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观潮G

企业·市场 2022年 10月 11日 星期二 7责任编辑：刘静

E－mail:grrbgzhsh@163.com

预
制
菜
要
更
具
特
色
更
多
元
化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赵昂

近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对

团体标准《水产品预制菜》和《水产品预

制菜质量管理规范》进行意见征求。意

见稿明确水产品预制菜定义，并根据使

用方式将预制菜分成即食、即热、即烹

三类。同时，提出预制菜中使用食用

盐、食品添加剂应符合相关国标规定。

预制菜，是按照标准化生产工艺，

经工厂化加工制成的预包装菜肴食

品。近一段时期，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

点，也得到了消费市场的一定认可。天

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预制菜企业

6.6万余家，今年已新增超千家。有电商

平台表示，国庆期间预制菜整体销量较

去年大为增加。

但是，对于预制菜，也有一些质疑

之声，比如认为饭馆外卖采用预制菜，

少了烟火气，多了工业味。作为一种新

鲜事物，不可否认的是，预制菜的出现，

节约了商家和个人消费者的时间，也让

菜品尽可能维持在相同标准。换言之，

不能简单去否定工业化介入菜肴食品，

事实上，即便是当下现切现做的餐品。

也离不开工艺化流程和工厂化产品的

辅助，比如调味品、佐餐品等。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消费者是

通过消费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节约自

己的时间。随着 80后、90后消费者群

体逐渐成家立业，“一人吃饱全家不

饿”的外卖会在他们的消费视野中不

断退场，但是他们也不会像父辈们一

样逛菜场了。不论是做饭工具还是做

饭方式，他们都会寻求更简单更快捷

的方式，节省时间和精力。

对于做饭而言，最繁琐最费时的步

骤往往是准备阶段，从买菜切菜到肉类腌

制等，最复杂难以掌握的步骤往往是放入多少配料。换言之，

在做饭时，年轻消费群体需要的不是一根葱，而是按照今天预

计的菜谱和菜量，提前按量切好的葱花。正因如此，一些即时

零售的平台，已经可以根据消费者购买的肉类和蔬菜，给出可

以选用的做菜菜单，以及还需要的其它商品信息。而预制菜

通过进一步的细化加工，使产品更加完善，做菜过程简便。

为了减少出餐时间，大量外卖商家使用预制菜，不过

在未来，预制菜市场应当从“商家厨房”逐步拓展到“家庭

厨房”。“家庭厨房”市场，看似每一单消费额不大，但日积

月累，再加上人口的规模效应，却是个庞大的蓝海市场，而

且容易形成品牌忠诚度较高的消费群体。

当然，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结构、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

不论是口味轻重还是菜品偏好都不一样，预制菜厂商要因地

制宜，通过及时了解市场反馈，提升相应技术，尽可能推出更

多多元化产品，而不能一个口味、一个菜色包打天下。

除此之外，为了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工厂

化的产品，预制菜的行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而相应

的食品监管也要及时跟上。

硬件适老化改造、适老型智能应用开发、适老化服务已经成为刚需

“适老化”撬动大市场
本报记者 杨冉冉

前不久，京东联合九牧、箭牌、松下、科勒

等 100 家国内外优质家居建材品牌，组建了

京东暖阳品牌联盟，将围绕安全扶手、淋浴折

叠凳、适老马桶、感应夜灯等老人强需求品类

推出超百款新品。

中国社会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银发经

济”浪潮也正不可阻挡地向国人涌来。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营造舒适的养老环境，任

重而道远。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超

28万家养老服务企业。而与之相应的家居适

老化、出行适老化、养老服务等细分市场和产

品已经成为刚需，为企业带来广阔市场。适

老化产业的发展，也激发“银发经济”新业态

层出不穷。

市场热了起来

小小的字体、爬不上去的楼梯、打不开的

电视、可能摔倒的地板、不会使用的智能手机

等等，对于老年人而言，这些都成为了影响晚

年生活质量的阻碍。针对这些难题，适老化

改造应运而生——通过对老年人的居家、出

行环境进行适当改造，让老年人拥有一个安

全、便利的生活环境。

今年的 10 月 4 日，是我国传统的敬老节

日“重阳节”。“适老化改造”成为儿女们“孝心

礼物”的热门首选。来自某电商平台的数据

显示，“适老化改造”这一小众服务的线上搜

索热度，今年以来同比攀升 698%。

在政府部门加大投入进行公共环境适老

化改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重视

老年人的居家安全问题。近几年，北京、上

海、成都等地出现了专门为居家养老进行“适

老化改造”的服务。地面进行防滑处理、床边

加装护栏和抓杆、如厕洗浴区安装扶手、增加

起夜感应灯、出行戴上智能手表、安装燃气、

紧急求助等智能安防设备……记者了解到，

通常一次基础的改造三四千元就能完成，而

更简单的小改造，可能只需要几百元。

同时，消费者对适老化产品的需求也在

迅速上升。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京东整

体 适 老 业 务 的 交 易 额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了

100%。坐式淋浴器的搜索指数从 2021 年到

2022 年一年之内同比提升 32 倍；老人坐便

器、壁挂洗澡折叠凳的搜索指数，同比提升分

别 60倍、204倍。

市场有需求，适老化的新业态应运而

生。美团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父母婚纱

照”线上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141%，不少商家

专门推出了面向老年群体的专属写真摄影

服务；2021 年，“老人助浴”“老人洗澡”等关

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达 808%，“老人助浴”

订单量同比增长 12倍；提供照护老人相关的

家政服务类团购数量同比提升 230%，商家

数量同比提升 166%，陪诊服务的线上搜索

热度同比猛增 1152%。

企业行动起来

在适老化领域，众多企业一直在摩拳擦

掌，抢先筹谋。

早在 2021 年以前，京东就已经开始了

“适老化”产品和业务的搭建，2021 年推出暖

阳行动，提出全面打造适老新标准和一站式

关爱方案。今年 9 月 21 日，京东又启动了

2022 暖阳行动，以适老产业链为核心发布了

一站式解决方案。

在智能家居领域，海尔打造的场景品牌

三翼鸟可以提供适老化的智能改造方案。对

着智能热水器说句“我要洗澡”就能自动备

水，洗完澡浴霸会自动烘干地面防止地滑；防

干烧燃气灶可以智能检测自动关火，冰箱能

一键下单购买食材；海尔空调能通过智能枕

感知老人的睡眠状态，自动调节温度。

数据显示，2020 年以来，线上消费的新

用户中增速最高的是银发族，“适老化”这个

词也出现在智能手机应用上。今年 4 月，工

信部信息显示，已对 325 家网站和 App 完成

适老化和信息无障碍改造，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看新闻，在社交平台分

享生活，交水电费、打车、买菜等。

适老化改造也进一步延伸至运动健身场

景。在一些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器材公司对

健身器材进行适老化改造，以适合老年人身

体机能特点的，如加长扶手设计，降低机台高

度，设置橡胶减震块。

科大讯飞等公司应用 AI 算法打造的新

型国产助听器设备，让备受听力减弱困扰的

老年人听到了久违的清晰世界。

国内某地图应用厂商推出适老化改造项

目，在全国 31座城市启用了 3300多座助老车

站。在助老车站扫码，和在手机软件上叫车

一样，帮助老年人解决打车难问题。

赛道开启任重道远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底，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7亿人，占总人

口比例近 19%。国家卫健委统计显示，到

2035年左右，全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

破 4亿。

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也意味着巨大的市

场。根据艾媒咨询数据，预估 2022年市场规

模为 10.3 万亿元，未来五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15%。中国或将成为全球“银发经济”发展潜

力最大的国家。

同时，国家政策利好也在为“银发经济”

的发展带来契机。今年 2 月出台的《“十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围绕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推

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十四

五”时期一揽子养老发展顶层设计。

银发经济的崛起和政策层面引导的加强

都在加速适老化的进程，但不可忽视的现实

是，目前我国适老化进程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行业内适老商品和适老全屋场景的相关标准

仍旧空白，适老产品的供给也相对匮乏，加上

老年人购买能力有限，因此适老化市场还没

被完全激活。据统计，目前全球老年用品有

6 万多种，日本有 4 万多种，而我国仅有 2000
多种，产品较为单一。

业内专家认为，适老化进程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硬件适老化改造、适老型智能应用

开发、公共场所适老化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

都大有可为。能否精准满足老人的需求，提

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如何将适老化产品进行

有效推广，企业需要更多的精耕细作。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刚坐上还担心失控，后来动起来觉得很

平稳，非常有意思。”首次乘坐无人驾驶摆渡

车的李铂锐说。前不久，在新疆乌鲁木齐市

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现场，一辆

蓝色的无人驾驶摆渡车吸引了游客的注意，

从起初的好奇到上车体验，无人驾驶技术拉

近了人们与科技的距离。

在为期 4 天的亚欧博览会现场，有能参

与室内外灾后搜救、救援侦查的四足机器人、

能承载 14个语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多语言

互译平台”，也有能填补新疆高性能辐照绝缘

电线电缆空白的“胡杨线缆”企业，更有中亚

合作、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塔城市边境

经济合作区展示等。从新技术、新材料、新思

维到产业链的新发展模式，“三新”企业的亮

相，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新技术：创新发展 寻求合作

“我们这款机械狗是去年研发出来的，主

要是用于辅助电力巡检。”来自浙江的杭州云

深处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缪心栋介绍

说，“电子狗”能够用于电力检查期间所涉及

的繁琐工作或比较危险的领域。

新疆具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

再生能源资源以及沙漠、戈壁、荒漠等土地资

源优势。其中，风能资源总储量 8.9 亿千瓦，

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占全国技术可开发量

15.4%。

随着新疆电力资源的不断挖掘和开发，

新疆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深入数字化转型。例

如，部分电力企业使用华为提供的太阳能供

电系统、OPGW、微波等多种技术；9月 21日，

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成为新疆配网带电作业

领域的“新员工”；新疆送变电公司的无人机

自主巡检技术的应用等。

“以前带电作业需要电工穿绝缘防护服，

使用绝缘斗臂车在高空接触导线作业，又费

力又不安全。”国家电网新湖供电公司带电作

业班班长梁超说，“现在用智能机器人，极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

新材料：依托优势 加快发展

“近几年我们的高新技术开发园区主要

是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方面进行企

业的招商引资，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做大

做强新能源产业。”新疆哈密高新技术开发区

招商部负责人汪富堂介绍说。

“我们代表哈密市煤化工下游高附加值

产业参加亚欧博览会，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

够将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吸引更多有识之

士前来合作。”新疆众友浦汇科技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杨永明表示。

新材料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先导和基石，

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哈密市持

续发展的新材料产业只是新疆新材料产业发

展的冰山一角。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新疆

有新材料企业两万余家。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2021年新疆光伏硅基新材料产量 46.94万

吨。多晶硅企业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数字

化。作为全国最大的电解铝生产基地，新疆

有 8 家电解铝企业，其中新疆众和股份有限

公司，电解铝总核定产能为 680万吨/年。

新思维：招商引资开启“一主多元”模式

在亚欧博览会上，会展中心南广场的一

辆无人智能巡逻车吸引了参会人员的目光。

它身高 1.6 米，长 1.8 米，前后配有激光雷达、

双目视觉、防撞传感等自驾功能，萌萌的外表

却拥有强大的功能。

这款智能巡检车是由中科天极（新疆）空

天信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型智能网联车产

品。2021年 4月，通过招商引资，中科天极落

户克拉玛依，以建设国内第一家场景智能车

工厂为目标，生产包括无人智能警车、无人物

流车、无人清扫车等无人智能车系列产品。

据克拉玛依市商务局负责人苏伟介绍，

在招商引资方面，近年来克拉玛依着力发挥

工业体系完整、能源资源富集、创新综合实力

雄厚等优势，以构建“一主多元”产业体系为

主，即“一主”是石油石化产业，“多元”包括贸

易物流、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产业和领域，从

而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塔城地区的展位上，首次亮相的塔城

地区“试验区先行发展区”展牌，展示了塔城

在国际农产品加工、口岸贸易、新型建材、先

进装备制造等方面协同发展思路。

据塔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负

责人陈威龙介绍，目前试验区先行发展区已

经入驻了 50家企业，包括建材、装备制造、玻

璃纤维等产业。“我们也希望通过亚博会让更

多人看到经济合作区的发展优势和潜力，从

而引进更多新材料、新技术企业落户塔城。”

“三新”企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适老化产品已经成为刚需，为企业带来广阔市场。目前我国适老化进程依然处于

起步阶段，市场还没被完全激活。适老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硬件适老化改造、

适老型智能应用开发、公共场所适老化服务能力提升等都大有可为。

天津首个PPP模式污水处理项目二期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刘静）10 月 8 日，天津市张贵庄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天津市首个采用 PPP 模式投

资建设和运营污水处理项目取得重大进展。二期工程建成达

产后，张贵庄污水处理厂规模将达到日处理污水 45 万吨、处

理污泥 600吨，服务面积达 1.9万公顷，人口达 128万人。

据了解，张贵庄污水处理厂是天津市首个采用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投资运营的污水处理项目，也是国内

市政领域采用“TOT+BOT”模式实施的规模最大单体污水处

理厂项目，引入央企中铁建发展集团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该

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其中一期运营管理工作于 2021
年 8月交接完成，目前已连续安全平稳运营 440天。

此次开工的二期工程，将按照绿色发展和智慧生态的理

念，全力打造“零污染”的民生工程，引入由中铁建发展集团

自主设计研发的“智慧水务”系统。该系统将覆盖污水厂生

产运行、设备管理、巡检管理等关键工作，实现运行记录数字

化、管理指令精准化、运营决策科学化，支撑运营管理各项工

作开展。此外，为推动张贵庄污水处理厂走上资源节约型水

厂的绿色低碳之路，建设方还将与二期工程同步建设一个

6MW 的光伏发电站，使张贵庄污水处理厂从“用电大户”变

为“发电高手”。

广交会展馆四期项目
整体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国家商用飞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蒋菡）9月 29日，中国民航局正式向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颁发 C919 飞机型号合格证。记者近日

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更好地发挥计量对商用飞机产业的

技术支撑和保障作用，提升国家商用飞机产业核心竞争力，市

场监管总局正式批准依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国

家商用飞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该中心在筹建过程中，通过

深入开展计量测试技术方法研究和专用测试设备研制，解决

了 C919 大型客机在适航取证过程中的大量计量测试技术难

题，加快了 C919研制和适航取证的进度。

大型商用飞机产业是现代制造业的“王冠”，是“超百万零

部件级”的超大规模集成创新工程，需要对十几个大型系统进

行试验验证并实现其相互协调工作，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效应

和技术外溢效应，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

级，是实现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标志性产业。商用飞机的

设计、生产、试飞、交付和航线运营等全过程，都需要融入现代

先进计量技术和方法。

国家商用飞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于 2017 年 3 月获批筹

建。筹建期间，该中心围绕“三全一前”的总体要求，创造性地

制作出“测试地图”和“计量地图”，梳理了商用飞机全产业链、

全寿命周期、全溯源链 1667项计量测试需求。该中心以专用

测试技术“自主可控”为目标，开展了专用测试设备研制开发

和先进测量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解决了 52项“测不了、测不

全、测不准”的计量技术难题，共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2项，省

部级科技奖励 3项。

该中心以“国家商用飞机产业计量测试联盟”为载体，搭

建了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产、学、研、检、用”合作平台。

目前，已为全产业链 104 家核心企业中 86 家开展计量测试服

务，核心企业服务覆盖率达 82.7%，为我国商用飞机产业发展

提供了高技术、高质量的产业计量测试服务。

10月5日，广交会展馆四期项目现场，
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施工作业，目前整体工
作进入收尾阶段。广交会展馆四期扩建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新
增展位6000多个，是广交会展馆建设史上
规模最大的扩建项目，展厅区域工程目前
已进入实体验收后的收尾阶段。投入使用
后，广交会展馆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功能
和配套设施完善。 陈志强 摄/人民图片

国内首创“造厂机”亮相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梅芳 柯玉乾）

前不久，国内首台“钢结构工业厂房智能建造

一体化平台”（造厂机）在中建三局科创公司

浙江舟山华润电力标准厂房项目投用。“造厂

机”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是继空中造楼机、

住宅造楼机、造墩机等一系列智能建造“黑科

技”后推出的又一硬核产品。“造厂机”的推

出，为钢结构厂房施工提供了一套现场工业

化解决方案，实现了行业在钢结构工业厂房

领域核心技术装备的创新突破。

记者来到项目现场，远远看到四台高度

约 20米左右的橘黄色钢结构“机器人”并行排

成两排，挥动顶部的机械吊臂，共同“起舞”。

据造厂机总设计师廖峰介绍，造厂机平

台包括主框架吊装跨、檩条安装跨、外封板安

装跨、机电安装跨等标准跨，每个标准跨由行

走底盘系统、伸缩套架系统、安全防护系统、

可变平台系统、电气及液压控制系统五大系

统组成。“简单说，造厂机就是在厂房内构建

一个大施工作业平台，实现各工序在时间空

间上连续的穿插作业，让现场工厂化；再在平

台上搭载各类智能建造机器人，形成智能建

造一体化平台，最终实现无人建造。”

作为革命性产品，造厂机的优势在哪

里？首先就是流水化施工作业，大幅缩短工

期。与传统施工工艺相比，造厂机可大幅缩

短工期，提升人工功效 20%。其次，“造厂机”

自适应多向可变，应用范围广。造厂机平台

的标准跨由主平台、伸缩平台等多个平台组

成，可以实现纵向、横向、竖向、斜向的立体化

“灵活变身”。而且，“造厂机”实现了高精度

行走控制，行走转向自由。造厂机平台的履

带底盘以及支腿油缸，可以确保在碎石垫层

和混凝土地面“独立行走”“如履平地”。

同时，“造厂机”将多功能集成应用，助力

智能建造。作为一个施工作业集成平台，造

厂机已集成作业防护平台、材料堆场、起重吊

臂、行走同步控制、防碰撞测报警等功能，打

造智能化、工厂化的施工作业环境。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建三局

紧盯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协同发展，加速

智能装备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已经取得一定

成果。“未来，我们将以智能建造装备为突破

口，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及功能集成应用，拓展

工业建筑、基础设施、海洋工程等场景，覆盖

建筑全品类，加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廖峰

信心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