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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和价格
你选择哪一边？

记者在朋友圈做了一个小调
查，看看大家对外卖预制菜的接受
程度。

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会选择现
场制作的菜品，而不会选择预制菜。

“预制菜的口味肯定不如现炒
的菜，我们点外卖就是为了吃点好
吃的。”消费者小胡这样说。

“我并不排斥预制菜，方便快
捷，价格也比较实惠。”95后小王平
时经常点外卖，他表示，对外卖是不
是预制菜，他并不太在意。这也代
表了一部分消费者的观点。

不过，大家也有共识——尽量
要点有堂食的商家，这样现炒的机
会就会增大，也更有锅气。

预制菜现已成为比较成熟的餐
饮品类，不但在日常生活中进入大
众的餐桌，甚至在年夜饭市场也占
有一席之地。据最近一份调查显
示，有近20%的受访者会直接选择
预制菜套餐来作为年夜饭。

“因为预制菜出餐效率高，口味
也比较统一，价格也有优势，所以，
不少商家会使用预制菜。”一个外卖
平台的商家负责人告诉记者，预制
菜的品种比较多，只要进行简单的
加热就可以快速出餐。如果配备专
业厨师，人工成本会高出很多，价格
上就没有优势了。

不过，也有商家明确表示，自己
不做预制菜，每单都是猛火现炒，讲
究的就是一个锅气。

记者在某平台看到，有商家在
菜品说明里写道：“小锅大火快速翻
炒”“拒绝使用预制菜”。

“预制菜”外卖
你会在意吗？

关键要让消费者有知情权

点外卖已成为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看起来
方便又实惠的美食，其中预制菜有一定占比。预
制菜的普及给消费者提供了便利和更多选择，也
引发不少讨论。

东部银泰城附近的德厚街
聚集了很多外卖商家，每到饭
点，这里烟火气十足，门口排满
了等候取餐的外卖小哥。记者
在现场发现，这里之前有不少
做预制菜的商家，但现在大都
采用现场快炒的方式，几乎看
不到预制菜的身影了。

在一家做轻食餐饮的门
店，记者发现，商家从冰柜里拿
出一盒盒已经包装好的餐食，
打包后由送外卖的“小哥”带
走。记者询问是否预制菜，工
作人员回答：“这些都是我们现
场制作好放在冰柜里保温的，
不是预制菜。”

记者看到，门店操作台上，
确实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现场
制作，然后分包放入冰柜。

一家做小龙虾的门店开业
不久，老板说：“我们不做预制
菜，都是新鲜原料现场制作，虽
然价格高一点，但点单量不
错。”

除了外卖，该店还有堂
食。记者发现，短短 10分钟
内，有不少外卖小哥来取餐。

而边上另一家做鸡肉类
快餐的老板也告诉记者，之
前使用预制菜的商家不少，
现在很少了。“毕竟还是要做
回头客的，口味不好，复购率

就低了，所以我们还是现场
炒制了。”

但是在一家做卤肉饭的门
店，记者看到，水槽里放着很多
包装袋，标注着不同口味的菜
品，边上还有微波炉加热，一看
就是标准的预制菜。不过，米
饭都是现蒸的，然后浇上热好
的菜品，打包后就有外送员拿
走，效率确实高了不少。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持口
感，有的店铺甚至不做外卖生
意，只做堂食。

一位专做煲仔饭的门店
老板告诉记者，之前他们也做
过外卖，但菜品到了消费者手
里起码要近半个小时，所以口
味都变化了，导致不少投诉。
之后，为了声誉着想，干脆只
提供堂食了。“像煲仔饭这样
的品类，不但要现做，而且堂
食口感更好，如果采用预制
菜，可能就无法体现食材本
来的味道了。”这位老板告诉
记者。

一位外卖小哥告诉记者：
“要完全现场切配肯定来不
及，很多配料都是预制的，只
是最后出餐的时候用锅翻炒
下。以前那种直接用微波炉
加热料理包的预制菜确实很
少了。”

需要制定标准
让消费者有知情权

近期，有关预制菜的话题引发多
方关注和讨论。在全国两会期间，不
少委员代表提出相关建议，如促进预
制菜国家标准的制定，让消费者在享
受方便快捷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食
品安全保障。

宁波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强
制要求商家标明是否使用预制菜。
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对于预制菜的概
念和范围也在讨论和调整中，可能会
有比较大的变化，市场也有适应的过
程。“我们也不能对预制菜有过多偏
见，也要树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评
价体系。”这位负责人说。

甬邦餐饮联合会秘书长水锡峰
表示：“一般来说，现场制作的外卖商
家会突出自己的特点。但如果使用
了预制菜的商家，是不会主动提及
的。从行业管理的角度来讲，应该规
范商家的行为，不能把预制菜标明为
现炒。”

宁波市消保委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八条、第九条规定，消费者对其购买
的商品或者服务依法享有知情权和
选择权。商家提供预制菜却不告知
消费者，就意味着商家隐瞒真实情
况，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预制菜本身没有问题，部分消
费者在家庭烹饪时也会选择方便、实
惠的预制菜品。实践中，餐饮市场的
预制菜问题，更多是技术问题、常规
的食品监管问题。就消费者权益保
护层面而言，主要是消费者知情权和
公平交易权问题。”宁波市消保委公
益律师章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
认为通过标识制度、价格等公开，能
够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让消费者

“用脚投票”，同时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个性化需求。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陶颖

现场探访：外卖预制菜确实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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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平台上，不少商家强调是非预制菜。

不少外卖商家都采用现炒方式供餐不少外卖商家都采用现炒方式供餐。。记者记者 毛雷君毛雷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