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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3深蓝媒体智库年度峰会暨高质量发展与
品牌创新大会”上，北京商报社总编辑助理吴文治发布
了深蓝智库2023年度专题报告之《新消费 新增量》。从
预制菜、电商直播、即时配送等几部分，用大数据和案
例，分析客群画像、发展趋势，用新闻的视角，与行业一
起寻找消费新增量。

报告指出，预制菜采购呈现日常化，正从即烹类
产品向即热即食拓展。2022年年货节期间预制菜销售
同比增长150%。今年“五一”期间预制菜成交金额同
比增长超250%，日出库数量破百万，可见预制菜已经
从节日家宴来到了消费者的日常餐桌上。目前，无论
是产品口味还原度不断提高，产品更加健康还是赛道
愈发细分化，相较于此前，预制菜的品质和种类均有
大幅提升。

在预制菜板块中， 鲁豫冀预制菜企业数量居前
列。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初，预制菜相关
企业6.4万家，2022年新增注册企业1800余家。 从数
据看来，近五年成立的预制菜相关企业将近五成，仅
2022年成立的相关企业就有1000余家。 从预制菜相
关企业的分布来看，山东省拔得头筹，其余地区企业
数量分别为1500-6000家不等，不难看出预制菜相关
企业并非高度集中在某一区域， 而是分布在全国各
地。

直播电商方面，主播、直播机构和平台正在形成新
的平衡机制，即新一代主播也不再是营造焦虑，而是更

偏向于分享专业知识。 同时， 随着平台的流量机制倾
斜，越来越多的中腰部主播崛起。根据商务部在2023年
1月发布的数据，2022年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累计
直播场次超1.2亿场，累计观看超1.1万亿人次，直播商
品超9500万个，活跃主播近110万人。

直播行业历经剧烈变化，超级主播格局瓦解，直播
机构多平台延伸，电商壁垒逐渐松动。同时，直播间里
的从业者们，走出过往叫卖式直播的模板，探索更吸引
人的新形式、新品类和新玩法。

报告发现，医药 、摩托车/电动车、珠宝首饰、宠物
生活、营养保健五类产品迎来爆发式增长，26-45岁的
消费者是直播间购物的主力军。朝阳区、海淀区、西城
区更成为北京市直播成交额前三的区县。其中，朝阳
区热衷购买休闲零食、生鲜果蔬、医药等即时零售品
类，丰台区热衷购买水饮、手机、生鲜等即时零售品
类，大兴区热衷购买休闲零食、医药、酒水等即时零售
品类。

京东到家、叮咚买菜、美团等企业占据即时零售
的半壁江山，到沃尔玛、物美等实体零售企业入局，
即时零售的大盘日趋多元。报告认为，在本地特色比
较明显的即时电商领域，不只有即时零售，还有即时
服务。接下来，即时零售将从之前跑马圈地的野蛮成
长阶段进入到精细化运营阶段， 以送万物为目标的
即时零售市场对用户体验及平台综合能力也提出新
的需求。

【报告亮点】

寻求产品细分化并非仅仅是产品上的研发创新，背后
更是折射出对于企业供应链、 技术能力等多方面的考验，
无论是自建中央厨房还是代加工， 对终端平台的管理、协
调工厂的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乙类
乙管”的实施，这两年大火的预制菜赛道也将进入洗牌期，
曾经靠着“贴牌”挤入赛道，想要吸引资本的品牌将逐渐退
场，真正具有研发、供应链、原材料、渠道优势的品牌将开
始展开实力竞争。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预制菜使用场景逐渐丰富，细分
化将是必然趋势。另外，在当下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企
业想要形成预制菜的壁垒，那就要持续强化自身差异化商品
的研发以及供应链的建设，而在更加细分的领域抢占先机有
利于保留话语权。

过去的三年，疫情的催化让预制菜的刚需性提升，更多
消费者开始接触预制菜， 企业端也开始从多元的需求出发。
从产品定位上看，其将预制菜设定了一个专属场景，来满足
此类需求的消费人群。除此之外，根据一人食市场兴起、露营
热等新消费趋势的出现，不少企业也根据不同场景推出相应
的预制菜产品。

预制菜在C端市场的火热肉眼可见，无论是企业的销量还
是工厂的接单量都在一路狂飙， 庞大的市场潜力也引来创业
者和资本端的关注。即使预制菜热度不减，但消费端的声音却
逐渐出现两极化，有人成为预制菜的死忠粉，有人谈及后视如
敝履。其中，预制菜在成分安全、健康指标方面备受质疑。

随着预制菜发展得越来越细分化以及消费者对于健康
和营养的追求度不断攀升，预制菜企业也开始以健康化作为
切入点，从一开始解决消费者“不会做、不好吃、没时间”的厨
房难题，到满足消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的诉求。

·预制菜·
场景化驱动 产业更细分

预制菜细分产品全国各省市消费占比
（2023年一季度）

海鲜菜肴消费者占比：
黑龙江37%

内蒙古34%

贵州31%

肉制品消费者占比：
山东40%

云南37%

河北35%

火锅丸料消费者占比：
甘肃28%

青海25%

福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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