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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的消费特征与对策分析——基于广东省的调查数据
卢慧馨　莫慧娆　陈颖华　郭　浩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预制菜作为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之一，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通渠。本文基于广东省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消费者

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购买意愿、实际消费和未来期望，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对策，以期助力于预制菜产业的壮大，农业、

农村和农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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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当今社会，经济

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制作半成品技术以及配送供应链和冷链仓

储的成熟，加之社会发展的需求，预制菜的市场前景日益广阔。

2022 年春节“预制菜”年夜饭热销和冬奥会“预制菜”概念走红，

更是将预制菜产业推向了新的风口。同时，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

相关措施支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预制菜朝着规模化、

标准化、产业化等方向转型升级。以预制菜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注

册数量连续 10 年保持增长，截至 2022 年底，共有 6.4 万家。

市场由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组成，双方均衡是市场有效发展

的重要条件。于是，本文聚焦于预制菜的需求侧，重点关注消费

者对预制菜的消费意愿、消费偏好和消费实况，并在此基础之上

提出相应策略，从而助力于预制菜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农业、

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本次调研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在咨询相关专家和预调查之

后，形成了正式的调查问卷，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消费者的基

本信息，消费者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与购买意愿，消费者实际购

买预制菜的情况，消费者对预制菜的期望。项目团队于 2023 年 1-3

月在广东省展开了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402 份，问卷核心指

标均通过游程检验，表明数据具备良好的代表性。

二、消费者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

基于此次调研数据，本团队发现预制菜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

迎，具体而言：占比 12.9% 的消费者对预制菜非常感兴趣，消费

者中 35.8% 的人群表现出感兴趣，二者共占比 48.7%；而对预制

菜兴趣程度不高的消费合计比例仅为 12.2%。

（一）男性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高于女性

根据调研数据，男性消费群体中对预制菜感兴趣占比达到

50.9%，不感兴趣的仅为 13.8%；在女性中，感兴趣占比 47.4%，

不感兴趣为 11.1%。总体而言，两性对预制菜都颇感兴趣，这为

预制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四十至四十九岁群体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最高

本文发现在 40 至 49 岁群体中，对预制菜感兴趣的比例为

52.1%，占比最高；其次是 30 至 39 岁的年龄段，其感兴趣的比例

为 51%；再次是 19 至 29 岁群体，其感兴趣的比例为 49.2%；而

对预制菜兴趣程度最低的则是 60 岁以上的人群。

（三）研究生学历群体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最高

基于此次调查数据，本文发现研究生学历群体中 56% 的消费

者对预制菜表现出兴趣；其次则是大学专科学历，其感兴趣的比

例为 51.6%；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最低。

（四）专业技术人员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最高

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较，本文发现诸如教师、医生、律师

等专业技术职业类型的消费者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最高，占比

为 66.7%；其次是商业与服务业一般职工，其感兴趣的比例为

64.3%；而农民对预制菜的消费兴趣最低。

（五）三千至六千元月收入消费者的兴趣程度最高

结合调研数据，本文发现月收入在三千至六千元的消费者对

预制菜表现出最大的兴趣程度（占比 65.4%），其次是月收入在

一万至一万五千元的消费者（占比 58%），兴趣程度最低的是月

收入在两万元以上的消费者。

三、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购买意愿

根据调研数据，本团队发现消费者对预制菜表现出较为强

烈的购买意愿，具体而言：占比 11.4% 的消费者非常有意愿购

买预制菜，消费者中 35.3% 的人群表现出较大的购买意愿，二者

共占比 46.7%；而购买预制菜意愿程度不高的消费合计比例仅为

13.8%。

（一）男性购买预制菜的意愿程度高于女性

根据调研数据，男性消费群体中有意愿购买预制菜占比达到

49.1%，完全没有意愿购买预制菜的消费者占比仅为 1.9%；女性

群体中有意愿购买预制菜占比 45.2%，完全没有意愿的消费者占

比 2.5%。

（二）三十至三十九岁群体的购买意愿最高

本文发现在 30 至 39 岁群体中，有意愿购买预制菜的消费者

比例为 53.1%，占比最高；其次是 19 至 29 岁的年龄段，其有意

愿的比例为 47.3%；再次是 50 至 59 岁群体，其有意愿的比例为

46.4%；而对预制菜购买意愿最低的则是 60 岁以上的人群。

（三）研究生学历群体的购买意愿最高

基于此次调查数据，本文发现研究生学历群体中 64% 的消费

者有意愿购买预制菜；其次则是大学专科学历，其有意愿的比例

为 48.4%。学历特征对兴趣程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表现出相同特

征。

（四）技术工人对预制菜的购买意愿最高

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较，本文发现诸如司机、钳工等技术工

人类型的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购买意愿最高，占比为 66.6%；其次

是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其感兴趣的比例为 65%；而农民对预

制菜的购买意愿最低。

（五）三千至六千元月收入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最强

与消费者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的结果一致，本文发现月

收入在三千至六千元的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购买意愿最强（占比

57.2%）；但购买意愿其次是月收入在六千至一万元的消费者（占

比 54.9%），购买意愿最低的是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消费者。

四、消费者购买预制菜的实况

（一）超过一半消费者较多地购买过预制菜

基于调查数据，10% 的消费者经常购买预制菜，45.5% 的消

费者较多地购买预制菜，31.8% 的消费者购买预制菜的频率很低，

仅有 12.7% 的消费者从未购买过预制菜。具体而言，男性购买预

制菜的频率高于女性；40-49 岁的消费者购买预制菜的频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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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科学历的消费者的购买频率高于其他学历；专业技术人员

对预制菜的购买频率高于其他职业类型；购买预制菜的频率随月

收入的降低而减少，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仅有月收入对购买

预制菜的频率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二）购买预制菜的主渠道是线下

根据调查数据，49% 的消费者购买预制菜是通过线下渠道，

45.8% 的消费者则借助线上渠道购买预制菜，还有部分消费者则

是通过馈赠的方式。通过构建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本文发现：

男性相比较女性更偏好于线上消费；不同年龄段之间的消费者在

购买渠道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学历程度越低的消费更偏好线上购

买预制菜；不同职业和月收入的消费者在消费渠道上也不存在显

著差异。

（三）消费者注重预制菜的口味和食用便利性

本文构建了消费者购买预制菜注重因素量表，内含八个指标，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因子旋转，共抽取出两个因子：

商品属性和外部属性。通过对两种属性的描述性分析，本文发现

消费者首要注重的是预制菜本身的口味，其次会关注预制菜在烹

饪或食用时是否便利，随后则是产品的价格；外部属性的关注度

则低于商品属性。

五、消费者对预制菜的期待

（一）消费者更偏好家常小炒类预制菜

结合调研数据，本文发现消费者对不同品类的预制菜偏好程

度存有差异，具体而言：41% 的消费者热衷诸如麻婆豆腐、宫保

鸡丁一类的家常小炒类预制菜；42.4% 的消费者喜欢虾饺、凤爪

等广式早点类预制菜；37.7% 的消费者偏向贵州糯米饭、日式豚

骨面等地方特色类预制菜。

（二）消费者接受的预制菜价格为 11 至 30 元

根据此次数据，本文发现 45.3% 的消费者可接受的预制菜价

格为 11 至 20 元；33.6% 的消费者对预制菜价格接受范围为 21 至

30 元；消费者对单份预制菜的价格预期是 11 至 30 元。当一份预

制菜的价格超过 30 元之后，消费者的接受度急剧下降，这与其消

费能力、日常消费水平、其他竞品价格等因素紧密相关。

（三）消费者希冀提升预制菜的新鲜度与安全度

结合调研数据，30.6% 的消费者认为预制菜的新鲜程度不足，

24.63% 的消费者则担忧预制菜缺乏食品安全保障，15.74% 的消费

者表示预制菜的营养价值不足，14.57% 的消费者认为当前预制菜

的价格偏高，超出了心理预期。

六、总结与建议

预制菜是对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融合，一方面可以就地利

用本土农业特色，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工业实现农产品的加工与附

加值的提升，从而双向助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预制菜产业的发

展需要充分把握消费者的意愿、偏好与实况，为此本团队在广东

实施了预制菜的调研工作，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预制菜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大部分消费者表现出

对预制菜较为强烈的兴趣和购买意愿，这为预制菜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市场基础。但需要注意到不同人群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男性对预制菜的感兴趣程度和购买意愿均高于女性；40 至 49 岁的

群体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最高，而 30 至 39 岁的群体购买意愿则

最强；研究生学历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对预制菜的兴趣和购买意

愿最高；月收入三千至六千元的消费者对预制菜的兴趣程度和购

买意愿高于其他收入。其次，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购买预制菜的频

率为中高层次；近一半消费者是通过线下渠道购买预制菜，线上

渠道则仅略低于线上渠道；消费者更为注重预制菜商品本身的因

素，尤其是口味和食用便利性。最后，在预制菜的品类上，消费

者更偏好于家庭小炒类；消费者对预制菜的价格预期在 11 至 30 元，

特别地当预制菜价格超过 30 元后，消费者的接受度急剧下降；消

费者希冀提升预制菜的新鲜度，并确保食品安全。

基于上述调研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四点对策。

一是，注重提升预制菜品质。预制菜大多数是成型的菜品，

具有加热即食的特点，简单便捷，但美中不足的是预制菜的口感

和风味不如现煮的菜肴。预制菜销售商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优化

现有的优势，改良清洗技术、解冻技术、灭菌技术、贮藏技术，

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菜品。同时确保菜品的丰富性，保证食物的

口味和营养不流失，尽量消除用户对于预制菜品质这方面的顾虑。

加之菜品本身质量就是最好的竞争力。

二是，精准定位目标用户群体。不同特征的人群在兴趣程度、

购买意愿和购买实况上表现出较大差异，对于预制菜企业而言需

要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如初创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等，

灵活运用 4P 策略找准目标人群，基于漏斗模型实现盈利。

三是，制定分层的价格体系。预制菜作为一种新的品类，除

却与同一行业的企业竞争外，还面临着餐厅堂食、家庭外卖等方

式的生态竞争，因此需要设定分层价格体系，实现多层次的覆盖。

四是，优化预制菜的种类，严格执行食品安全制度。预制菜

需充分考虑地方特色，结合地方市场的需求与偏好，设计贴合消

费者倾向的预制菜种类，如此次调研的家庭小炒类和广式早茶类。

食品安全是当前消费者特别关注的问题，应给予充分的重视，由

是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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