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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就做好“三

农”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农村改革发展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引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我们在新时代开展“三农”工作，提

供了总纲领、总依据、总遵循。2021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

出，要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和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自治区“两个屏

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全力建设在全国有

重要影响力的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立足本地黄河流域农

业资源禀赋，制定本计划。计划范围为包头市全境，计划期

至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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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

（一）国外预制菜产业现状

预制菜由净菜发展而来。20 世纪 60 年代，净菜在美国

实现商业化经营，通过供应餐饮行业，降低了人工费、水电

费和垃圾处理费，减少了厨房面积和设备采购。同时，部分

净菜企业也面向家庭、个人零售，方便了居民日常烹饪。80

年代，净菜加工配送在日本、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兴起。

目前预制菜国外市场已非常成熟，2020 年美国预制菜市场规

模 454 亿美元，日本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238.5 亿美元，行业

渗透率 60%以上，培育了诸如康尼格拉、泰森、日冷、神户

物产等在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大型预制菜企业。

（二）中国预制菜产业现状

国内预制菜市场起步较晚，2000 年深加工的半成品菜企

业开始涌现，2011-2020 年，预制菜相关企业注册数量呈上

升趋势，自 2015 年起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行业企业首次

突破 4000 家，2018 年突破 8000 家。2020 年受疫情影响,家

庭预制菜消费量出现井喷，新注册 1.25 万家企业，同比增长

9%，行业规模增长 9.64%,达到 24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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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1 年我国预制菜行业市场规模约为 3640 亿元，预

制菜企业 7.2 万家，连锁餐饮领域有眉州东坡、杏花楼、新

雅粤菜馆、湘鄂情、海底捞等；食品加工制造领域有三全、

正大以及安井等品牌；新零售领域有盒马鲜生、叮咚买菜、

美团买菜、每日优鲜；还有部分主营业务为预制菜的企业，

如味知香、新聪厨、好得睐、惠康食品、佳宴食品等。

1.预制菜购买目的

数据显示，节省时间是消费者购买预制菜的主要目的，

占 71.9 %，其次是美味和不喜欢做饭，占比分别为 36.9%、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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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制菜消费市场

目前，预制菜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数据

显示，45.7%的预制菜消费者分布于一线城市，19.8%的消费

者分布于二线城市，16.4%的消费者分布于三线城市，其余

消费者分布在四、五线城市。

3.预制菜产业指数

依据宏观经济、消费水平、预制菜企业数量与规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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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关注度以及政策扶持力度等维度，NCBD 发布了《2021 中

国预制菜产业指数省份排行榜》。榜单显示，我国预制菜产

业指数排名前十的省份分别为广东、山东、福建、江苏、河

南、河北、辽宁、浙江、安徽以及四川。广东以 79.24 的产

业指数，位居榜首。

（三）包头市预制菜产业现状

2021 年我市耕地面积 645 万亩，种植面积 470 万亩，粮

食总产量 125 万吨，肉类总产量 18.22 万吨，规模养殖场 2452

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2040 个，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215 家，其中国家级、自治区级分别为 5 家、39 家，

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76%。拥有 3 个食品加工园区、5 个

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区。餐饮企业 393 家，从业人员 8422 人，

营业收入 28 亿元，规模以上预制菜企业 17 家，有资质中央

厨房企业 7 家、集团配餐企业 6 家。初步形成了“食品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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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冷链配送+商超”“农牧基地+中央厨房+冷链配送+餐饮门

店”“农牧基地+集体配餐+冷链配送+学校企事业单位”3 种商

业模式。

包头市目前形成以草原立新的卤肉制品、九悦餐饮的六

大碗熟食、马家私房面的六大碗熟食、不老神鸡的卤肉制品、

草原王傻子的卤肉制品、绝味的卤肉制品、巴盟人家成品菜

系、荣华面食品为主的即食食品；以九悦餐饮的预包装速食

菜品、马家私房面的预包装速食菜品、龙沣预包装速食食品

为主的即热食品；以小尾羊羊杂制品、龙沣有料火锅系列、

西贝速食半成品、九悦餐饮半成品菜系、马家私房面半成品

菜系、内蒙古瑞膳半成品菜系、宝利来半成品菜系为主的即

烹食品；以舌尖管家净菜菜系、天盛膳食净菜菜系、乐禾净

菜系列为主的即配食品。包头市先后获得中国羊肉美食之

都、全国产粮大县、农业科技示范园、草原牛羊肉、黄河大

鲤鱼等国家级荣誉称号，年产值近 10 亿元。我市预制菜产

业发展初具规模，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二、包头市预制菜产业发展优势

（一）自然条件优越。包头市地处北纬 41°，位于黄河

冲积扇平原，属于半干旱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对绿色农作物生长极为有利。

土壤类型以灰褐土和栗钙土为主。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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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高原生态环境、重要而特殊的生态位置，为打造我市绿

色有机预制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二）农牧业资源丰富。2021 年，我市粮食产量 25 亿

斤、主产玉米、大豆、马铃薯、杂粮、北黄芪；牲畜存栏量

473 万头只，出栏量 653.3 万头只。其中肉牛存栏量 15.6 万

头，出栏量 10.8 万头；肉羊存栏量 404 万只，出栏量 586 万

只；生猪存栏量 35.3 万头，出栏 55.5 万头；奶牛存栏量 10.9

万头。蛋鸡存栏 480 万羽、肉鸡存栏 11.3 万羽。从养殖主体

来看，全市共有备案肉牛、肉羊、生猪奶牛、蛋鸡规模养殖

场 2452 个，其中大型规模场 501 个、中小型规模场 1951 个、

农牧民养殖户 9.7 万余户。

（三）产业基础扎实。2021 年，全市拥有市级以上农牧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15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5 家，占

自治区的 8.8%； 自治区级 39 家，占自治区的 5.8%。全

市亿元以上农牧业企业 20 家，占全市食品加工企业的

16.6%，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产值 157.3 亿元，

其中预制菜产业初具规模，小尾羊、西贝餐饮、马家私房面、

九悦餐饮、龙沣食品等预制菜企业实现了统一标准、降低成

本、方便管理、规模化经营，开发了面食、肉类、果蔬、酱

菜、热料、速食菜系等多个预制菜品种。引进青岛巴龙集团

企业开展预制菜冷链仓储物流服务，初步形成了从预制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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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到中央厨房、冷链配送、市场终端全链条产业体系。

（四）品牌优势明显。包头市是全国烹饪协会授予的“中

国羊肉美食之都”，先后获得草原牛羊肉、黄河大鲤鱼、全国

产粮大县、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国家级荣誉称号。打造了自治

区级区域公用品牌“固阳黄芪”，小尾羊、铁木真、鹿王入选

了自治区农牧业品牌目录。

（五）市场空间广阔。根据研究机构预测，全国预制菜

市场规模达万亿级，为培育发展预制菜提供了广阔市场空

间。包头市目前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近 15 亿，在团餐、酒店、

商超等方面发展空间广、潜力大。

三、发展思路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

的工作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发挥黄河流域农业资源优势和

现有预制菜产业基础，着力推进预制菜产业布局，发展肉类、

马铃薯、大豆、杂粮、北黄芪、玉米六大系列产品及其产业

链，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推动预制菜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建

成以羊肉为主的预制菜美食之都。



— 8 —

（二）发展目标

到 2022 年末，培育晋升自治区级预制菜龙头企业 1 家；

建成包头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基地 1 个，打造预制菜示范引领

企业 3 家，引进龙头企业 5 家，构建预制菜质量安全监管规

范体系，推进预制菜产业快速发展，预制菜产业产值达 15

亿元。

到 2023 年末，培育晋升国家级预制菜龙头企业 2 家，

自治区级预制菜龙头企业 3 家；建成包头市预制菜产业发展

基地 2 个，打造预制菜示范引领企业 20 家，引进龙头企业

10 家；建成预制菜研发平台 4 个，培养预制菜产业专业人才，

增加预制菜产品品相，搭建预制菜交易平台，拓宽预制菜营

销渠道，提高产品价值，预制菜产业产值达 50 亿元。

到 2024 年末，培育晋升国家级预制菜龙头企业 5 家，

自治区级预制菜龙头企业 10 家；建成包头市预制菜产业发

展基地 3 个，打造预制菜示范引领企业 30 家，培育引进预

制菜产业龙头企业 50 家，上下游相关企业达 200 家以上。

建成预制菜研发平台 10 个，培育一批专业预制菜产业人才，

预制菜产业产值达 100 亿元以上。

四、产业布局

认真落实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

战略定位，围绕包头市建设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农畜产品加



— 9 —

工产业基地，发挥黄河流域农业资源优势，努力建设“一中心、

多组团”的预制菜产业布局。

“一中心”是指以九原区绿色食品园区为中心，发挥该园

区已形成的土地、产业、政策优势，建设全市预制菜产业核

心基地。

“多组团”是指发挥涉农旗县区农牧业占比大、原材料丰

富的优势，建设从原材料生产、深加工到冷链物流、终端市

场的全产业链，形成各具特色、链条互补、竞相发展的产业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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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筑产业链条

九原区——充分发挥九原区绿色食品园区土地、产业、

政策、基础设施完善的优势，在现有转龙酒业、好德亨食品、

红云食品、恒福源物流等 13 家食品加工及配套企业和 2 家

已入驻预制菜企业的基础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打造

全市预制菜产业基地，形成蔬菜、肉品、奶业速冻食品、休

闲食品等预制菜产品，建设以主食、肉类为主的产业链，2022

年产值达 6000 万元，2023 年产值 1.5 亿元，2024 年产值达

到 2 亿元。

青山区——建设预制菜产业园区，规划面积 400 亩，主

要发展食品深加工、冷链食品物流产业。在园区已入驻投产

的豆清源、呱呱叫、乐雨粮油、鹿禾源食品、小丽花等 19

家企业的基础上，再投资 3 亿元建设食品加工厂房、冷链物

流区、仓储物流区、配套公建区等基础设施，着力引进卓资

县张金涛熏鸡食品加工基地、丹妮娅烘焙中央工厂、乐禾食

品集团净菜工厂、伊盟人家中央厨房和金迈圆中央厨房等项

目，重点发展食品深加工和冷链仓储物流，培育一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食品加工类企业，推动形成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2022 年产值 1.5 亿元，2023 年产值 3 亿元，2024 年产值 5

亿元。

东河区——充分发挥包头市菜篮子基地和区位、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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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以包头粮食健康产业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粮食加工、

预制菜、净菜等食品加工产业，重点打造以设施农业为主的

净菜和黄河大鲤鱼产品。依托蔬菜年产量 45 万吨的巨大优

势，以及东园西红柿、鄂尔格逊韭菜、海岱蒜等优势特色农

产品，打造自治区乃至西部地区最大设施蔬菜生产基地，不

断延伸蔬菜加工产业链，着力发展净菜加工产业；围绕现有

羊蝎子火锅、筋头巴脑等系列产品，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链。

2022 年预制菜产业产值达到 1 亿元，2023 年产值达到 2 亿

元，2024 年产值达到 5 亿元。

石拐区——依托城市共同配送物流园区，建设集加工、

包装、仓储、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多功能集群

式预制菜食品用品产业园。打造冷链物流为主的服务业,重点

支持带动性强、品牌附加值高、辐射范围广的预制菜产业项

目。围绕牛羊肉、蔬菜预制菜加工，重点引进链主型目标企

业开展合作，打造肉制品、海参速食品、饼干、粗粮加工系

列产品、形成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条。2022 年产值达到 1.8

亿元、2023 年产值达到 2.1 亿元，2024 年产值 3 亿元。

土右旗——充分发挥全国产粮大县优势,依托敕勒川绿

色食品加工园区，以肉类深加工、蔬菜深加工为园区主导产

业，高标准建设集生产加工、冷链配送、中试研发、电商金

融于一体的预制菜产业基地。在已入驻内蒙古骑士乳业、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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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川糖业等 11 家企业的基础上,重点打造“优良食谷”系列产

品，形成玉米、大豆、奶业、肉鸡为主的 4 条产业链。2022

年预制菜产值达 3 亿元，2023 年预制菜产值达 5 亿元，2024

年预制菜产值达 10 亿元。

固阳县——充分发挥固阳本土特色的优势，依托自治区

级农牧业产业园和电子商务产业园，大力发展精深加工产

业，在已建成５４０亩马铃薯产业园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

绿色有机高品质黄芪仓储、交易、精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黄

芪产业园，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生产水平较高的肉羊养殖

核心区，建设全区优质种薯供应基地，全县莜麦、荞麦等小

杂粮种植面积稳定在 40 万亩以上，全力打造肉羊、马铃薯、

小杂粮、正北黄芪４条产业链。2022 年预制菜产值达到 0.5

亿元，2023 年预制菜产值达到 1 亿元，2024 年预制菜产值

达到 2 亿元。

达茂旗——充分发挥草原生态优势，依托黄花滩绿色食

品园区，在已入驻西蒙太、天宇牧歌等 6 家企业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牛羊肉预制食品和民族特色奶制品，重点规划发展

手把肉、羊肉卷、羊腿、羊排、羊骨、羊蝎子、羊棒骨、特

色羊蹄筋、血肠、肉肠、红焖肉、烤肉、牛肉干、精品牛排、

特色牛尾骨、特色牛尾尖儿等系列产品和达茂奶酪、达茂奶

豆腐、达茂奶皮子、达茂奶茶等精品特色奶食系列产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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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牛、羊、奶为主的产业链条。2022 年产值达 1.1 亿元，

2023 年产值达 1.6 亿元，2024 年产值达 2.4 亿元。

昆区——充分发挥昆区老工业基地加工能力优势，依托

包头市友谊食品加工园，培育食品生产加工、仓储、配送能

力，在已入驻 4 家预制菜企业的基础上，在昆北建设水产基

地、种植养殖基地、创客中心、集体用餐（预制菜）配送中

心和社区养老助餐点。2022 年产值达到 2 亿元，2023 年产

值达到 4 亿元，2024 年产值 6 亿元。

稀土高新区——充分发挥高新区城乡结合区域优势，支

持巴盟人家、明远食品、天盛膳食等现有预制菜加工企业不

断发展壮大，打造集中采购、生产加工、检验、统一包装、

冷冻储藏、运输、信息处理等功能为一体的预制菜产业链。

2022 年产值达到 4000 万，2023 年产值达到 5000 万元，2024

年产值达到 7000 万元。

六、重点任务

（一）加强园区建设。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立足

预制菜产业，筑巢引凤，集中力量打造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

群。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全面推进园区道路、给排水、

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固废处理、标准化厂房等基

础设施建设。优化园区发展软环境，加强园区公共服务配套，

为入园企业提供全链条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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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顶格推进招商引资。突出扬长补短、固本强基，

立足做大产业集群和建链、延链、补链、强链，全面梳理行

业头部企业和“链主”企业，创新和优化招商引资方式，通过

点对点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四面八方走出去、千

方百计引进来，紧紧围绕效益最大化实施精准招商，为做大

做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供源源不断的项目支撑。

（三）发展终端市场。着眼“买全国、卖全国”，鼓励引

导重点企业根据实际，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营销新模

式，积极帮助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逐步建立区域性、全国

性市场营销网络。拓宽预制菜应用场景，构建多场景消费市

场，支持企业扩展团餐、酒店、商超等终端消费市场，支持

优质预制菜品牌产品进入政府、学校、工厂、医院、社区等

食堂。

（四）加强品牌建设。引导企业强化品牌意识和培育能

力，打造一批驰名中外的预制菜品牌，让预制菜产业成为消

费亮点产业。拓宽品牌营销渠道，依托包头市预制菜产业大

会，加大自主品牌展销力度，建立品牌商品产销对接机制，

组织企业和有关单位参加国内外品牌推介会、网上集中交易

会等活动，支持餐饮协会等行业协会举办预制菜专场推介，

鼓励企业创建加盟网店。加强品牌宣传推广，建立政府引导、

企业联动、媒体支持、公众参与的知名自主品牌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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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政府宣传品牌工作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方式、新

手段，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品牌宣传平台，不断提高自主

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

（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着眼高标准引领高品质预制

菜发展，逐步制定完善预制菜从田头到餐桌系列标准，形成

具有包头特色的预制菜产业标准体系，推进预制菜产业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从生产、加工、

包装、冷链、物流等环节上加强监管，实现全供应链可追溯、

质量可控，确保预制菜食品安全。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构建预制菜行业自律他律机制，积极引

导预制菜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

励企业引进预制菜产业关键领域技术人才和领军人才，推动

预制菜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鼓励内农大包头校区、包头

市轻工职业院校等学校增设相关专业课程，推动院校培训资

源与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无缝衔接，推进预制菜“产学研”基地

建设。发挥餐饮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支持预制菜产

业发展，开展相关职业技能人才培训和职业技能评价。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市预制菜产业领导小组，

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相关副秘书长和市农牧局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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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副组长，各旗县区、稀土高新区及市发改委、工信局、

财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农牧局、商务

局、市场监管局等旗县区和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每半

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统筹推进任务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牧局，负

责全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制定预制菜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政策清单，明确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分

工。各地区、市直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

落实工作任务，合力推动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加强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坚持“一业一策”，出

台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对企业落户、产学研合作、

固定资产投资、品牌打造等环节给予支持。将预制菜产业发

展纳入本级财政支持范围，在不形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

下，支持符合条件的预制菜产业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引导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更多投向预制菜产业。统

筹安排涉农资金，支持预制菜直供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建

立市、县（区、旗）两级预制菜产业项目储备库，支持建设

一批预制菜重大投资项目。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供应链金

融，鼓励银行、信托、担保、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对预制菜

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鼓励保险机构

推出面向预制菜产品、原材料质量等的专项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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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监督考核。充分发挥考核导向作用，将推动

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纳入全市年度综合绩效目标考

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协调、调度、督导和考核机制，

加强对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的督导检查。各旗县区、市直相

关部门要将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工作重点，明确责任到人，及

时解决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

实落地。

（四）加强宣传引导。推进预制菜产业与休闲、旅游、

文化产业等深度融合，深挖预制菜产业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手工技艺，营造预制菜饮食文化的浓厚氛围。统筹

利用网、屏、端等平台，加大预制菜政策的解读力度，加强

预制菜科普宣传，增强预制菜产业的社会认知度。

附件：包头市预制菜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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