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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的预制菜产业有望掀起厨房

革命，对家电企业来说也意味着新机遇。

2019年以来，家电行业陷入滞长，寻

找未来成长机会成为众多家电企业都在思

考的问题。家电行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表

示，从投资机会上看，预制菜行业在2022

年以来异军突起，不少地方政府推动布局

该产业。未来三年，预制菜行业规模有望

迅速增长。“预制菜的蓬勃兴起，让不少

家电企业认为，这个机会，必须抓住。”

他强调。

海尔厨电相关负责人认为，预制菜作

为一种新的潮流的美食生活方式，会吸引

一大批“厨房小白”下厨房，一旦这样的饮

食习惯被培养了以后，首先，与预制菜烹饪

密切相关，以及与预制菜存储相关的产品，

如烤箱、微波炉、冰箱、冷柜等，受益会比较

明显。

其次，通过深入预制菜领域，家电企业

也能打通从用户厨房到用户餐桌的最后一

步。从前端接触不同菜系的多类菜品，并从

源头将食材一一拆解再合理组合，能够满足

用户不同需求的同时，也为家电产品在功能

设计方面提供支撑。例如，家电企业也可根

据当下火热的预制菜完善微蒸烤产品功能，

烹饪模式、彩屏交互以及预设菜谱、远程操

控等。

此外，刘冀元指出，构建新的厨房

烹饪场景与体验也将成为家电企业当下

破局的新思路。切入预制菜领域，家电

企业可以从单一家电产品销售向烹饪产

业链拓宽，为用户提供采买烹饪一体化

的产品方案。

事实上，预制菜已经为家电高附加值

以及产品差异化带来一定助益。例如在京

东网上商城，普通的微波炉一般 300～500

元/台，而格兰仕新发布的家用预制菜微波

炉，单价近千元。新发布的商用预制菜微

波炉，单价更是近5000元。

本报讯 记者谷月报道：近几年，智能

手机OLED屏幕渗透率越来越高，很多中端

产品已纷纷使用高刷 OLED。根据 Trend-

Force 集邦咨最新研究报告，2021 年 OLED

在手机市场的比重为 42%，至 2023 年预计

会突破50%。

随着 OLED 在手机市场的渗透逐渐扩

大，业内认为 IT 产品将是 OLED 下一个重

点进攻的战场。

业内认为，凭借柔性性能OLED已在手机

领域掀起风暴，接下来OLED将极大可能给

笔记本电脑形态带来变化，诞生出折叠笔记

本电脑，甚至卷曲本，为终端形态带来革新。

未来几年将是 OLED 渗透率提升的关

键时期。

TrendForce集邦咨询指出，虽然受高世

代设备及材料效能演进速度较慢等因素影

下，近两年 OLED 面板在中尺寸 IT 产品领

域的发展步伐趋缓，不过预计在2024年后，

苹果如能按照计划陆续推出采用 OLED 面

板的 IT 产品，那么中尺寸 OLED 面板必将

迎来快速增长。

一直以来，苹果在新技术导入以及新产

品推出上扮演着推波助澜的关键角色，许多

中尺寸 OLED 技术的开发与讨论也与苹果

未来在中尺寸产品中采用 OLED 面板的计

划高度相关。

然而，TrendForce 集邦咨询也强调，对

比传统的 LCD 在笔记本电脑上的表现，

OLED的寿命与价格明显屈居劣势，加上笔

记本电脑屏幕尺寸较手机更大，IR drop

（电压降）影响功耗的状况也会更为明显。在

面板厂加大对 IT 面板产线建设的同时，技

术挑战也随之升高。

万亿元“预制菜”市场 家电企业能分几杯羹

本报记者 谷月

今年以来，预制菜开始在C端消费市场掀起热潮，受到家电企业的关注。继海尔、老板电器、添可之后，格力和
格兰仕近日也相继进入预制菜领域。数据显示，2026年，预制菜有望成长为万亿元市场。在业内人士看来，家电企
业必须抓住预制菜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与此同时，预制菜与家电企业只有双向奔赴才能相互成就。

家电企业涌入预制菜新赛道
根据艾媒咨询报告数据，预计

2026年，预制菜市场有望成长到万
亿元规模。

近年来，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与消

费者代际更替交织，预制菜产业迎来发展

新机遇。

根据艾媒咨询报告数据，2021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3459 亿元，同比增长

19.8%，如果按照平均每年 20%的复合增长

速度估算，预计2026年，预制菜市场有望成

长到万亿元规模。

万亿元预制菜市场成功吸引了家电企业

的目光。仅今年9月，就有两家家电龙头企业

涌入预制菜新赛道。

9月 7日，在珠海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座

谈会上，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表

示，格力电器将成立预制菜装备制造公

司。9 月 15 日，格兰仕集团等联合预制菜

企业、冷链物流等相关企业共同创建了首

个“大湾区预制菜产业生态联盟”。9月 20

日，格兰仕集团旗下首台家用款预制菜微

波炉全国首发。

家电行业与预制菜其实早已“相遇”。

2020 年年底，海尔智家结合智能烤

箱，推出预制的北京烤鸭，两天卖出了 1

万只，并在 2021 年春节期间推出了 16 道

名厨拿手菜年夜饭套餐。今年，科沃斯

集团旗下的添可品牌推出了与智能料理

机 “ 食 万 ” 配 套 的 食 万 净 菜 。 早 些 时

候，老板电器便与智能菜谱公司、食品

公司、预制菜制作公司、配送公司等上

下游在预制菜领域展开合作，以求推动

现代厨房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美的

在其官方商城推出了 44 件预制菜产品。

美的在今年上半年财报中透露，面向消

费者宅家烹饪的需求，推出了智能家电

与 预 制 菜 结 合 的 美 的 智 慧 厨 房 解 决 方

案，助推空气炸锅等厨房小家电产品的

市场份额。

热潮从B端走向C端
预制菜在C端的需求正日益增

多，供应链以及产品创新能力将成
为预制菜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预制菜产业是从 B端切入并得到

快速发展的。

预制菜能够降低餐厅的运营成本，且

在疫情期间，能缓解堂食压力，减少餐厅损

失，于是各大连锁餐饮品牌纷纷入局。如叮

咚买菜、盒马、美团买菜、每日优鲜等生鲜

电商平台，以及如海底捞、西贝等连锁餐饮

企业也已纷纷推出预制菜品牌。

如今，预制菜产业正从 B 端快速发展

期走向C端需求发掘期。

预制菜能够帮助消费者完成烹饪前期

繁琐的任务，包揽了前期买菜、洗菜、切菜，

甚至是调味等环节，省时省心省力。尤其对

于年轻消费者来说，预制菜是实现“厨房自

由”的第一步。相关数据显示，预制菜C端用

户超 80%为 22～40 岁。相较于银发人群，Z

时代年轻人对预制菜的接受程度显然更高。

此外，随着单身人群比例逐年攀升，“一

人食”已成为年轻人的常态化生活，按需按

量配比的预制菜很好地避免了浪费问题。

在今年年初天猫公布的十大新年货数

据中，与去年相比，预制菜的销量同比增长

了 16 倍。京东大数据则显示，自 1 月以来，

1～2人小包装半成品菜成交额同比增长了

3.5倍。

“预制菜在C端的需求正日益增多，但

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商业经营模式。”奥维

云网厨卫电器分析师刘冀元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采访时指出，供应链以及产品创新

能力将成为预制菜的核心竞争力。从蔬果

肉蛋的选择与加工环节，到产品创新研发

环节，再到保证配送效率的供应链环节，缺

一不可。

双向奔赴才能相互成就
未来，家电企业可以切入预制

菜智能厨电、智能装备的赛道，向预
制菜生产企业提供生产需要的设备。

业内认为，预制菜与家电企业的相遇

是双向奔赴，相互成就。

一方面，家电企业的切入更有利于促

进预制菜行业发展。

海尔厨电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其一，口味问题是

困扰预制菜行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烹饪预制菜很容易出现对火候、时间等把

握不准的情况，影响食用体验，而家电企业

的加入可以在预制菜与厨电的适配方面出

一份力。其二，家电企业的口碑、渠道等资

源也对预制菜更好打开市场有帮助。以海

尔智家为例，依托于食联网生态品牌，海尔

智家打通了从田间地头到用户餐桌的全流

程，一键扫码溯源，让用户吃得更放心。“智

慧网器+数字化烹饪程序+标准化生态预制

菜”的生态模式，保证还原出每道菜品的最

佳口感，满足消费者对美食品质、便捷烹

饪、健康饮食的需求。

此外，对于预制菜产业链条中十分重

要的环节，包括生产加工、冷链物流、仓储

包装，及厨房装备器械制造等，深耕多年的

家电企业也能出一份力。

此前，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表示，格力电器预制菜装备制造公司将注

重研发、生产和营销服务，为预制菜产业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

艾媒咨询集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

毅也指出，未来，家电企业也可以切入预

制菜智能厨电、智能装备的赛道，家电厂

商有提供或者配备生产设备的能力，可以

向预制菜生产企业提供某些生产需要的

设备。

家电企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切入预制菜领域，家电企业可

以从单一家电产品销售向烹饪产业
链拓宽。

OLED手机面板渗透率将破50%

（上接第1版）
《“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指

出，要开展高效钙钛矿电池制备与产业化生

产技术的示范试验，具体包括研制基于溶液

法与物理法的钙钛矿电池量产工艺制程设

备，开发高可靠性组件级联与封装技术，研

发大面积、高效率、高稳定性、环境友好型的

钙钛矿电池；开展晶体硅/钙钛矿、钙钛矿/

钙钛矿等高效叠层电池制备及产业化生产

技术研究。

《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

（2022—2030年）》提出，研发高效硅基光伏

电池、高效稳定钙钛矿电池等技术。近日

发布的《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也要求，加快智

能光伏创新突破，支持钙钛矿及叠层电池

等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提升规模化量产

能力。

“目前，中国钙钛矿电池在全球处于领

先水平，组件量产进度最快，尺寸最大，效率

最高。”范斌说。

2022年是钙钛矿产业化元年？

基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具备的诸多优

点，新能源产业链企业纷纷进行相关布局。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 20 家上市

公司表现了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兴趣。

隆基绿能目前拥有钙钛矿相关专利

20 项。

通威股份在今年半年报中提到，公司已

全面展开了对钙钛矿/硅叠层电池等前沿技

术的研究与开发。

中来股份在回复投资者时表示，公司

的钙钛矿叠层电池正在研发中，现阶段重

点在进行与钙钛矿电池相匹配的底层电池

的研发。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今年 5 月份

召开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钙钛矿光伏

电池研究进展顺利，正在搭建中试线。

此外，晶科能源、东方日升等光伏行业

的一体化龙头企业也表示对钙钛矿技术的

关注和研发储备，聆达股份、拓日新能、京山

轻机开始布局该技术的产业化能力。新能

源装备厂商捷佳伟创的钙钛矿整线设备也

进入研发阶段。

在此背景下，钙钛矿电池的产业化前景

也越来越清晰。不少企业更是先行一步，率

先推进钙钛矿电池量产。

协鑫光电生产的尺寸为 1m×2m 的全

球最大尺寸钙钛矿组件已经下线，投建的全

球首条 100 兆瓦量产线已在昆山完成厂房

和主要硬件建设，计划2023年投入量产。

极电光能全球规模最大的 150 兆瓦钙

钛矿光伏组件试制线设备已经入场安装调

试，今年第四季度将全面投产；其全球首条

吉瓦级生产线也将于 2023 年启动建设，计

划在2024年正式投产，到2026年建成10吉

瓦的产能。

杭萧钢构在互动平台上称，其子公司合

特光电计划 2022 年年底投产首条晶硅薄

膜+钙钛矿叠层电池中试线，目标转化效率

为28%以上。

纤纳光电在浙江衢州举行了首批α组

件的发货仪式，发货数量为5000片，用于省

内工商业分布式钙钛矿电站。

极电光能联合创始人、总裁于振瑞将

2022 年视作钙钛矿产业化元年。他告诉

《中国电子报》记者，今年，极电光能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正式走上中试线阶段。这标志

着钙钛矿技术正式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在

中试线上，量产工艺及量产设备、自动化连

续生产等都会得到验证。他透露，目前，

极光电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在 10×

10c㎡的尺寸上效率超过20%，20cm×20c㎡
的效率达到 19.01%，30cm×30c㎡的效率达

到 18.93%。计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将试

制线组件的效率做到 20%以上。依托于该

试制线，未来两年极电光能将向市场上供

应各类 BIPV 发电建材产品，以及用于地

面及工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标准组

件产品。

范斌表示，协鑫光电 100 兆瓦生产线

产 品 整 体 尺 寸 为 1m×2m，效 率 预 计 在

2023 年达到 18%，2024 年达到 20%。该生

产线产品主要给客户试用，同时还将用于

建设示范电站，让客户和市场接受钙钛

矿。“现在最关键是把 100 兆瓦线跑通，而

这也是最艰难的一步，100 兆瓦如果打通

了，后面扩充到 1吉瓦、10吉瓦就会容易很

多。”范斌说。

钙钛矿光伏技术未来可期

尽管在理论上有诸多优点，但作为一种

全新的光伏技术，钙钛矿电池在商业化过程

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太阳电池技

术研究部主任王文静表示，从产业化角度

来看，钙钛矿电池有两个显著缺点，一是

稳定性较差，二是在大面积应用时效率损

失问题。他解释，钙钛矿电池具有易氧化、

不耐高温等特点，稳定性较差、寿命较短。

目前已报道的钙钛矿电池最长工作寿命

往往只能达到几千小时，远低于晶硅电

池。此外，目前实验室里制造的钙钛矿电

池面积较小，与市场需要的太阳能电池在

尺寸上相距甚远。“如何从实验室的小面

积，扩展到实际应用场景中的大面积，是

其商业化需要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王

文静说。

范斌坦言：“目前整个钙钛矿技术的发

展正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设备全新，供应

链全新，工艺技术全新。这其中，最大的难

度在于产品的良率。”据了解，钙钛矿材料本

身的结晶时间短，生产中的工艺窗口时间只

有几秒，造成了生产上的困难。除此以外，

在制备钙钛矿电池的过程中，一个坏点、一

个灰尘都有可能影响整个电池面板的效率，

影响了其大面积应用时的效率。因此，如何

让钙钛矿的薄膜更加致密平整，以及如何保

证环境清洁、避免灰尘等因素干扰，成为眼

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业内对钙钛矿电池的未来仍

持乐观态度。

“有观点认为钙钛矿电池稳定性差、寿

命短，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范斌告诉《中国

电子报》记者，“实验证明，晶硅电池在连续

工作1000~2000小时左右就会有衰减，而钙

钛矿电池连续工作 1.2 万小时都不会有衰

减。它的稳定性和寿命实际上是优于晶硅

电池的。”此外，光伏组件的产品维度单一，

每年能带来的收益是可以准确计算出来的，

度电成本是唯一的指标。“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实际效率和晶硅太阳能电池差距不大，但

组件成本仅为晶硅电池的一半，能为客户提

供更好的投资回报率，将具有极大的市场空

间。”范斌说。

于振瑞认为，未来两年是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培育市场”的关键时期。随着几条

百兆瓦级试制线的投产，各种不同场景下

的示范应用会逐渐展开。这些应用项目将

积累足够的实证数据，让客户看到钙钛矿

组件在各种不同实际应用场景下的发电能

力和稳定性。他预计，到 2025 年，钙钛矿

技术将迈过与晶硅技术正面竞争的阈值门

槛，占据度电成本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加速

放量。

于振瑞表示，未来光伏市场上将是多

种技术并存的局面。在大型地面光伏电

站和工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上，发电成

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钙钛矿光伏组件

由于具有成本优势而竞争力强；在一些土

地资源稀缺、单位面积内需要安装更多光

伏装机的情况下，例如户用屋顶光伏电

站，晶硅与钙钛矿的叠层电池由于具备高

效率的优势而竞争力强；此外，钙钛矿由

于外观漂亮，能与建材更好地集成，因而

在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市场上占据竞

争优势。

钙钛矿,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