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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 望

□ 本报记者 宋晓华

“懒人经济”正撑起诸多新赛道，其中最火
热、争议最多的要数预制菜、智能炒菜机行业。
这些与百姓三餐相关的最接地气产业，究竟发展
到哪一个阶段？能否实现闭环？

消费者渴望的精致快生活在哪里？

“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到家，我一个单身
男青年实在没有买菜做饭的动力，可是又不想天
天吃外卖，怎么办?”

“10岁的孩子假期一人在家，让他自己烧
饭，很担心烫着啥的。怎么办？”

……
基于这些“懒人”消费需求，智能炒菜机这一

新赛道出现，诸多企业和资本瞄准了这一赛道。
添可曾开辟了洗地机新赛道。创始人钱东

奇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这两年，他又跟
一口“锅”较起了劲。

日前在添可新成立的美味数字研究院，记
者亲身体验了这口“锅”的不同之处。和一般的
智能炒菜机不同的是，它的一端连接着一个大
罐子，里面分别放着酱油、油、盐、醋、净水这些
基本原料。据称，这些原料无需自己动手，机器
会在烹饪过程中自动添加。打开腊肉煲仔饭净
菜包，搜索到菜谱，根据锅上面大屏的提示，一
步步放入材料，15分钟，厨房小白端出了一份
香喷喷的煲仔饭。最后启动清洁模式，无需自
己动手刷锅。

“全球市场上目前没有一台智能料理机，是
自动加盐、加水、加酱油的。不要觉得这个自动
加调料很简单，这个加进去其实至关重要。什么

时间加，加多少，这个是由数据包来决定的，是我
们的工程师一次一次打磨出来的。”钱东奇说，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今年3月我们推出了自
己的净菜品牌。当然，消费者自己可以备菜，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意义
上的闭环。我们的理解是，当你不完整闭环的时
候，用户体验不是差一半，要差70%，所以今天我
们想做的是把这个闭环打通。”

在钱东奇看来，闭环才能实现消费者所渴
望的精致快生活。“快节奏时代，消费者对生活
质量的追求依然存在。当没有更好选择的时
候，用户会投降，就吃外卖。但如果有了这口智
能的‘锅’，再搭配上净菜，这样形成一个闭环以
后，满足了简单、快、好吃的需求。”他说，他们目
前的净菜，都可以常温保存，蔬菜多采用风干或
冻干技术，“冷链其实是一个大的挑战，目前国
内的冷链全流程还不那么完善，也就是说仍然
有数小时的脱冷环节，而这个脱冷环节直接左
右了菜的品质。”

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
田师一说，以消费者的口味为出发点，有感官实
验室的小家电企业极少，因为只有建了这个实
验室，开展闭环，才能有消费者的反馈。“我们有
一个小伙伴喜欢吃煲仔饭，他就把煲仔饭的净
菜买回家，电饭煲、砂锅齐上阵，想做出完美的
有锅巴的煲仔饭，但是不行。最后，他把我们的
数据包都搞回家了，什么时候小火、什么时候中
火、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最后他坦白说还是搞
不定。”

数字化能否为中餐标准化点燃一把火

“我们研发的第一道菜谱是金蒜牛仔粒。我

们试验了很多遍，希望能做到蒜糯而不烂，没有
蒜的生感，牛肉里面有蒜香，蒜里面有牛肉香。”
添可CEO冷泠说，这也是第一道匹配到数字化
标准模型做出来的菜品。

“其实我们很多思维是工程师思维，不是厨
师思维。厨师思维考虑的是大火小火这些东西，
工程师思维，讲的是所有这些东西最终能看得见
摸得着、可复制、可呈现，而且可检验、数据化。”
钱东奇说，中餐烹饪讲的第一个就是火候，第二
个就是翻炒，第三个就是投料的时机，第四个就
是加调料的量和加调料的实际的度。工程师把
它解构出来，智能设备又把这些维度一个一个数
字化表达出来，这样烹饪这些菜品的时候，就回
到这些数字化的过程当中去。

田师一说，现在大家都在讲预制菜，但是，
当一个一个菜要工业化的时候，标准化是必须
逾越过去的一个坎，没有标准化不可能批量出
来，也做不长久。所以，数字化为中餐的标准化
点燃一把火。“以麦当劳为代表的西餐，正是通
过制定西方美食的标准化实现了全球化扩张，
成为首波吃到食品标准化红利的企业。日餐的
标准化在继承西餐标准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
特点制定了更精细化的标准并有所创新，例如
食材速冻、干制方法等，极大地推动了日餐在全
球范围的影响力，是美食标准化的第二阶段。
相比西餐与日餐的相对简单化，中餐要达到美
味的标准却更为复杂。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出中
餐标准化，将塑造更加绿色、健康、快捷的中餐
饮食方式。”

业内人士指出，曾经中餐因为太复杂而无法
实现标准化，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中餐标准化
提供了可能，国家也正大力支持数字化在多领域

的推广。工信部1月印发的《关于加快现代轻工
产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明确
提出了要“在家用电器、食品等行业持续推进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据了解，添可的“食万模式”正是对中餐数字
化的积极实践。冷泠说，根据他们这个美味数字
研究院的规划，2022年底，同步实验室基础功能
完善，拥有50人的专业研究团队。2023年底，
打造出成熟的中餐标准化研究的软硬件体系，实
现中餐标准化研究第一阶段美味数据模型。未
来，他们将打造一个美食标准化实验研究平台。

争议声最大的赛道能否穿过“隧道”

事实上，无论是智能炒菜机还是预制菜，目
前还处于穿越“隧道”的阶段。

“其实我们做这个事争议挺大的，之前我们
做扫地机器人也好，做洗地机也好，从来没有遇
到像做食万智能料理机这么大的争议。你知道
吗？我今天看了一个用户评价后，一下爬了143
层‘楼’。讲什么？就是在吵来吵去，有的说这是
在交智商税，你这个东西没有灵魂；有的用过的
用户就讲，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半个小时搞定
一顿饭……”钱东奇说。

确实，面对市场上已有的各种智能炒菜机，
消费者对此颇有纷争：

“炒菜机能够把菜炒好的前提是，用户的备
菜过程不能随心所欲，需要用电子秤严格按照食
谱上的分量准备，因为整个程序和标准都是提前
预制好的，如果没按照规定执行，炒出来的菜就
有糊了焦了，或是咸了淡了的可能，完全没有自
由发挥的余地。”

“有的品牌会提供净菜、预制菜的专用配菜

包，但价格稍微有些贵，且不是每个品牌都提供，
即使买也最好买和炒菜机一个厂家的，因为预制
好的菜量是对应炒菜机所提供的食谱的。”

“即使完全按照要求准备，依然存在很多需
要避开的禁忌，比如像豆腐这种太软的食材容易
碎，水分太多的食材容易变成汤炖，叶子太长的
食材容易缠绕搅拌棒，导致食材被卡住，量太大
也可能导致机器无法转动。”

“不是每个品牌的炒菜机都可以自动清洗，
每炒完一道菜还需要将搅拌器拆卸下来洗，洗完
再装回去，如果直接想炒第二道菜，直接拆搅拌
器会非常烫手。”

……
“穿越隧道的过程有长有短，会不会比洗地

机快？我其实不确定，但是我相信它要比扫地机
器人快得多。洗地机之所以火爆，是因为吸尘器
用户受到了非常大的教育。但我们在做的智能
料理机自己就是一个先行者，需要有一个培育市
场的过程。”钱东奇说，“做1.0版本的时候我们没
有成功，用户吐槽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买菜
备菜，然后还要按你这个量精准投放才能做出这
个菜。我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闭环，所以才有了
匹配的净菜。我们有一个用户，疫情期间孩子上
网课，自己要上班，孩子在家吃什么？他买了这
个料理机和净菜后，孩子自己就能做饭甚至到后
来做饭给父母吃。”

也有人说，有了智能料理机和净菜，中餐标
准化烹饪之后，会失去烟火气。对此，钱东奇坦
言，智能料理机和净菜并不会完全替代烟火气，
它只是你忙碌时的选择，而在闲暇的时候，亲自
去菜场买个菜，回家围着锅台转一转，这也是生
活的乐趣。

从预制菜到智能炒菜机——

“懒人经济”撑起的新赛道，如何实现闭环？
关 注

当前，国内电动汽车已进入千万辆级规模，与之息息相关的充电设施发展备受关注。

充电技术能否迎来大突破？充电服务如何升级？怎样实现车网互动？充电设施等新基建产业发展

该注意什么?……8月4日—5日，第二届中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技术创新大会在常州召开，两场主论坛、

四场分论坛上30多位行业头部专家、企业研发负责人、工程师的“思维交锋”，让充电行业一系列棘手难

题的解决思路逐渐明晰。

□ 本报记者 付 奇

产业进入“S曲线”上升期，多重
技术壁垒待突破

眼下，新能源汽车进入蓬勃发展期，上升的
势头非常猛。中汽协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
电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已超20%，达到国家新能
源汽车规划的目标，这也就面临着对充电基础设
施的便利性以及技术先进性的迫切需求。

“国内充电设施的发展也到了‘S曲线’的上
升期。”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兼中电联
标准化管理中心主任刘永东解释，“S曲线”指的
是在一个产业的爆发初期爬坡比较慢，但到一定
规模以上就会进入“S形”上升的曲线，也就是进
入了快速增长期。随着国内电动汽车规模的不
断扩展、产业生态的不断变化，技术成为产业爆
发的最关键因素。

两大技术趋势值得关注。业界普遍认为，大
功率充电能充分解决充电体验差问题。然而，大
功率充电不仅仅是一个接口的问题，它是一个系
统工程，包括车、枪、桩等，同时大功率充电必然
带来安全隐患，所以开展液冷和加强温度管控尤
为重要。目前，业界正在探索把握充电连接器中
的温度带来的变化，从而保证充电过程中温度上
升而产品系统不被破坏的解决方案。

无线充电也是绕不开的话题。受条件限制，
无线充电还没有广泛应用，国内仅有少数量产车
型推出无线充电作为高配来选用。无线充电的
好处是对电网存在天然的连接，对今后电动汽车
与电网的互动提供了较好的连接条件。但无线
充电的技术涉及面较广，是基建、电池、通信整体
的结合，涉及基建安全、热管理、电池安全等，技

术难度比较大。
“国内充电设备分布广，但存在设备老化、充

电条件恶劣等问题。保证设备可靠运维变得越
来越重要。产业需向智能运维、可靠运维的方向
发展，来解决设备控制的问题。”刘永东说。

业内企业正在进行技术“破题”。“目前，部分
存量设备不支持 800V 的平台，即使是支持
800V的平台，120kW的双枪主流配置不能满足
未来大功率的需求；大功率快充普及之后对于电
力资源的需求也会变得更加紧张。”特来电首席
专家穆晓鹏表示，这些也成为公司着力追求攻关
解决的技术方向。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
宏庆提出了通过“功率池技术”破题的方案。

在充电场站内，充电桩的功率可以有多种分
配形态，传统的一体式充电桩把固定最大功率建
设在一个桩上，一般提供2个充电枪，覆盖2个车
位，充电功率最多只能在这两把枪之间进行分配
或动态调整。而功率池技术是把更多的充电功
率集中到一起，在多把枪之间进行动态分配，一
般6把或8把，多至12把。这样可以提高用户的
充电体验，同时，还可以提高整个场站的充电功
率利用率。

这一技术也有利于“平滑升级”。随着车辆
需求功率的提高，对前期投建的充电设施进行功
率提升，就是所谓的充电设备升级，而平滑升级
指的是最大限度保留以前的设备，在不额外增加
设备的前提下，通过替换原有的功率模块，就能
实现充电功率池的提升。

从无序充电到有序充电，探索
“绿电交易”等更多应用

尽管电动汽车规模快速提升，但从消费者的

便利性角度看，充电基础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用
户需求。在充电领域里，应用运营方面的老大难
问题一直存在，包括充电桩的故障、找桩难、耗时
长、充电贵、充电利用率偏低等。

如何提升充电服务，拓展更多应用场景呢？
“我们希望通过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和智

能控制，使电动汽车安全水平、运营服务等方面
上一个新台阶。”南方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技术运营负责人彭科介绍，为提质增效，公司
推出智能运维平台，对充电桩、摄像头、地锁等新
业务场景和设备进行“数字孪生”，对24类终端
设备和1000多种监控指标实施监控，做到可控、
可管、可视。整个运维可通过手机终端和工作
站、LED大屏进行语音控制。在实体站内，通过
数字化手段，对运营的充电量、充电营收利用率、
充电成功率和故障桩进行监控，每天晚上都有指
标回述。

能源交互成为新的应用前景。“目前，电动汽
车正从‘无序充电’转入‘有序充电’阶段，预计未
来5年之内会在电动汽车保有率比较高的城市，
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
指出，未来充电设施将进入V2G（车辆到电网）
阶段，从一家一户和园区做起，实现车与车、车与
家、车与园区、车与微电网的互动，利用大量的电
动汽车形成一个“虚拟电厂”，前景十分广阔。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杨
烨认可这样的判断。“V2G技术，可以不断调节
用户的充电需求，并进行进一步放电。这个概念
就是车载动力电池，我们在用户允许的范围之
内，满足用户的基本出行要求，通过V2G技术，
把能量供给电网，辅助电网运行。”杨烨说，目前
市面上，使用V2G技术的充电桩已有几款比较
成熟的产品，如果成本能

进一步下降，功率等级就可跟市面上普通直流桩
的功率等级一样了。

总部位于常州的桩企龙头星星充电正在探
索“三网融合”与“绿电交易”新模式。“星星充电
在能源方面有两大愿景，一是爷爷辈置放的能源
资产，孙子辈还能免费用。二是未来社区变成能
源互助分享的大同世界。”公司创始人邵丹薇表
示，这就需要三网融合战略：利用工业互联网技
术，一端能源互联，一端产业互联，最终构建集

“充电网、能源网、用户网”于一体的三网融合平
台，实现建设移动能源网的愿景。

随着江苏率先推出分布式绿电现货交易相
关政策，星星充电目前正着力构建分布式绿电现
货交易平台，实现余电在满足居民“自建自用”的
同时自行销售，促进能源资产循环利用。

建立车网互动体系，让新基建
有“标”可循

事实上，未来充电设施解决的不仅仅是充电
问题。

新基建区别于旧基建之处在于，并非在政策
刺激和投资到位情况下就能快速上马，而是一个
技术研发和进步的积累过程，同时，新基建只有
放到具体产业发展中，才能放大技术的“乘数效
应”，随着5G、锂电池等科技实现突破，大规模修
建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正逢其时。

今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提出，要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
的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的
基础设施体系，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重
点，着力提升网络效益。

新基建的建设必须有“标”可循。8月4日，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施工验收工作手册》《新
型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研究报告》两份白皮书在

常州发布。
“运营商包括很多的企业都反馈，目前充电

设施施工验收这一块的标准，分散在不同的行业
标准中，技术要求非常分散，对于各个需要落地
的产业来说，执行起来不是那么便利，因此有了
我们此次发布的验收手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处长周丽波解读，手册将充换
电设施的施工验收业务按照施工前期、工程施
工、验收规范进行了总结，对充电设施的建设手
续、施工要求、验收标准进行了系统归纳。

记者翻看《新型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研究报
告》发现，报告对七大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梳理，
包括城乡智能的慢充网、超级快充、光储充一体
化设施、新一代的换电站、油气氢电的综合能源
站、电池智能仓配中心和移动能源的服务设施，
并明确了能源基础设施通过与城市设施、交通运
输、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交通流、能源流和
信息流的双向互动，为不同新能源汽车的补能提
供体系化的解决方案。

展望产业前景，在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充电运营首席专家李厚志看来，为推动协同、
融合发展，整个行业应共同加强建站规划的布
局，并与电网规划做到良好匹配。不断建立车网
互动体系，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加快政策的推
进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国网电科院实验验证中心副主任倪峰则
提醒，一套安全严谨可执行的标准推出后，需
要有一个迭代的推广方案，产业的变化太快，
一个标准从发布以后，3到5年就会有很多功
能跟不上变化。因此，标准在颁布过程中，还
要成立技术委员会，对新的需求进行评定，来
反映到标准中去，也就是说标准也要有“裁判
员”。只有标准体系更完善地执行起来，才能
更好地为产业服务。

（供图 视觉中国）

中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技术创新大会透露行业前景——

电动车充电，
未来或许“不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