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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消除预制菜偏见

一、热点概述

预制菜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培育发

展预制菜产业。这是预制菜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今年全国两会，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建立预制菜使用提前告知制度，通过法律明确使用预制菜的商

家应尽告知义务。如今，预制菜早已经成为餐饮行业绕不过去的问题。消费者不管是点外卖还是堂食，

遇到口味不佳的菜品时，心里都难免嘀咕：这是不是预制菜？这种狐疑不定，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

对预制菜的定义，现在还缺乏普遍共识；第二是餐饮行业在预制菜方面的透明度，做得还远远不够。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虽然预制菜已经是个耳熟能详的词，但到底什么属于预制菜，不要说消费者，就是业内人士

恐怕也有争议。不久前，“老干妈、奶粉都是预制菜”的话题，还在网上引起过广泛争议。因为标准不

清晰，所以公众对预制菜的讨论往往就会失焦，不少人把预制菜当成是“科技与狠活”的代名词，到了

谈预制菜色变的地步。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预制菜只要严格按照标准烹调，这种半成品或者成品的

菜肴，其实不会存在安全或者添加剂的问题，当然在口感和营养方面，和现做现吃会存在区别。要解决

这种认知差异，靠科普或者讲道理，显然远远不够。观念的改变，需要明确的行业标准和执行规范。

（2）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预计未来中国预制菜市场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26 年预制菜市场规模

将达 10720 亿元。在懒人经济、宅经济、家庭场景等需求的催生下，预制菜行业收获颇多关注，无疑是

时下风口上的产业。但鉴于当前预制菜领域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绝大多数

消费者会顾虑预制菜是否添加防腐剂、相关包装材料是否安全等问题。为了打消消费者对预制菜的顾虑，

预制菜企业需要做好“透明化”。

2.道理论证：

（1）尽管有一些消费者并不喜欢预制菜，但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发展，预制菜将成为未来快餐业

的主流。这并非臆测，而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要知道，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时时处处讲效率，

对饮食的要求也是快速、美味、便宜兼具。外卖就是应这种需求而生的。而外卖的出现，使得餐饮逐渐

向着标准化、去厨师化和降低人工成本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就给了成本低、出品快且品质稳定的预制

菜成长的机会和市场空间。

（2）强制要求餐馆提前告知预制菜使用情况，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其实不光是为消费者考虑，

也是对餐馆的长远健康发展打下基础。预制菜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只是一种菜品的制作方式。那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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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担心的营养问题、添加剂问题，其实在现做现吃的餐品中也可能存在。说到底，安全问题和安全标

准有关，和餐品的制作方式没有必然关联。但作为一定程度上的“新生事物”，只有及时顺应现实发展

趋势，完善其相关的各种制度规范，才能让行业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3.对策建议：

（1）尽快出台预制菜的全国统一标准，规范并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2）切实保障社会大众对于预制菜消费的告知权与选择权……

（3）有效开展舆论监督，提升饮食安全意识……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年来，中国预制菜产业飞速发展，未来预计将形成万亿级市场。然而，消费者对预制菜的

顾虑仍然没有打消，在餐馆吃饭时，不免产生端上来的菜是否是预制菜的疑问；还有不少人把预制

菜当成是“科技与狠活”的代名词，到了谈预制菜色变的地步。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影响-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预制菜作为一种新出现的产业，自出现以来就不断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诸如“预制菜进校园”“老

干妈、奶粉都是预制菜”等争议话题屡见不鲜。对此，我认为我们需要理性看待……

第二步——影响：

一方面，预制菜提高了餐饮效率，减少了厨房准备时间，为餐馆提供了更便捷的菜品供应。而且预

制菜作为一种新产业，无疑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农业、食品加工业等产业的发展和

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预制菜此前频繁出现的卫生问题和营养价值问题让公众对预制菜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引

起了恐慌……

第三步——原因分析：

第一，大众对预制菜的定义现在还缺乏普遍共识……

第二，餐饮行业在预制菜方面的透明度，做得还远远不够……

第三，预制菜产业相关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仍不明确，有待完善……

第四步——过渡：

以上现状提醒我们，要想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我们还需要在强化保障、制定标准，做好科普这几个

方面发力，具体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五步——对策：

第一，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市场监管部门在执行和监管环节，尽快制定相关落地细则，一方面规定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3

相关餐饮企业和商家必须主动清晰公示相关菜品来源是否为预制菜，零售型预制食品必须在外包装上清

晰注明所有配料及所含添加剂，特别是保质期要科学合理……

第二，出台统一标准，提高准入门槛。有关部门应该就预制菜的生产、运输、认证、追溯等环节形

成全国统一标准。同时，将预制菜的加工和销售列入专门的工商经营范围，规范并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让老百姓在预制菜商品消费中“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第三，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在预制菜相关细则出台后，宣传部门要及时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向公众

普及预制菜的定义以及行业规范，客观公正地报道预制菜产业相关问题，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预制菜，

提高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认知和接受度……

第六步——总结结尾：

预制菜产业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要解决消费者的顾虑，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通过以上措

施，预制菜能真正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放心选择，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