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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扫描

透视预制菜消费升温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近年来，预
制菜年产值保持 20%高增长率，已培
育超过 500家与预制菜产业相关的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超百亿的超过 15

家。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3459亿元，同比增
长 19.8%。预计未来将保持较高的增
长速度，2026年或将超过1万亿元。

广州酒家、眉州东坡等品牌餐饮
企业陆续推出预制菜单品，味知香等
专业预制菜企业加大产品研发，农牧
水产企业、零售平台等纷纷入局。

今年，一些地方出台政策，大力推
动预制菜产业发展。广东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加快推进广东预制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提出要加快建设
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预制菜产
业高地；山东潍坊针对发展预制菜产
业提出搭建大数据平台，建设特色产
业园区，制定“一揽子”支持政策；重庆
市梁平区出台支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激励措施，设立总规模 10亿元
的预制菜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目前，地方以及餐饮行业发布多
个预制菜相关规范和标准。

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发布《预制
菜点质量评价规范》团体标准；中国烹

饪协会发布《预制菜》团体标准；中国
饭店协会发布《预制菜产品分类及评
价》《预制菜质量管理规范》两项团体
标准；广东省立项制定《预制菜感官评
价规范》地方标准。

金勇表示，预制菜产业要想实现
高质量品牌化发展，应加快国家标准
建设，明确预制菜定义和分类，提高预
制菜准入门槛和产品品质，构建包括
原材料、储存、运输等在内的质量安全
监管体系。

山东鸢都英合律师事务所主任高
明芹建议，相关部门对预制菜原料、加
工工艺、包装、标识、储存、冷链运输、
微生物指标、添加剂指标、农药残留指
标等作出统一规定，引导预制菜生产
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记者 宋佳 邹多为 胡林果 陈
国峰）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决定继续
激进加息 75个基点，推动美元对其他货
币汇率持续走高，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
荡。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在美国货币政策
推动下，美元持续走强正在全球范围内产
生破坏性影响。以货币政策和汇率为重
要工具，美国借助美元霸权不断推升全球
通胀和债务水平，挤压各国货币政策空
间，并通过驱动全球紧缩潮将世界经济推
向衰退。

影响汇率 推高他国通胀水平

美联储今年3月启动加息周期以来，
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持续走高，并在9月
美加息节点前后出现加速。

9月22日，日元对美元汇率盘中一度
逼近 146比 1关口，创 24年来新低，促使
日本财务省宣布对汇市进行干预，以阻止
日元进一步贬值。这是日本政府自 1998
年 6月以来首次干预汇市。日元今年对
美元累计贬值约25%。

同日，韩元对美元汇率盘中跌破
1400比 1关口，创下 2009年 3月 31日以
来的最低纪录。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衡
量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汇率的洲际交易
所美元指数已上涨 14%，是该指数自
1985年推出以来美元最强势的一年。欧
元、日元和英镑对美元汇率均跌至数十年
低点，新兴市场货币也遭受重创。

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带来的汇
率“剪刀差”正通过通胀“收割”世界。
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其他发达国家，一
旦本币对美元贬值，进口以美元计价的
大宗商品势必成本上涨，加剧自身通
胀；对美国而言，进口其他国家商品变
得便宜，美元升值因而成为缓解国内通
胀的手段之一。

以欧元区为例，8月通胀率按年率计
算达9.1%，远超欧洲央行2%的中期通胀
目标。欧元区 19个成员国中有 9个国家
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两位数。欧元对美
元贬值后，欧洲以更高价格从美国进口以
美元计价的原料和半成品，承受美国转嫁
的通胀压力。

《华尔街日报》评论：“在遏制通胀方
面，强势美元给美国带来了顺风，但让世
界其他地区承受压力。”

掀加息潮 加深经济衰退预期

在通胀加剧、本币贬值等压力下，不
少国家不得不跟随美联储步伐，上调利
率。用美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伊桑·哈里
斯的话说，全球正陷入一场“加息竞赛”。

美联储本次加息前后，瑞典、瑞士、英
国、南非央行均大幅加息，其中瑞士央行
加息标志着欧洲长达10年的负利率时代
终结，日本成为唯一维持负利率政策的主
要经济体。

去年 11月，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
娜·拉加德曾声称 2022年欧元区利率不

太可能提高，而本月欧洲央行宣布今年第
二次加息，75 个基点的幅度更是创下
2002年实体欧元货币面世以来的最大加
息幅度。

在亚洲，菲律宾、印尼央行22日均宣
布加息 50个基点，越南央行 23日宣布加
息100个基点。

彭博社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约有 90
个经济体的央行提高了利率，其中一半有
过单次上调至少75个基点的记录。这也
创下了15年来全球货币政策最广泛的紧
缩纪录。美国埃弗科国际战略和投资集
团央行策略主管克里希纳·古哈认为，美
国是驱动全球加息潮的决定因素，“美联
储正在设定加息步伐，并通过外汇市场将
压力传递给其他央行”。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美联储已表明，
它会不顾一切遏制通胀，实现美国经济利
益。在其他央行被动跟随美联储步伐的
情况下，世界经济衰退风险也显著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多数央行
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可能彼此强化紧缩
政策，这加剧了风险。

世界银行 9月中旬发布的研究报告
认为，全球央行正以过去 50年未见的同
步程度加息，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到明
年，令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并给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金融危机，造成持久
伤害。

用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的话

说：“如今世界经济衰退的所有条件已经
具备。”

收流动性 加剧全球债务风险

债务风险是美元霸权全球危害的另
一重要表现。美联储货币政策急转弯导
致全球流动性显著收紧，借贷偏好从刺激
性转向限制性，资本开始回流美国，而不
少已经负债累累的新兴经济体很难从债
务中抽身。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此前承认，美元
升值可能会给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那些
拥有大量美元计价债务的经济体带来
挑战。

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拉古拉姆·拉詹表示，在低利率和新冠疫
情因素下，不少国家这两年增加了大量债
务，如今风险已很难控制。

美联储加息后，作为全球借贷成本关
键基准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
3.69%，为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金
融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到明年
年底将有 830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到期。
美元走强后，新兴经济体政府和企业承担
的美元债务将更昂贵。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
尔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警告，新
兴经济体的债务风险尤为突出。与国际
金融危机之前相比，一些低收入国家更加
脆弱，可能在全球紧缩潮背景下陷入债务
困境。

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记者 毛磊）联合国
大会 26日举行纪念“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
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敦促采取一切
手段消除核威胁。

古特雷斯强调，消除核武器将是能够给予后代的
最大礼物。不消除核武器，就不可能有和平、信任以
及可持续的未来。

古特雷斯说，今年 8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第十次审议大会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一致。这一
结果固然令人失望，但国际社会不应放弃努力。他敦
促各国利用对话、外交和谈判等一切手段缓和紧张局
势，降低有关风险，消除核威胁。

联合国大会2013年12月通过决议，宣布每年的9
月26日为“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
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新华社布达佩斯9月26日电（记者 陈浩）匈牙
利总理欧尔班26日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由于西方对
俄制裁，乌克兰危机正由“局部冲突”演变为一场可能
导致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崩溃的“全球经济战”。

欧尔班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在成为受害
者。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攀升，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
增长，物价也在上涨。

欧尔班指出，欧盟对俄制裁适得其反，如同“欧洲
朝自己的脚上开枪”。欧洲能源价格飙升是由“布鲁
塞尔的政治决定”造成的，欧洲国家正在为石油、天然
气和电力支付高昂的“制裁附加费”。

欧尔班说，能源价格上涨导致食品、谷物、化肥价
格攀升，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为此感到愤怒，如果这种
情况继续下去，整个欧洲都会陷入困境。

欧尔班强调，匈牙利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安全
以及经济和国家主权。

这是 9月 25日在加拿大罗斯布兰奇拍摄的飓风
“菲奥娜”过境后的景象。

横扫加勒比地区的飓风“菲奥娜”24日凌晨登陆加
拿大东部，带来狂风暴雨和巨浪狂潮，导致近50万户居
民断电，一些建筑被卷入海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新华社/路透

飓风过境

新华社日内瓦9月26日电 9月26日，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巴基斯坦
代表近70个国家作共同发言，指出尊重各国主权、独立
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将人权问
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
政。各方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循普遍性、
公正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等原则，尊重各国人民根据
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同等重视各类人权，特
别是对经社文权利和发展权给予足够重视。人类社会
正面临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多重挑战，国际社会
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

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国。近百个
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这张卡塔尔通讯社 9月 25日提供的照片显示的
是，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中右）在多哈欢
迎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中左）。

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 25日晚与到访
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会谈，双方就卡塔尔扩大对德
国天然气出口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美联

德国总理访问卡塔尔
讨论天然气供应等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敦促采取
一切手段消除核威胁

匈牙利总理：西方对俄制裁将
乌克兰危机变成“全球经济战”

巴基斯坦代表近70国在人权理事会作
共同发言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强势美元引市场“强震”美元霸权如何祸乱世界
新华社记者 徐超

临近国庆，多家餐饮企业与电商平台合作研发预制菜。“30分钟一桌菜”“人人轻松当大厨”……如今，手抓牛大骨、孜然羊排等预制菜逐渐占据消费者
餐桌“C位”，成为餐饮业消费亮点。

农业农村部表示，预制菜消费需求旺盛，产业加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9月下旬，国内预制菜相关企业达6.5万家。2022年以来，新增预制菜相关企
业1400多家。

百度指数显示，2022年预制菜
相关搜索同比上涨 877%，其中“95
后”群体搜索占比超三成。2022年
上半年，京东预制菜成交额同比增长
170%。在美团买菜、叮咚买菜等电
商平台上，预制菜已经在商品分类中
单列出来。

多地政府积极推动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广东、山东等地出台支持
预制菜产业发展政策。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金勇表示，
目前对于预制菜还没有一个公认、统
一的定义。业内普遍认为，预制菜是
经预加工或预烹调制成，并进行预包
装的成品或半成品菜肴。

按照中国烹饪协会等单位发布
的团体标准，预制菜为以一种或多种
农产品为主要原料，运用标准化流水
作业，经预加工、预烹调等制成，并进
行预包装的成品或半成品菜肴。

售卖给个人消费者的预制菜，只
需简单加热或加工即可上桌，且菜品
中包含一些难做的“大菜”“硬菜”，在
年轻人中颇受欢迎。多家电商平台
的数据显示，预制菜日常销量不断走
高，节假日销量则成倍增加。美团买
菜中秋节期间预制菜销量环比增长
50%。临近七夕一周，京东平台预制
菜销售环比增长超过10倍。

不过，除了越来越多走入家庭，
事实上，预制菜重要的销售对象其实
是餐饮企业。

《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
告》显示，我国预制菜行业下游最大
的需求来自餐饮行业，85%以上销售
至B端。据中国饭店协会介绍，从目
前情况看，预制菜市场仍以 B端为
主，在餐饮业态中主要用于团餐、快
餐、连锁餐饮等短时间出餐量大、更
加依赖标准化的企业。

“预制菜省去了原料采购、初加工
等环节，有助于提升出餐率和翻台率，
也减少了顾客的等待时间。”一位餐饮
从业人员表示，用预制菜可以降低整体
成本。因为预制菜有标准化、易复制等
特点，可以保证菜肴的口味一致性。

一些专家认为，传统中餐的制作
过程强调厨师作用，主厨的水准、状态
决定一家餐厅菜品的质量。预制菜中

央厨房的出现，可以减少菜品中人为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实现大规模生产。

与此同时，对于预制菜进入餐厅
堂食、外卖，存在不同看法甚至争议。
8月 2日，中消协发布《2022年上半年
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预
制菜菜品标识不详细，外卖、堂食中使
用预制菜未告知等成为投诉热点。

多个网络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

者不知道点餐吃的可能是预制菜，多
数受访者不愿意在外卖和餐厅里吃预
制菜，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商家如使
用预制菜应在消费者点餐前告知。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
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无论堂食还是外卖，

经营者有责任、有义务提前告知消费
者菜品是预制菜还是现场做。

随着预制菜产业快速发展，预制
菜的生产、安全以及管理等问题也广
受关注。江苏省消保委今年 2月发布
的《预制菜消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
预制菜市场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口味
有待提升、标识信息标注不全、种类形
式单一、物流配送不规范等问题。

预制菜进入餐厅和外卖引关注

完善标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预制菜越来越“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