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市场需求，富乐研发出新品太空棉，该产品是利用先进设备和
技术，使用特殊工艺聚合而成，具有超强拉力、持续减震、透气、不受气温
影响等特性，除了适用于鞋垫等，还适用于健身器材行业、康复医疗等新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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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晋江市商务局的带领下，晋江市深沪

小吃协会组织20多家会员企业前往福州，深入参
观福州奇新食品、宏升兄弟食品、原丰味、海文铭
海洋科技公司这 4家预制菜生产企业，向同行取
经并了解当前预制菜整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此次参展真的收获太大了，同样具有地理优
势，靠海吃海，别人的企业可以把传统做成产业，
而深沪的海产品还停留在小吃、区域售卖。”晋江
市深沪小吃同业公会会长黄清海指了指从福州带
过来的样品，给记者介绍起来，这些是即食佛跳
墙、鱼丸、鱼肠，还有各种鱼制冻品，现在连江那边
的企业已经把新鲜的鱼进行各种处理，推出了各
种形式的鱼制品预制菜。

对于本土小吃与预制菜产业的碰撞，多年来
积极探索深沪小吃产业化的黄清海表示，目前整
个小吃公会的产值已经近 2亿元，如果能够借助
预制菜的东风，将深沪小吃产业化，整个行业产值
初步估算将达到20亿元。

本土预制菜除了新增“组团打怪”的行业公
会，更迎来了本土食企的“加码”。

乐隆隆食品总经理蔡庆森告诉记者，预制菜
产业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可以预见的，无论是TO B
还是TO C都有市场空间。现在预制菜产业更考
验的是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水平、渠道匹配度等
综合素质。他透露，上半年，企业有意入局预制菜
产业。他分析，餐饮渠道是企业原有产品的主要
渠道之一，与预制菜的渠道高度吻合，进入该赛道
并不会过多增加企业成本，反而是企业探索新增
量的机会。

无独有偶，在位于晋江内坑镇的泉州市福广
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数字车间内，技术工人正忙
着调试机台设备，遍布全国的业务员则边拓展业
务边收集前端的市场反馈。“我们看好预制菜这个
赛道，但却不敢轻易下水。”让福广家总经理曾华
青苦恼的是，预制菜太火了，各方企业蜂拥而至，
而消费者对于预制菜本身的了解并不多。

目前，曾华青正带领团队从前端市场调研、消
费者需求反馈、渠道端的布局、供应链的流转效
率、技术层面的壁垒及政府相关政策进行全方位
的收集与整理。在他看来，进入预制菜赛道就是
在打一场硬仗，为此，他准备了两年多。

在万亿级产业赛道风口之前，中小企业的态
度明显是坚定又谨慎，而龙头企业早已提前迈开
了步子“探路”。

去年 9月，盼盼食品在其“盼盼官方小程序”
推出三款预制菜新品：分别为川式风味辣子鸡、经
典风味鱼香肉丝、南洋风味咖喱鸡肉三种口味。
随着预制菜新品的推出，盼盼试图把品牌从“小面
包”向“零食”甚至“食品”拓展的意图依稀可见。
好彩头食品方面也透露，企业将从已有的方便食
品板块中进行拓展，开发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预
制菜产品。

预制菜赛道看晋企如何耍“花”招
本报记者 刘宁 蔡明宣 董严军

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多地政府、协会、企业积极根据本土特色规划预制菜产业，全国性的产业大会召开……开年以来，上到政府部门产业规划，下至企业或跨界
或创业布局，预制菜的热潮可谓再上一个新的高度。

面对这条万亿级的产业赛道，本土食品企业也不落人后。前两年只是以复合调味品“擦边”的调味品企业，如今也逐步引入真正的预制菜产线；本土特色餐饮、小吃进
一步深化与预制菜加工企业的合作，推出地方特色预制菜产品；而以休闲食品为主导的部分企业，则通过代工等方式“试水”预制菜……看似平静的本土预制菜产业，底下
早已“暗流涌动”，大家以各自的方式切入该赛道，逐步加码，加速产业布局，力争分得一杯羹。

自主研发 GPU替代了橡胶材质，
厚度从 3.5mm下降为 1.5mm，一双鞋下
降了 40g，DIN耐磨达到了 40立方毫米
以下……茂泰研发的新产品量产后便
获得了多家品牌企业的订单。

“去年我们又进行了技术升级，用
覆布工艺替代喷漆转印工艺，丰富了
产品色彩。”茂泰技术经理卢鑫告诉记
者，虽然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小改变，但
其中涉及的技术与工艺并不少，需要
解决色迁移、色彩纹路清晰度、黏着力
等问题。

GPU的成功量产为茂泰打开内销
市场增加了不少筹码。在业内，大家都
知道茂泰一直以外贸作为业务重心，

“从 2019年年底开始，我们借由TPU注
塑鞋底转向内销市场，打开茂泰另外一
条发展路线。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
发掘国内市场需求，研究更多高附加值
产品。”卢鑫表示。

近年来，除了GPU，一系列功能型、
环保型鞋底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与研
究仍是茂泰的重心，产品包括防水透气

鞋底、减震透气鞋底、抗静电鞋底、耐油
防滑鞋底、高性能跑鞋鞋底等一系列高
性能鞋底产品，以及节能环保的模内一
体成型工艺。

36 年的耕耘不仅让茂泰的生产
规模及品质均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还让茂泰更加重视科技创新能力的
培养。至今，茂泰共申请国家专利
454 件，授权并保持有效的国内发明
专利 130 件、实用新型专利 35 件、外
观设计专利 15 件，专利成果转化能
力超过 90%。与此同时，茂泰还参与

起草、修订 23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参与和主持国家省市级科技项目
11项。

“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才会创造更
多可能。”卢鑫指出，茂泰更加注重基础
性研究的深入和突破，“基础研究起到
了最初的源头活水的作用，基础研究的
能力也决定了我们茂泰创新能力的底
蕴和后劲。”为此，近年来，茂泰和众多
高校、科技机构加强了产学研合作，“希
望借由双方资源，给企业发展带来新的
突破口。”

茂泰鞋材：

再扩新产品线 发力GPU市场
本报记者 柯雅雅 董严军

昨日，记者来到富乐去年刚刚投入
使用的新厂房，宽敞明亮、整洁无尘的
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
工人们有序地忙碌，加紧生产即将交付
的产品。厂房另一边，新增的生产线正
在抓紧调试，为了即将上市的新产品做
量产前的准备。

富乐总经理曾维民告诉记者，这
几年以来，富乐的产品围绕海波利、
记忆棉、大力棉及 PU 棉这四类产品
不断做创新，做精做专，随着产品科
技含量不断提高，高端产品的比重不
断提升，产品不仅备受国内中高端客
户青睐，在欧美等市场也收获了许多
新订单。

“作为上游供应商，只有不断加大
创新研发力度，才能持续创造出差异
化、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满足品牌客户
的需求，迎战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富
乐即将上市的太空棉正是基于这样的
想法研发出的新产品，曾维民介绍，此
次研发出的太空棉具有超强拉力、持续
减震、透气、不受气温影响等特性，除了
适用于鞋垫等，还适用于健身器材行
业、康复医疗等新领域，“我们很看好这
款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将在今年的鞋
体博会上推出它。”

对新产品的市场预期如此有底
气，来自于富乐对行业的深耕。“我们
这么多年就主打几款产品，产能产量
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即使在比较特
殊的这两三年也有不错的成绩。”曾维
民表示。

早先时候，当本土企业还在使用
EVA切片时，富乐就带头开始使用泡
棉；随后，又融合MDI材料，研制出 PU
棉；此外，富乐还与国际知名材料商万
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研制出新一代高
端鞋材料“大力棉”……

值得一提的是，富乐研发生产的
大力棉投入市场后，很快就取得了较

好的市场反馈，至今仍热度不减。在
功能方面，和传统鞋垫材料相比，大力
棉的最大特点是高弹力、透气、耐磨
损、不易变形，因此，大力棉做成的鞋
垫比普通鞋垫弹性更强、舒适性更好，
还同时具备透气、吸湿、防臭等性能，
广泛适用于运动鞋、时装鞋、休闲鞋、
童鞋等。

这样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后来也被
众多鞋材企业纷纷跟进生产。对此，曾
维民显得十分淡定：“好的产品就是要
大家一起生产，让广大消费者受益。只
要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就能拥有源源不
竭的动力，始终发现机会、引领市场。”

富乐鞋材：

捕捉市场需求 打造新品太空棉
本报记者 柯雅雅 陈巧玲

企业简介

晋江富乐鞋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乐”）是一家合资企业，拥有
完整的再生回收技术及开发能力，
生产高品质且具有防臭、高回弹、高
透气、吸汗等特性的再生材料，已成
为众多知名品牌的供应商之一，并
与其他厂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其中，海波利、记忆棉、大力棉、PU
棉等产品，是富乐的拳头产品。

企业简介

茂泰（福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茂泰”）经过 36 年的
发展，成为行业内最专业的鞋底制
造商。公司长期以来致力于高新技
术产品、科技型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在国际制鞋行业中享有很高声誉，
公司连续多年销售额突破 4 亿元。
目前主要生产RB鞋底、EVA鞋底、
MD 鞋底、TPR 鞋底、ETPU 鞋底、
TPU 鞋底、GRS 环保鞋底、飞织鞋
面、花园鞋、凉拖鞋，年生产量约
6000万双，生产规模及品质均处于
同行业领先地位。

产品推介 GPU

GPU是热固性浇注型聚氨酯弹性体，轻薄、耐磨，减少材料消耗，
降低能耗，可实现100%生物降解，减少环境污染。其覆布工艺替代喷
漆转印工艺，减少化学品使用，加工温度低，减少加工过程的VOC排
放，可以实现模压成型工艺，减少胶水使用。产品透明度高，具有无限
的设计空间。

①②

小步快跑
打通上下游链条

“慢即是快”是“年轻”的本土预制菜品
牌“三里街”的理念，该企业与本土知名餐
饮企业合作开发了多款具有闽南特色风味
的预制菜品。

三里街预制菜创始人陈招升告诉记
者，预制菜虽然火爆，但毕竟是一个新领
域，对企业选品、供应链、服务等各方面都
提出了较大的考验，不能贸然砸钱进去做，
而是要“小步快跑”，找到适合品牌调性的
产品和供应链，在实践中不断修整，跑通整
个盈利模式。

而在三年前便涉足预制菜酱料包
的晋江鲜之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永钟则表示，目前企业场地与机台设备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下一步，他们将整
合晋江周边的其他供应链资源，逐渐深
入预制菜成品菜领域，把更多心思花在
市场调研、产品研发、供应链整合与渠
道搭建上。

同样，盼盼食品也加深了对预制菜的
探索。据品牌内部透露，今年盼盼食品将
重点聚焦预制菜板块，借助技术创新、数字
化工厂等集团资源，来打造属于盼盼预制
菜的行业门槛。

实际上，比起以往热门赛道流行的“以
快打快”、快速扩张市场，部分本土企业选
择在选品、供应商选择等方面加大投入，跑
通整个供应链。在这部分企业看来，与其
没有目标、不断开发新客户，他们更注重找
到、圈住自己的目标消费群体，提高复购
率，深耕行业。

此外，资本手段也是预制菜产业发展
无法避开的话题。

据红餐产业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
2022年全年预制菜领域共发生了 31起融
资项目，融资金额大多集中在千万级别，共
13起，占比约 42%；百万级和亿级融资项
目各5起，共占比32%。

对本土预制菜产业发展而言，资本助
力亦是必不可少的。“别小看我们深沪的这
些小吃，如果可以通过预制菜的方式销售
到全国甚至全球，那体量可是很大的。”黄
清海透露，鉴于深沪拳头母等各种小吃的
知名度，目前已经有资本方前来洽谈合作，
打算把深沪小吃系列进行市场化包装，进
行全国渠道的推广与布局。当前，“拳头
母”这个单品已经在试运营了。他认为，深
沪小吃要借助预制菜实现产业化，不仅要
解决产品问题，还要在渠道与融资市场上
做更多创新。

预制菜作为食品行业的一个全新风
口，其机会早已不言而喻。然而，预制菜产
业的鱼龙混杂仍然阻碍其健康发展。随着
各方面资源的涌入，低价竞争和产品质量
让市场更加混乱，在加速消费者教育的同
时，也有部分消费者对该品类产品有了情
绪反扑。对于本土企业而言，这是一条需
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如何走进、走稳、
走深成为大家在加码该赛道时无法避开的
话题。

作为新入局者之一，黄清海时刻关注
着预制菜行业的相关政策与市场动态。
他坦言，一个产业的风口，市场需求是一
个主因，而来自政府层面的助力亦十分重
要。

去年年底，福建省推出预制菜产业发
展政策，发挥产业基础优势，建设预制菜创
新平台、预制菜产业园，壮大预制菜产业集
群，发挥产业链企业作用，培育示范企业等
一系列措施，支持当地预制菜产业发展。

随后，泉州也推出《泉州关于加快推进预制
菜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全面助力预制菜
产业的发展。

“预制菜行业现在真的有点乱，注重
概念包装与风口，却忽略了口感方面的
提升。”斥资千万入局的曾华青，有激情
也有顾虑。在他看来，保鲜和保味是预
制菜行业发展的主要门槛。在保味、保
鲜的情况下，减少对添加剂的依赖，对产
品创新与生产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也倒逼着预制菜厂家不得不裹挟着先搞
定产品。

除了市场对真正好产品的渴望，还有
销售问题。曾华青认为，当前预制菜市场，
小众菜品难卖，大众菜品难赚。大家都试
图分得预制菜产业的“一杯羹”，但当所有
产品都被“包装”成预制菜概念时，销售端
并没有因为这个新的概念而降低成本，反
而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

对此，有部分本土新入局者告诉记

者，企业规划预制菜产业发展，多数是在
已有基础上的一次“试水”。如调味品企
业，其渠道和销售团队都是现成的，这类
型企业往往会以代工产品的方式进入该
市场，待形成一定规模后才会引入生产线
进行投产。

此外，记者走访发现，有部分食品企业
已经布局预制菜产业的上游供应链。他们
企图挣脱该品类市场的竞争，利用已有产
业优势“入局”该产业链。例如，有海洋休
闲食品加工企业投资了鱼类养殖，除了降
低企业产品的供应成本，还与预制菜加工
企业进行合作洽谈。

“晋江食品产业丰富，各种配套的供应
链和生产企业众多，且不少企业原本就是
在做熟食产品，这些基础都让晋江在预制
菜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黄清海建
议，晋江食品企业不要扎堆内部斗，反而应
该走出来，借助行业平台，抱团发展，打造
区域的产品优势。

预制菜产业迎更多本土入局者

花式入场 摆脱无序竞争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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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介 太空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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