速宅经济发展，预制菜成为消费新风口。疫情发生后，餐饮消费场景受到较大冲

击，消费者回归家庭，推动宅经济加速发展。考虑到预制菜具有方便、快捷、品类多样

等特点，预制菜成为疫情下的消费新风口，愈发受到消费群体的认可。2021 年双 11，预

制菜跻身天猫新生活研究所发布的“10 大趋势单品”之列。与此同时，2021 年双十一期

间，包括半成品菜、速食菜在内的预制菜销售火爆，成交额同比增长 2 倍左右。粤菜、

川菜、湘菜、西北菜等经典菜系都推出了预制菜。 

图 16：预制菜成为天猫 10 大趋势大单品之一 

 

数据来源：天猫新生活研究所，东莞证券研究所 

（2）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对预制菜的价格接受程度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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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对预制菜的价格接受程度有所提高。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均

居民可支配收入稳中有升。2016-2020 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3821 元增加至 32189

元，年均复合增速为 6.2%。2020 年在疫情影响下，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保持 4.74%的

增长。2021 年，我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35128 元，同比增长 9.13%。在生活质量不

断提高的背景下，居民对预制菜的价格接受度亦有所增加。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我

国预制菜单次消费在 21-30元的消费占比为 36.50%，在 31-40元的消费占比在 20%以上。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带动预制菜消费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居民对

预制菜的价格接受程度，有利于预制菜企业产品结构升级。 

图 17：我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增速（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3）城镇化水平提高，预制菜消费市场群体有望进一步扩容 

城镇化水平提高，预制菜消费市场群体有望进一步扩容。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2000-2021 年，我国城镇化率

从 36.20%增加至 64.72%。由于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工作节奏相对较快，做饭时间有限，

同时在饮食健康方面相对看重，我国预制菜的消费市场目前主要集中在一线与二线城市。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1 年一线城市中预制菜消费者占比为 45.70%，二线

城市中预制菜消费者占比为 19.80%。在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预计一二线

城市的消费者将进一步增加，我国预制菜消费市场的消费群体有望扩容。 

图 18：2000-2021 年我国城镇化率（%）  图 19：2021 年我国预制菜消费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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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东莞证券研究所 

（4）预制菜的发展可以满足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预制菜的发展可以满足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近几年，我国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

市场参与工作，使预制菜在家庭端的需求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受晚婚、在一线城市打

工人数增加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人户”家庭数占比呈现增长态势。2016-2020 年，我国

“一人户”家庭数量占比从 14.10%增加至 25%。根据贝壳《新独居时代报告》，预计到

2030 年我国独居率或将超过 30%。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一人户”家庭数占比提高等

现象使消费者对菜肴的便捷、快速、美味等要求有所提高。而预制菜的发展可以满足我

国人口结构变化，更好的顺应社会发展趋势，进而带动市场对预制菜需求的增加。 

图 20：“一人户”家庭数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5. 重点公司分析 

目前涉足预制菜的上市公司较多。A 股涉足预制菜的上市公司主要有以下几类：专注预

制菜领域的企业，以味知香和盖世食品为代表；上游农牧水产企业向下游预制菜延伸，

以圣农发展、国联水产为代表的；冷冻食品企业拓宽预制菜产品线，以安井食品、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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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厨为代表的；餐饮企业拓展预制菜，以同庆楼、广州酒家为代表。 

表 3：A 股涉足预制菜的上市公司 

分类 证券简称 预制菜产品 2020 年预制

菜收入占比 

销售模式/渠道 销售区域 

专业预制

菜企业 

味知香 肉禽类、水产类、汤

煲类和小食类 

99% 分为线下销售和线上销

售，线下销售主要以经

销为主，存在少量直销

情况 

主要市场在华东地区，其中

江浙沪是核心销售区域。同

时向周边安徽等省份扩张。 

盖世食品 藻类、菌类、山野

菜、鱼籽及海珍味等

系列开胃凉菜产品 

100% 分为合同生产销售、自

有品牌销售和贸易销

售，其中以合同销售为

主 

出口日本、美国、欧洲和东

南亚等 57 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收入占比过半；国内市

场收入占比接近一半。 

上游农牧

水产企业

向下游预

制菜延伸 

圣农发展 深加工肉制品。如鸡

肉制品，公司先后开

发出美食类、调理

类、炭烤类、油炸

类、灌肠类、蒸烤类

等 6 大系列 100 多种

产品 

30% 主要渠道包括餐饮、出

口、商超、便利店、批

发、电商、团餐等 

以福建为核心，以华东、华

南为区域中心，并向华北、

西北拓展的市场区域布局，

并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等国

家和地区。 

春雪食品 鸡肉调理品 54% 批零渠道、餐饮渠道、

商超、OEM、ODM、线上

平台及出口 

以华东市场为核心，并向华

南、华北、华中、西部等拓

展，并出口到日韩、欧盟等

国家和地区。 

国联水产 包括水煮、裹粉、米

面、调理、火锅烧烤

等系列 

16% 直营为主、经销为辅，

其中直营包括餐饮重

客、商超、电商等 

国内国外收入占比各占一半

左右 

龙大美食 调理肉制品（高低温

肉制品/冷冻调理

品） 

4% 中式快餐/中餐/火锅连

锁等 

以华东和山东市场为核心，

并向华中、华北、西南、华

南、东北等区域拓展 

冷冻食品

企业扩充

预制菜品

类 

安井食品 包括油炸类、豆制品

类、蛋饺类、调味品

类、冻品先生等 

9.70% 分为经销商、商超、特

通、电商 

以华东地区为中心、辐射全

国。 

千味央厨 产品主要包括油炸

类、烘焙类、蒸煮

类、菜肴类及其他四

大类 

5.30% 主要采取直营和经销两

种模式进行销售。对经

销客户主要销售通用

品，对直营客户主要销

售定制品 

以华东、华中地区为主，华

北、华南、西北、东北、西

南等地次之 

惠发食品 包括速冻丸类制品、

肠类制品、油炸类制

品、串类制品等在内

的速冻调理肉制品 

-- 以经销商模式为主，渠

道涉及批发流通、商

超、餐饮、团膳、军

供、终端等 

以山东为中心，覆盖全国大

多数省市和地区 

餐饮企业

发展预制

菜 

同庆楼 臭鳜鱼、名厨名菜、

名厨面点等 

-- 线上线下 以安徽省内为主 

广州酒家 以自有品牌速冻盆菜

系列、陈皮鸭、咸香

-- 线上线下 以广东省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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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等广式熟食系列、

广式靓汤等产品为

主，同时为第三方品

牌代加工盆菜。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莞证券研究所。备注：“--”表示未公告，销售区域为公司主营业务销售区域 

 

5.1 味知香：国内预制菜龙头 

公司是行业内领先的预制菜生产企业之一。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领先的预制菜生产

企业之一，建立了以“味知香”和“馔玉”两大品牌为核心的产品体系。公司产品包括肉禽

类、水产类及其他类，涵盖数百种菜品，有效地满足了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口

味偏好。从收入构成来看，肉禽类产品是公司核心产品，近几年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由

2016 年的 60.8%上升至 2020 年的 70.1%），其中牛肉类占比最大。 

产品结构较为多元。公司通过数年的研发积累，形成了种类丰富、形态多样的产品结构，

除了肉禽类、水产类等主打产品外，还推出了蔬菜类、 礼盒类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多元

化的选择。公司建立了柔性化生产线，能够根据下游需求灵活地生产多种产品。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营销网络。公司销售分为线下销售和线上销售，线下销售主要以经销

为主，存在少量直销情况。公司对经销渠道客户根据销售对象及终端客户不同分为零售

渠道和批发渠道。零售渠道客户面向个人消费者，主要从公司采购“味知香”品牌产品后

销售给个人消费者，此类客户分为经销店和加盟店；批发渠道客户一般从事冷冻食品批

发业务，此类客户主要从公司采购 “馔玉”品牌产品后销售给酒店、餐厅、食堂等客户。

线上销售主要是客户通过电商平台采购“味知香”品牌产品。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

司经销商（不含加盟店）数量为 958 家、加盟店数量为 1219 家，广泛分布在江浙沪及

外省等地各大农贸市场、集市、街道门店，贴近消费者生活区域。 

 

图 21：味知香各类产品营收（亿元） 图 22：味知香各类产品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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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味知香主营业务分渠道销售情况（万元） 

类型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零售渠道  42,480.02 69.11% 36,254.34 67.85% 31,038.89 67.51% 

其中：加盟店  32,000.44 52.06% 25,978.66 48.62% 15,006.17 32.64% 

经销店  10,479.58 17.05% 10,275.68 19.23% 16,032.72 34.87% 

批发渠道  18,477.59 30.06% 17,074.14 31.95% 14,857.06 32.32% 

直销及其他  511.51 0.83% 104.41 0.20% 79.25 0.17% 

合计  61,469.12 100.00% 53,432.90 100.00% 45,975.20 100.00%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建立较为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公司自建了较为完善的冷链物流配送体系，从客户下单

到产品出库、装车运输、配送签收耗时较短，既降低客户等待时间也更大程度地保障了

产品的新鲜程度。由于行业内多数企业生产规模较小，仅服务于周边少数客户，没有能

力和动力去建立相应的物流配送体系。高效、及时的物流体系能够帮助公司进一步扩大

产品销售区域，更好地服务经销商客户，形成了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难以替代的优势。 

5.2 盖世食品：国内预制凉菜领导企业  

公司是国内预制凉菜领导企业。公司成立于1994年，以海藻、食用菌、鱼籽等系列海珍

品为主要食材，为国内、外餐饮企业提供预制凉菜。公司主要产品按照产品属性划分，

包括藻类、菌类、山野菜、鱼籽及海珍味等系列开胃凉菜产品；按照加工方式划分，包

括调味品类、干品类、冻品类、盐渍类产品，其中调味品类是核心品类，是公司收入的

主要来源。 

国际国内市场双开拓。公司有28年食品出口经验，产品已出口日本、美国、欧洲和东南

亚等57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以前，公司收入主要来自出口。此后，不断加大对国内市

场的开拓，国内收入占比不断提升。2021年，公司出口收入占比约为54.1%，国内市场收

入占比约为45.9%。 

图 23：盖世食品各类产品营收（亿元） 图 24：盖世食品各类产品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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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丰富的产品矩阵，品牌具有一定知名度。公司聚焦预制凉菜行业，产品矩阵丰

富，产品包括海藻系列、菌菇系列、海珍味系列、鱼籽系列等，目前拥有300余种产品，

1000余个SKU。旗下拥有“盖世”、“山珍源”、“北国之春”、“盖世香”等业内知名品牌，

其中“盖世”商标被认定为辽宁省著名商标。公司拥有国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日餐产品

的销售渠道，消费者和渠道商对公司品牌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公司的品牌已经有了一定

的知名度。 

 

5.3 安井食品：速冻食品龙头 加大对预制菜的拓展 

公司是国内速冻食品龙头。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主要从事速冻火锅料制品（以速冻鱼

糜制品、速冻肉制品为主）和速冻面米制品、速冻菜肴制品等速冻食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安井”品牌速冻食品，包括 Q 鱼板、鱼豆腐、爆汁小鱼丸等速

冻鱼糜制品；撒尿肉丸、霞迷饺、亲亲肠等速冻肉制品；手抓饼、牛奶馒头、红糖发糕、

馅饼等速冻面米制品；千夜豆腐、蛋饺、虾滑等速冻菜肴制品。目前公司共有速冻食品 

300 多个品种。从收入构成看，火锅料制品仍是公司的核心产品，近几年营收占比维持

在 60%以上。公司从 2018 年开始发展菜肴制品，2021 年上半年营收占比已由 2018 年的

9.3%提升至 12.5%。 

图 25：盖世食品分区域营收（亿元） 图 26：盖世食品分区域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27：安井食品各类产品营收（亿元） 图 28：安井食品各类产品营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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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加大对预制菜的布局。2021 年 7 月，公司以 7.17 亿元收购新宏业食品 71%的股权，

布局上游原料淡水鱼糜产业及速冻调味小龙虾菜肴制品。2022 年 3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

成功，募资总额 56.7 亿元，其中新建速冻菜肴制品 10.5 万吨的产能。公司 2022 年 3 月

4 日公告拟投资总额 10 亿元，投向预制菜肴生产项目。该项目占地约 233 亩（以实际丈

量为准），地址位于湖北省洪湖经济开发区创业路以南、万家墩路以东、长渠路以北。安

井食品将同自然人肖华兵在洪湖经济开发区共同注册成立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对合资公

司持股 90%，肖华兵持股 10%。项目按两期投资，每期建设期分别约为 24 个月；两期投

产后 3 年内达产。该项目建成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在预制菜肴领域的产能储备和行业影响

力，提高公司规模效应和市场反应速度。 

已形成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公司营销模式包含经销商、商超、特通、电商。目前，公

司拥有 1033 家一级经销商，商超客户主要包括大润发、永辉、沃尔玛、苏果等连锁大卖

场，与呷哺呷哺、海底捞、彤德莱、永和大王、杨国福麻辣烫等餐饮客户及良品铺子、

瑞松食品、东江清水食品等休闲食品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司积极拓展线上业务，通

过“旗舰店+自营”模式与天猫、京东、拼多多、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等平台密切合作。公

司与头部主播李佳琦、刘涛等开展合作，持续进行新媒体营销，通过抖音、小红书等打

造新媒体营销矩阵，发力线上传播，推动品牌年轻化发展。公司目前已形成以华东地区

为中心、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29：安井食品分区域营收（亿元） 图 30：安井食品分区域营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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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千味央厨：深耕餐饮渠道的速冻面米制品龙头 

深耕餐饮渠道的速冻面米制品龙头。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一直致力于为餐饮企业（包

含酒店、团体食堂、乡厨等）提供定制化和标注化的速冻面米制品。公司秉承 “只为餐

饮、厨师之选”的战略定位，为餐饮客户提供食品供应的解决方案。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油

炸类、烘焙类、蒸煮类、菜肴类及其他四大类，具体产品包括油条、芝麻球、蛋挞皮、

地瓜丸以及卡通包等。从收入构成看，油炸类产品是公司的核心品类，2020 年收入占比

达到 55.2%；烘焙类、蒸煮类、菜肴类及其他收入占比分别为 19.9%、19.5%、5.3%。 

研发新品能力强，产品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公司不断推出餐饮渠道适销产品，提升餐

饮渠道品类叠加效应。目前，公司拥有包括油条、芝麻球在内的 300 多个单品。另一方

面，公司依托现有产品进行场景化的深入研究，研发出适应不同消费场景的系列产品。

以油条为例，公司从 2012 年开始进行油条细分场景下的市场研究，细分出火锅、快餐、

自助餐、宴席、早餐、外卖六大场景，并针对性推出茴香小油条、麻辣烫小油条、火锅

涮煮油条、外卖专用油条等多款创新性产品。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31：千味央厨各类产品营收（亿元） 图 32：千味央厨各类产品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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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饮渠道端具有先发优势。公司通过在速冻面米制品 B 端领域多年的深耕，开拓了诸

多国内外知名餐饮连锁企业如百胜中国、华莱士、真功夫、九毛九、海底捞等客户，为

客户提供菜单设计、产品开发、产品销售、技术支持、干线物流运输以及后续服务咨询

等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与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同盟关系，打造了较高的知名度和企

业信誉。知名餐饮连锁企业一旦与供应商达成合作，除非有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否则不

会轻易更换供货商。公司深耕餐饮渠道多年，建立了一定规模的优质客户资源，具有先

发优势。 

表 5：千味央厨主营业务分渠道销售情况（万元） 

销售模式 生产模式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直营  

  

定制品  28,270.44 30.00% 31,382.84 35.32% 24,150.77 34.46% 

通用品  5,407.57 5.74% 5,067.92 5.70% 4,365.59 6.23% 

经销  

  

定制品  970.63 1.03% 538.68 0.61% 210.09 0.30% 

通用品  59,574.70 63.23% 51,873.71 58.37% 41,358.43 59.01% 

合计  94,223.34 100% 88,863.15 100% 70,084.88 100%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渠道以华东、华中地区为主，辐射全国。公司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其中华东地区

收入占比维持在 50%以上，主要是公司前两大直营客户必胜（上海）食品有

限公司、福建省华莱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归属华东地区，这两家客户收入占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超过  30%。华中地区是公司的第二大市场，收入占比

维持在 16%左右。华北、华南、西北、东北、西南等地收入占比均在个位数

水平，境外地区收入占比很小。  

 

图 33：千味央厨油条家族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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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圣农发展：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龙头，持续拓宽肉制品产品线 

公司是白羽肉鸡全产业链布局的龙头。公司成立于 1983 年，拥有全球最完整配套白羽

肉鸡全产业链，涵盖了饲料加工、原种培育、祖代与父母代种鸡养殖、种蛋孵化、肉鸡

饲养、屠宰加工与销售、熟食加工与销售等多个环节，同时公司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白

羽肉鸡食品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是肉鸡饲养及初加工、鸡肉产品深加工，主要产品是分

割的冰鲜/冷冻鸡肉及深加工肉制品。从收入构成看，2021 年上半年鸡肉和肉制品收入

占比分别为 64%和 31.4%。 

持续拓宽肉制品产品线。公司目前食品已建及在建工厂产能合计超过 43.32 万吨。其中

鸡肉制品方面，公司先后开发出美食类、调理类、炭烤类、油炸类、灌肠类、蒸烤类等

6 大系列 100 多种产品，产品覆盖国内 30 多个省市，并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在巩固鸡肉深加工业务的同时拓展了猪肉、牛肉等肉类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生产业务，

目前的生产线覆盖中式调理包、冷冻调理线、油炸、蒸煮、碳烤、烟熏、灌肠等多种工

艺，且生产线设计灵活，不断提升自动化生产能力，可以生产各种中式、西式产品。随

着肉制品产品线的拓宽，公司肉制品业务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已由 2017 年的 21%提升

至 2020 年的 30%。 

图 34：千味央厨分区域营收（亿元） 图 35：千味央厨分区域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36：圣农发展各类产品营收（亿元） 图 37：圣农发展各类产品营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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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优质客户群体，涵盖餐饮、KA、便利店、电商平台等。公司拥有百胜、麦当劳、德

克士、棒约翰、汉堡王、豪客来、宜家等国内外餐饮巨头的优质客户群体，并与日本火

腿、FOODLINK、日本服务、伊藤火腿、住金物产、日本永旺企业、韩国乐天、韩国普光

集团、LG 集团等日本、韩国大型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其供应链覆盖全家、7-11、

罗森、CU、GS25 等便利店。与此同时，公司注重新兴渠道的拓展，在产品进驻沃尔玛、

永辉、华润万家、家乐福、大润发、盒马生鲜、新华都等国内外大型连锁超市的同时，

亦进驻了全国/地方的电商平台，涵盖天猫、京东、顺丰优选、苏宁易购、拼多多等主要

全国电商平台以及兴盛优选、易果生鲜、朴朴、上海叮咚、美团买菜、每日优鲜等主要

本地电商平台，将品牌影响力延伸至终端消费领域。 

建立了分层次的营销渠道体系。公司目前已经建立起以福建为核心，以华东、华南为区

域中心，并向华北、西北拓展的市场区域布局体系，主要渠道包括餐饮、出口、商超、

便利店、批发、电商、团餐等，是国内少数几个拥有多层次的客户群体、合理的市场网

络和完善的储藏运输体系的公司之一。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发挥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优势，

将各类新产品快捷地销售到全国各类目标市场。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38：圣农发展分区域营收（亿元） 图 39：圣农发展分区域营收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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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产品研发优势。公司在靠近餐饮渠道总部的城市就近设立研发中心，根据不同销售

渠道配备不同的研发。公司先后在光泽、福州、上海成立了三大研发中心，并在杭州设

立了营销创新中心；拥有 100 多人的专业研发队伍，并斥资数千万元购置各类实验设备

40 多套，涵盖肉类加工的各个工艺环节。凭借研发优势，公司持续开发出多种适合家庭

便捷的美食，并通过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新兴媒体进行品牌宣传升级。 

6. 投资策略 

首次覆盖，给予预制菜行业谨慎推荐评级。我国预制菜市场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行业

发展速度较快。但与此同时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市场中的中小企业数量较多，行业

竞争格局相对分散，规模企业数量偏少，尚未出现引领市场的大规模龙头企业，行业尚

属蓝海。从需求结构来看，预制菜行业以餐饮端为主，零售端为辅。对于餐饮端客户而

言，预制菜可以提高出菜速度、减少后厨面积、丰富品类等；对于零售端客户而言，预

制菜可以便捷、快速的做出一道菜肴，即可以节省时间，亦可保证饮食的健康。餐饮端

方面，预制菜的降本增效以及餐饮连锁化+外卖渗透率提高+团餐盛行，可以有效的带动

预制菜需求提升。叠加零售端宅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催

化，我国预制菜行业的需求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广阔。标的方面，可

重点关注味之香（605089）、安井食品（603345）、千味央厨（001215）、龙大美食（002726）、

圣农发展（002299）等。 

7. 风险提示 

（1）市场竞争加剧风险。由于预制菜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市场中的中小企业数量较

多，竞争格局相对分散，市场竞争较为激烈。而激烈的市场竞争或使行业短期出现价

格战、产能过剩等现象，进而影响行业盈利水平。 

（2）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目前全国范围内的预制菜生产商以同类型中小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居多，并且多数依然停留在作坊式的生产加工模式，只供应少量客户，产品结构

相对单一，标准化程度较低。若发生食品安全及品质问题，将对行业产生一定的负面

影响。 

表 6：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2022/4/12）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股价(元) 
EPS（元） PE 

评级 评级变动 
2020A 2021E 2022E 2020A 2021E 2022E 

605089 味知香 63.30 1.67 1.46 1.90 37.90 43.36 33.32 推荐 首次 

603345 安井食品 107.08 2.55 2.54 3.39 41.99 42.16 31.59 推荐 维持 

001215 千味央厨 40.40 1.2 1.03 1.29 33.67 39.22 31.32 推荐 首次 

002726 龙大美食 9.73 0.91 0.58 1.12 10.69 16.78 8.69 谨慎推荐 首次 

002299 圣农发展 19.80 1.64 0.47 1.09 12.07 42.13 18.17 推荐 维持 

836826 盖世食品 12.26 0.31 0.48 0.53 31.39 20.27 18.36 谨慎推荐 首次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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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宏观经济下行风险。我国预制菜目前主要以餐饮渠道为主，若后续疫情反复扰

动，餐饮企业或受到一定冲击，进而影响对预制菜的需求。 

（4）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预制菜原材料价格存在周期波动的风险，若原材料价格上

涨幅度较大，将增加预制菜企业的成本压力，进而对行业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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