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制菜角逐拼的是什么

海尔、添可、老板电器等多家企业均已布局

格力入局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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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这一新风口，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家电巨头加入。
近日，以格力电器为首的家电企业云集预制菜这一新风口，通过不

同方式介入这一大市场。
除了格力电器，海尔、老板电器等家电企业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

预制菜市场。
公开报道显示，多地都在大力培育当地预制菜市场，巨大的市场需

求加上政府的支持，使得预制菜吸引了众多的资金和企业入局。和预制
菜上下游关系紧密的家电企业，也是其中的一支主力军。

寒门“打工妹”，开76家公司

为何家电企业会云集预制菜市
场？

家电行业资深观察人士刘步尘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家电企业近年遭
遇增长瓶颈，一直在寻求突破，预制菜
市场规模很大，又受到多地政府的支
持，家电企业追逐预制菜风口不难理
解。

作为餐饮和传统农业升级迭代
的组合拳，预制菜被多方看好。根据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年中国预制菜
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预计未来
中国预制菜市场将保持20%左右的
增长率高速增长。未来5年左右，预
制食品产业将成为下一个万亿级市
场。

刘步尘表示，近年家电企业都在
积极进行多元化布局，预制菜也是多
元化的方向之一。

随着家电市场增长的放缓，单纯
卖产品给用户的一次性交易无法让
家电企业营收继续高速增长，家电企
业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产品卖出后继
续与用户保持长时间的黏性沟通，在
家电产品逐渐智能化、联网化的趋势
下，从卖硬件到卖服务，构建大生态

成为家电企业的战略选择，食材是其
生态的关键一环。

兴业证券认为，全产业链布局的
日本预制菜龙头日冷的核心竞争力
是研发及技术创新。1952年日冷销
售速冻食品以来，在产品研发及生产
技术改进上持续保持领先，率先推出
了“微波预制菜”及“三段式炒饭”，研
发团队由100多人组成。日冷也是全
产业链布局的典范，旗下有食品、物
流、生鲜三大子公司，从原料采购、加
工、配送仓储均具备协同作用。

虽然说家电企业未必介入预制
菜生产，但其在厨电研发、美食口味
研发，以及全供应链的赋能方面，同
样有独特价值。

第三方机构产业在线冷链产品
相关人士表示，由于预制菜市场的火
爆，近期与此相关的速冻设备格外受
关注。

产业在线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
速冻设备行业规模为17.7亿元（不含
工程收入），同比增长25.8%。预计
2022年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依然会保
持10%以上的良好增长。

（澎湃新闻）

家电巨头们入局预制菜市场，
看中的是什么？

格力电器本身并不生产预制
菜。它是希望从赋能预制菜生产制
造设备、冷链物流设备等角度，介入
预制菜产业。

据了解，为发展预制菜相关业
务，格力电器依托装备制造产业和成
熟的自主研发技术优势，成立预制菜
装备制造公司，并牵头筹建广东省预
制菜装备产业发展联合会，构建预制
菜装备的研发、生产、运营全产业链

体系，以工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升
级。

格力电器可以提供预制菜配套
的冷链装备、物流仓储装备、生产专
用设备等。公开信息显示：格力自
2009年进军冷链行业，实现了产品从
原材料产地到消费者餐桌全冷链覆
盖，现已成功应用于食品储存、果蔬
冷藏、肉类储存、物流冷库等多个领
域，遍及全国三十多个省市。

厨电类家电企业由于强相关性对
预制菜行业的介入更早。一直在构建
全产业链生态的海尔集团，在几年前已
经推出食联网平台，把食品供应链、用
户整合在一个平台上，提供定制菜品。

据介绍，海尔食联网通过“智慧
网器+数字化烹饪程序+标准化生态
预制菜”的生态模式，开放链接外部
生态资源做预制菜烹饪还原的平台，
满足消费者对美食品质、便捷烹饪、
健康饮食体验的需求，让用户“在家
就能吃上大师菜”。

科沃斯集团旗下的添可，也有预
制菜业务布局。

添可推出的是智能料理机食万，
并配套提供适合料理机操作的净菜，
形成一个从买机器到吃上菜的闭
环。添可品牌创始人钱东奇今年早
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如今互联网

快节奏时代，人们不愿意把时间放在
厨房，外卖是一个选择，“但如果能短
时间把健康的食物做出来，那么人们
会不会选择？这是新赛道。”

厨房电器老板电器也有布局预
制菜的计划。日前，老板电器CMO
叶丹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老板
电器已在预制菜领域布局，并表示近
期会有消息发布。

老板电器日前也抛出“数字厨
电”概念，希望构建融合硬件、软件、
生态、内容的整套数字烹饪解决方
案，改变了传统的烹饪方式。

此外，美的集团旗下华凌负责人
也曾表示，会与预制菜公司加强沟
通、相互服务，让华凌的厨电更适合
预制菜，将预制菜放进旗下云菜谱
中。格兰仕近日宣布在预制菜领域
布局，并推出千元“专用微波炉”。

“我用27年的时间，从一匹
布，到一滴油，最终实现全产业发
展。”去年6月，央视《对话》栏目中，
恒力创始人范红卫自豪地说道。

目前，恒力以炼油、石化和纺
织为主的链条企业下，员工达12
万，遍及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全球产能第一的PTA工厂，是最

大的纤维生产基地和织造企业之
一，年营收已超华为。

“江山几多风云变”，从工厂
女工到中国女首富、落败的工厂
在范卫红手里变成了世界级企
业。昔日埋头苦干、要强奋斗的
她，已成为新的传奇。

（一点财经）

新女首富曾是纺织厂打工妹
超马云刘强东

2022年《财富》500强榜单中，恒力集团排在第75，超越阿里巴巴
和京东，年营收超7000亿元，成中国第三大民营企业。集团总裁范红
卫，打破碧桂园杨惠妍即将“蝉联5年”的女首富神话，登顶中国女企业
家首位。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从一无所有到创建恒力，再到超越中国历年
的女首富，范红卫是如何做到的？

范红卫出生寒门，心气很高、
不甘雌伏。那个年代，村里大多
数都以养蚕卖蚕为生，她偏偏不
行其道，自己照看蚕生蛹缫丝，直
接用成品丝换钱，是十里八乡小
有名气的“制丝家”，引得村民纷
纷效仿。

1985年参加工作后，范红卫
白天在纺织厂里当小会计，晚上
挑灯自学管理知识。平时厂里剩
下的废旧丝线边角料，都被她回
收再加工，补贴零用。

干了几年后，工厂因经营不
善濒临倒闭。1994年，范红卫借
债369万元盘下工厂，将其改造
为化纤织造厂。在亲戚的眼中，
一个几乎身无分文的打工妹，借
钱盘下落败工厂，无异于刀尖上
起舞，可他们不知道，彼时的化纤
织造厂，就是现在“世界500强”
恒力集团的前身。

接手工厂后，范红卫大举改
革，引进1200锭网络车、淘汰有
梭织机。以销售原料加工的方式
发展生产。很快，其家庭型织机
遍及江、浙邻近7个乡镇。

时至今日，范红卫还清晰地
记得，当时鱼塘120元/平米，柴
油发电是1毛钱/度，当时纺织行
业一帆风顺，项目投入资金6个
月就全部收回。

天有不测风云。1997年，亚
洲金融危机爆发，众多企业为防
止受到冲击，不得不低价抛售，而
范红卫“人弃我取，趁低吸纳”，以
低价大量购买先进织机。1999
年危机结束，靠着这批先进设备，
制造厂脱颖而出。

2002年，恒力进军上游行业
化纤。两年后就建成大型化纤生
产基地之一。今年上半年，子公
司数量已经增加至76家。

进军石化，“从一匹布到一滴油”

资料显示，2008年末，恒力
资产规模已达70亿元。

大举扩张的背后，是对化纤
材料（PTA）进口的需求。范红
卫说：“08年时，我国有2000多
万吨的PTA需求，有近一半需要
从韩国引进。”

“脖子总是被人卡住，没办
法，只能往上走。”生产规模的压
力让恒力倍感痛苦，不服输的范
红卫，决心进军石化，自己解决原
料问题。

2021年，恒力石化产业园奠
基，集团正式进入石化产业，后续
又投资了炼化一体项目，全链条

解决卡脖子难题。
市场上素有“一滴油到一匹

布”之说，而恒力反其道行之，“从
一匹布到一滴油”，完成纺织全产
业布局。如此气魄胆识，是女企
业家中少有的。也正是因此，有
人将范红卫称为“女版李嘉诚”。

正如一位银行业管理者评
价：“如果恒力故步自封在纺织领
域，早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事实上，恒力发展速度一直较快，
原因之一就是不断增添并表产
业。今年上半年，恒力仅石化营
收1191.55亿元，生命科学能否
吸引其入局，同样值得拭目。

超越阿里京东，成中国第三大民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