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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营养计划背景下的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 

创新发展趋势 

伍建军* 

[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  200041] 

摘  要: 近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健康素养发展滞后, 国人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相继实施并上升到国家战略。2020 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疫

情, 高度强化了国人的自我保健意识。本文从前述背景研究展开, 并结合疫情影响下数据, 深刻剖析中国营

养保健食品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论述了在时代大背景下如何激发企业创新力提升竞争力, 提高营

养保健食品健康效能, 并结合精准消费场景、健康科学的消费理念等维度, 服务好国民健康, 推动国家战略

目标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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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nutrition and functional food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nutrition plan 

WU Jian-Jun* 

[Economist, Wyeth Nutrition (China) Co., Ltd, Shanghai 20004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health 

literacy lags behind, and the health problems of Chinese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ning outline and "national nutrition plan (2017—2030)" have been implemented and upgrad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swept the world, highly strengthened 

the self-care awareness of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dat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utrition and functional food industry, discussed how to stimul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nhanced competitiveness, and improved the health efficiency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fo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combined with accurate consumption scenarios, health science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other 

dimensions to serve national health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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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 近年来新政法规频出, 国家

政策利好, 规范监管趋严。保健食品由此前的单一注册制

度, 自 2016 年开始向“注册+备案”并行的方式转换, 此举

加速了行业的规范发展与分化。随着 2019 年《食品安全法》

之特殊食品章节法条的实施, 保健食品市场监管更趋完

善。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 国人的健康与自我保健意识

迅速提高, 消费者对营养保健食品, 实现了认知加速与消

费提升的良好局面。在健康中国和国民营养计划的时代大

好背景下, 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实现营养保健食品行业更

加健康良性高质量的发展, 从供给侧更好服务满足于国民

健康营养的需求, 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与研究, 多数学

者的研究集中在营养保健食品开发与功能研究层面[1]; 部

分学者张中朋等[2]在研究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进出口情况; 

还有一部分学者开展过行业现状[3]与行业概况分析[4]; 另

有学者研究过国外产业的法规监管制度[5]与美国膳食补充

剂管理研究启示[6]; 国外学者研究过膳食补充剂对抗疾病

的作用[7]与对情绪的影响[8]; 上述国内外文献研究结果具

有很高的价值, 但缺乏时代背景现实意义下的行业创新发

展趋势研究。本文着眼于国民营养计划背景下的中国营养

保健食品行业困境, 叠加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9]突发、贸

易保护抬头, 全球市场变化与经济增速下行等复杂环境影

响, 为行业创新发展提出策略和方法, 并就发展趋势进行

研究分析, 以期为营养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新品开发

计划及选品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1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现状存在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诞生的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 历

经高速增长、行业整治、严格监管与规范化发展, 造就了

今天巨大规模的营养保健食品消费市场。然而高速增长与

大规模的发展, 并没有催生出高质量的行业发展态势, 与

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 我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当前依然

面临巨大危机与挑战。 

1.1  行业公信力挑战 

国产营养保健食品的信任度, 生产企业的公信力, 夸

大宣传依然是民众关心的重点, 和面临的巨大挑战。经过

30 多年发展, 行业规范化程度虽大幅提升, 但虚假宣传与

功能夸大等行为, 亦然屡禁不止。2019 年“权健事件”后, 

开启了中国保健品市场监管与全面整治的“百日行动”, 并

引发了行业一系列连锁化反应。安全监管高压、舆论环境

恶化, 叠加 2020 年初的固体饮料专项整治行动, 营养保健

食品市场遭受重创。 

1.2  需求与供给匹配度低 

(1)保健食品功能需求特点分析。基于国家批准的保健

食品功能 , 对国内营养保健食品按人群需求特点进行分

析。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营养补充剂(补钙, 补充多维)、

减肥、缓解视疲劳类别功能产品, 是更符合年轻一代消费

者爱美追求与健康心智 , 且增长快速的产品 ; 营养补充

剂、增强免疫力与调节肠道菌群类别表现为钙、DHA、乳

铁蛋白、益生菌、鳕鱼肝油类产品, 是婴幼童市场基础营

养与营养提升的主流品类; 营养补充剂(补钙、氨糖加钙)、

辅助降三高(血压、血脂、血糖)、改善睡眠、调节肠道菌

群类别则是中老年消费的大类品种。 

(2)供需现状相关分析。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 65 岁以

上老龄人口数量在 2019 年底已达 1.67 亿, 人口老龄化程

度严重, 老龄人口健康需求市场巨大。14 亿中国人口中, 

高血压、高血脂与高血糖患者数量分别超过 1.7 亿、1 亿

与 9000 万, 慢病患者数量增加且呈上升趋势。2019 年中

国因慢病致死数量占总死亡人口比例的 88.5%, 其中心脑

血管疾病、癌症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比例超过 80%。

居民体重超标问题凸显, 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者超过 50%, 

6 岁以下儿童、6~17 岁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 10.4%和 19%。

然而由于健康知识缺乏、素养滞后、信息与渠道的不对等

影响, 营养保健食品并没有服务好庞大的健康需求, 需求

和供给未实现平衡与高效匹配。 

1.3  购买便利性差 

药店是最便捷安全的渠道, 本可凭借其遍布在全国

各地乃至下线乡镇, 总数量为 52.4 万家的连锁化专业渠道

便捷优势, 却因受各种政策和地方非明文规定对医保药店

的不合理管控, 不能经营营养保健食品。电商(electronic 

commerce, EC)渠道虽逐渐成为中国营养保健品行业增长

新引擎, 但不能覆盖所有人群。近两年高速成长的跨境电

商(Cross-Border E-Commerce, CBEC), 局限性同样在于不

能触达全部消费者。 

1.4  低线市场供给缺乏 

营养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往往将营销资源、营养

保健知识传播与消费者教育投入, 集中在了经济发达地区

的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而在人口数量和城市数量庞

大的三线及以下低线市场, 少有投入和推广。投入产出效

能考量之外, 行业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也许该为国民营养

健康大计, 开展一次符合国策与民生健康的全国性“国民

营养计划健康下乡”“普惠营养”行动。 

1.5  竞争格局分散 

直销之外, 电商与传统线下实体门店是多数营养保

健食品企业的主渠道。与市场规模不相匹配的竞争格局是, 

至 2019 年尚未形成营收超过 50 亿元以上的头部企业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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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矩阵 ,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前五强的市场占有率

CR5 仅为 21.9%, 且缺席外资品牌身影。知名外资品牌

Nestle 雀巢 NHS、Garden of Life、Wyeth 惠氏、Materna

玛特纳、Centrum 善存、Vitamin World 等全球 TOP 食品企

业品牌, 参与市场竞争或表现不够深入。竞争大格局未形

成, 行业集中度分散, 也是不利于行业集约化和规范化发

展的因素。 

1.6  创新乏力, 市场大而不强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 2019 年市场

规模近 4000 亿元人民币, 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二大

的保健食品市场。市场规模虽大, 但企业创新研发能力不

足, 中小规模企业数量居多, 产品同质化程度高, 竞争无

序。行业竞争结构多元化且集中度不高, 强势外资品牌阵

营尚未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TOP 企业竞争未现大的格局, 

与市场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行业目前面临

的困境与挑战, 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 并非短期内

可以解决, 困难还将持续。 

2  创新驱动营养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当前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近 2.49 亿, 占总人口的 17.9%, 健康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亚健康人群里中青年群体数量增大, 并有年轻化趋势。

老、中、青 3 个代际人群的健康问题, 以及婴幼童群体营

养补充需求, 催生了庞大的营养保健食品市场需求。随着

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消费习惯的养

成 , 社会对健康的重视与教育普及 , 未来中国的养生保

健队伍数量会日趋增大。国人固有养生的意识形态, 在全

民养生风潮的社会环境下, 将驱动我国营养保健食品行

业保持强劲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国民收入稳中有升,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逐年上升, 居民自我保健意识不断增强, 

创造了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在健康中国、国民营养计划

和健康中国行动计划相继实施的大好背景下, 营养保健食

品行业正迎来政策利好的窗口发展期。紧抓历史机遇, 激

发企业创新力提升竞争力, 下文将从知识产权创新驱动等

方面论述营养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策略。 

2.1  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 

与外资品牌相比, 国内多数营养保健食品企业研发

与创新能力欠缺, 产品力与品牌力均很薄弱, 中小品牌营

养保健食品高度同质化市场竞争情况严重。技术创新、原

料创新、产品创新及专利申请方面差强人意。我国食品领

域的专利数量在中美欧专利局占据优势, 但营养保健食品

子行业却很薄弱, 国内头部企业相关专利技术远远落后于

瑞士雀巢公司。 

保健食品发明专利申请近 10 年来累计总量为 11971

件。经过 2012—2016 年间保健食品专利申请量持续高速增

长后, 2017—2018 年增速明显放缓(图 1), 且热门功能研究

集中度过高, 同类仿效与简单原料替换现象突出, 存在过

度竞争风险, 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预先开展专利审查[10], 

合理规划专利布局, 创新发展驱动, 高质专利与知识产权

保护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保障。 

精准消费场景与营销模式创新, 值得探讨。北京同仁

堂“知嘛健康”咖啡馆、Swisse 嘉里中心饮品体验店, 东阿

阿胶与太平洋咖啡联合推出的阿胶饮品, 跨界合作营销创

新, 均是基于消费需求层面与精准消费场景结合的体验式

创新。研究互联网+医疗健康在慢病管理上营养保健食品

的作用, 探索数字、区块链技术[11]在产品安全溯源技术方

面的应用, 都不失为领先创新之举。营养保健食品科研机

构, 生产企业可以从诸如新资源食品、原料的有机性, 传

统草本植物[12]中分离提取标志性有效性成分等方面开展

原料创新。年轻的 90、95 后消费者已成为健康养生的新生

主力军 , 家庭的健康养生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她们更关注产品的颜值, 口感与品质, 企业应关注

消费习惯变化和消费模式方面的差异, 重视电商与社交电

商等新渠道, 开发轻时尚更便捷易食诸如奶昔、软糖、果

冻、液体饮、定制营养包等剂型和表现形式的产品, 进行

产品创新与包装创新。 

 

 
 

注: 数据来源: 中国专利局与 Patentics 检索系统。 

图 1  2012—2018 年中国保健食品专利申请数量 

Fig.1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health food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素有养生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中国传统滋补营养保健

食品, 倍受多层次年龄人群的喜爱, 市场份额自 2013 年以

来持续高速增长, 已发展成为第二大品类, 仅次于膳食营

养补充剂的规模, 潜力巨大, 企业可加强对中国传统动植

物营养保健食品的深度开发与创新。持续投入在营养科学

研究与标准建设的企业, 必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领

先优势。 

2.2  科技创新发展 

(1)科技创新发展的优势和方向。中国医药及传统文化

具有营养保健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势和先天条件, 借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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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药传统理论, 利用现代化技术方法创新发展中国营

养与保健食品产业, 以专业性或不同受众, 并结合现代科

技创新技术对营养失衡、过劳损伤、环境污染或食品安全

造成的亚健康、用眼过度导致的眼部损伤等等问题开发成

体系、有规划的产品集群, 提高中国营养保健食品产业的

科技创新与发展水平。 

(2)针对目前国内营养与保健食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重要问题, 树立产业发展中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加速营

养保健食品新资源、新原料、新剂型的科技创新与研发, 推

进新方法、新工艺的产业应用, 提升产品效能与经济效益。

部分领域科创水平与成果转化, 达到或领先于国际一流先

进水平。 

2.3  研发创新, 品类发展 

国产品牌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通常既无产品专业

化竞争战略, 亦无全产品线竞争战略, 在市场竞争中毫无

优势。市场发展或品牌初创时期, 企业可以依靠打造一个

爆款明星单品, 做深某一类别细分领域市场并扩大市场占

有率, 但在中后期需要在专业化和全品类或全生命周期产

品战略上做出选择。 

积极响应《国民营养计划》, 关注全年龄段全生命周

期营养, 做好母婴安全计划与生命早期 1000 d 营养计划; 

主动配合政府加强做好对贫困地区食源性疾病的营养干预; 

关心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计划, 开发适合该群体营养健康需

求的营养保健食品, 促进国家“健康老龄化”目标实现; 协

助政府做好运动营养处方库体系建设, 构建体医营养保健

融合模式, 发挥运动营养干预在相关慢病预防和康复方面

的积极作用。 

全生命周期与全品类战略适合规划长远, 研发与资

金实力雄厚的企业。产品设计与规划, 可以涵盖从生命早

期 1000 d 到青中老年全生命周期的产品线, 以及个性细

分化的营养需求多单品策略。生命早期及儿童营养, 肠道

健康、辅助降四高、免疫增强、骨骼健康与运营养都是

基础款。疫情后免疫增强产品需求大增, 中医药类原料保

健食品, 近 3 年来快速增长的益生菌, 骨关节与运动健康

的氨糖软骨素加钙, 以及正在兴起并代表未来趋势的膳

食 结 构 个 性 化 定 制 营 养 包 , 透 明 质 酸 钠 ( 玻 尿 酸 , 

hyaluronic acid, HA)或将被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使用, “颜值

经济”下补水嫩肤兼具医美概念的玻尿酸类产品, 都会有

很大的生意机会。 

2019年全球益生菌市场价值约 400亿欧元, 中国益生

菌市场年均 15%高速增长, 预计 2022年中国益生菌市场将

达到 900 亿元规模。益生菌通过调整不同菌株菌种的配比

与结构, 可以研发出不同功能方向的产品。膳食结构个性

化定制营养包可以通过营养配比与结构的调整, 营养组分

模块化细分, 辅以更加快捷易食的方式表现并演绎出包括

诸如: 男士女士营养、中老年男士女士营养、助眠安睡、

醒神补能、明目舒视、护肝养心、运动健身、瘦身纤体、

孕期营养与均衡营养包类产品, 有条件的甚至可以开发具

有中国传统特色“九种体质”营养配方膳食产品。实力雄厚

的企业也可在营养代谢评价靶向化等方向着力突破, 甚至

开展军用食品研究与应用。 

2.4  品质提升, 塑造形象 

品质与形象一直是困扰国产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发展

的问题, 如何做好品质, 严格自律, 合规推广与宣传, 提

升品牌公信力与企业形象, 需要每家企业乃至全行业共同

坚守与维护。营养保健食品因补充某种营养素或功能实现

而生, 企业应坚持为消费者提供品质优良、食品安全、功

效确切的高标准产品, 不得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损害消费

者利益。企业可根据自身定位, 从营养保健功能、产品品

质、品牌形象方面差异化参与市场竞争, 传播经营理念, 

塑造产品和企业形象, 提升品牌和产品知名度, 建立消费

者差异化认知。产品原料的有机与天然, 营养全家化, 热

衷公益事业,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膳食结构健康理念, 

或都将为产品品质与品牌形象贴上优质的标签。 

2.5  渠道深耕, 合理布局 

直销之外, 线下渠道与线上渠道是多数营养保健食

品的主渠道。线下渠道除药店与商超外, 近年来崛起、市

场份额与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母婴渠道(Mother & Baby's 

Shop, MBS)渠道, 已渐次成为生命早期 1000 d 母婴与儿童

营养保健食品的主战场, 营养全家化理念拓展践行的主渠

道。线上电商营养保健食品消费规模逐年扩大, 已成长为

增长最快, 占比超过传统线下生意的主渠道。“焦虑”的年

轻人成为线上健康消费增长的推动力, 消费人数持续增长

的 90 后与 Z 世代是线上消费人群增长和购买增长的关键

驱动力。 

从移动互联网真正普及, 到下沉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社交电商正在从传统电商中分离独立出来。多平台推广运

营所构成的社交电商矩阵, 线上社群直播与网红直播带货, 

都在体现着时代的特征与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渠道。微商

低调转向市场下沉式发展, 增速放缓但市场规模增大。品

牌产品适时引入并尝试搭建自己的社交电商新零售矩阵策

略, 亦不失为拥抱时代的行为。《电子商务法》的施行促进

了 CBEC 跨境电商业务的增长, 15%年复合增速或将为海

外产品跨境生意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2.6  内容创新, 重视媒体融合 

相较传统媒体硬广告高投入低转化受众不精准的低

效能, 新媒体更受年轻人的关注与追捧。企业可以通过制

定媒体矩阵运营策略, 系统规划内容并持续不断更新与升

级。通过优秀的内容、轻松且富有质感的方式, 在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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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传达营养健康知识的同时, 顺便植入了品牌理念, 继而

深入人心并带来产品复购与口碑传播, 塑造良好产品形象

的同时, 积累了口碑和广告效应, 并带来了生意增长。新

媒体阵营包括但不限于公众号、短视频、微博、B 站、头

条号等企业官方新媒体账号, 优化组合并输出精品内容, 

营造消费者体验场景, 呈现品牌或产品的精准应用场景, 

助力企业抢占新营销阵地。易于传播和精美内容的输出, 

品质良好且有消费体验与应用场景的短视频, 消费者尤其

是年轻消费群体, 愿意为此买单。 

2.7  产融结合, 加速发展 

营养保健食品产业属于广义大健康的子行业, 人口

老龄化、技术进步、政策驱动以及健康需求的提升, 推动

着产业大发展。营养健康需求是仅次于医疗的刚性健康需

求, 社会与行业组织应发挥职能, 引导产业基金、产业资

本与金融资本有序在营养保健食品行业长线投资, 不唯短

期利益急功近利追求高回报, 促进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优

化结构做强做大整个行业。充分利用好完整产业链配套与

中国制造的优势, 让更多的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出口

创汇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类似案例如 SIRIO 仙乐做大做

强后, IPO 上市并在海外多国建立工厂, 成功案例与发展

路径均值得金融资本研究分析。 

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持续优化、提高行

业集中度,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与创新研发能力

的大企业, 进而提升企业本土竞争力。通过建立大经济区

(带)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平台, 资本助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提高企业研发水平, 加快行业整合提升市场集中度, 降低

政府对行业监管的难度与成本, 整体提升行业公信力与国

际竞争力, 加速产业高质量融合创新发展。 

2.8  国家政策支持, 优化监管并举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发出了建设健康中国

的号召。要研究谋划“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发展, 全面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充分体

现了十九大精神对维护人民健康的坚定决心。积极应对新

时期突出的国民健康问题, 预防胜过治疗, 须关口前移“治

未病”先导, 有效干预措施介入减少疾病发生, 延长寿命周

期提升生存质量。倡导民众自我保健, 是低投资高收益的

健康方略, 实现健康目标的务实路径, 践行健康中国战略

的重要可及举措。预防保健可实现治未病的目的, 对于民

众或社会都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研究显示在健康改

善层面每 1 单位美元的投资, 预计 3 美元的医疗保健开支

得以节省、近 3 成病假的减少, 降低 26%的医疗费用和减

少 30%的员工赔偿支出。 

优化营商环境, 放管结合。优化营商环境, 减少冗杂

审批, 健全市场机制, 扶持产业发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提高违法犯罪成本, 取消禁止医保药店销售营养保健食品

的无法律法规依据、不合理的规定, 加强执法严厉打击违

法行为, 严格禁止地摊经济中的营养保健食品销售行为。

呼吁有关部门取缔不成文的规定, 让法制意识健全、连锁

化管理成熟、全国网点布局稳定合理, 营养与医疗保健知

识相对专业的药店业态, 依法依规销售营养保健食品, 保

障安全可控与可追溯性, 为全国民众提供一个广覆盖便捷

化的购买渠道。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渐行渐深, 简政放权市

场先行, 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 营养保健食品必将赋能

国民经济增长, 为经济内外双循环提供新动能。 

2.9  全球化战略, 出海实现国际化 

放眼全球聚焦行业优质标的, 走出去进行同业并购, 

再将海外品牌引进来, 不失为中国企业为长远发展战略布

局的明智之举。发达国家的营养保健食品产业发展成熟, 

凭借多年积累的研发管理与品牌优势, 丰富的经验与品牌

知名度, 与中国企业能形成良好优势互补。国内企业产品

出口也须从原料出口型低附加值贸易升级。海外扩张并购

战略, 有利于将品牌的历史积淀进行深度开发, 实现品牌

在全球多国市场同步销售。 

H&H Group 对澳洲 Swisse 的收购, 汤臣倍健并购

life-space, SIRIO 仙乐海外研发中心与生产工厂的布局, 都

是不同的成功案例, 成长性良好(图 2)。海外并购也要开展

严格尽调, 避开问题标的资产, 哈药集团 GNC 并购事件虽

然以失败告终 , 但不失为一次探索性的尝试 , 败因在于

GNC 主体破产而非收购行为本身。 

 

 
 

注: 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系统。 

图 2  2020 年 H1 中国部分企业营养保健食品营收与同期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health food revenue of some Chinese 
enterprises in H1 of 2020 with that of the same period 

 

3  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展望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 消费升级和自我保健意识的提

升,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健康消费逐级下沉, 国家大健康红

利政策出台与《“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民营养计

划(2017-2030 年)》的实施,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

模将会有更大提升, 我们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一

个多元需求, 前所未有、供给丰富、多级共存, 高质量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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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健康大市场将逐步呈现。这是一个覆盖 14 亿人口, 全

生命周期、需求丰富、规模巨大的营养健康市场。 

3.1  市场规模突破 5000 亿, 未来已来 

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已无可非议, 研究数据预

测, 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30 年后将达到 4.8 亿。无

法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宠大的市场需求, 全年龄段全

生命周期人群对健康的追求, 营养保健食品人均消费支出

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缩小, 可以预见市场规模突破 5000

亿会很快实现。未来 8000~10000 亿, 也非遥不可及。 

3.2  营养全家化, 营养定制化 

营养补充与健康追求, 不再是单一的中老年人大市

场。营养保健食品消费不只年轻人最活跃, 老中青三代甚

至四代的营养保健补给, 会让营养全家化变为新常态。定

制营养市场已初现端倪, 随着人们生活快节奏, 深受工作

压力高负荷、身体亚健康的各种困扰, 配方更科学针对性

更强的定制营养包类产品, 将会受到越来越多城市青中年

群体的青睐。不少年轻人在“焦虑”式养生保健消费时, 同

时加入了家庭成员老人与儿童的产品清单。 

3.3  个性化膳食结构、模块化营养组分 

休闲营养、精准营养、私顾营养、体质营养、代谢靶

向营养与天然有机营养保健食品等, 将会成为营养保健食

品产业增长提供新动能。新科技、新工艺与新剂型应用更

加广泛。心血管健康、辅助降四高、体重管理代餐类市场

规模将持续扩大, 营养休食化如奶昔固体饮料、Gummy 果

冻、软糖、滴液等新剂型, 酶制剂、辅酶制剂如 β-烟酰胺

单核苷酸(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NMN)等新应用 , 

将会倍受高度关注。基于营养组分模块化与中国人“九种体

质”养生理论的营养研究, 亦会大力开展。 

3.4  年轻人养生保健“新常态” 

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与习惯, 值得业界深入研

究。市场份额占比当前虽然不是最高, 但近年来增速迅猛

成长很快, 俨然已成新常态, 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着未来最有可能的消费趋势。 

(1)功能追求多元化。个性消费, 不盲目从众, 偏好高

效直接的膳食营养补充, 善长精准补充; 肠道健康、口服

美容与运动营养规模最大, 免疫调节、改善睡眠与骨髓健

康增速最快。惜命如金, 专业补充, 兼顾全面营养。预见

未来几年内益生菌、口服美容兼具改善皮肤水份功能的透

明质酸产品, 或将成为市场新的消费高速增长点, 出现品

类大爆发。 

(2)消费场景日常化。随时随地营养补充, 果断行动。

营养保健食品消费常态化, 年轻一代无时无刻都在惦记

“吃出健康, 喝出美丽”, 日常消费频次上升, 购买行为不

再集中于大促期间成交。运动健康场景出没次数增多, 塑

形增肌、能量补充与骨骼健康产品消费增长明显。 

(3)需求人群扩大化。拒绝刻板, 有趣休闲前卫创新

受追捧。软糖、凝胶糖果、奶昔、果冻类具有休闲食品

形式的营养保健食品 , 符合喜爱尝鲜年轻女性的心智 , 

市场份额逐步提升。爱美保持身材与作息不规律的她们, 

具有纤体、助眠功能的酵素果冻、多维软糖、褪黑素软

糖类产品, 倍受青睐。满足“冻龄”心机, 补水嫩肤兼具医

美概念的玻尿酸类产品, 抗衰老类产品也提前进入了她

们的购买清单。 

(4)新事物的拥趸者。运用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 发

挥营养保健食品在健康管理领域的作用, 通过提供个性化

精准化的顾问式服务, 将会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数字或区

块链技术在产品安全溯源技术方面的应用, 会为产品品质

与消费者信心提升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3.5  集中度提高, 竞争格局优化 

可以预见, 在继国家鼓励引导药品、乳制品行业并购

重组与集约化发展之后, 大而不强的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势

必将会迎来一波并购重组浪潮, 行业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 

监管高效、品质提升、技术创新、内外融合、竞争有序的

产业高质量发展局面将会呈现。走出去、迎进来, 更多中

国优质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优秀的外资品牌亦会更多

登陆中国大市场。贸易摩擦不会完全消除, 但和谐共存的

大竞争格局必将呈现。 

3.6  营养干预进社区, 保险自费相结合 

改变居民营养健康理念, 营养治疗进社区行动, 已成

为一线城市提高社区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水平, 改善居民

营养健康状况的重要举措。营养干预行动可有效提高慢病

患者及社区居民的营养健康水平, 强化居民的均衡营养观

念, 减少疾病发生, 促进慢病患者康复, 减少政府医疗开

支, 延长寿命周期,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随着营养治疗与

干预进社区行动的普及和效能提升, 或将会促进部分功能

确切、高经济性的营养保健食品纳入慢病管理的目录, 可

以解决当前特医食品不足的应用尴尬局面。国家鼓励大力

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随着商业保险险种的优化与完善, 部

分营养保健食品或将有条件纳入其报销范围。从而在社区

医疗和商业医疗保险层面, 或将出现医保、商保与个人自

筹相结合的消费支付新模式。 

3.7  关注社会责任, 热衷公益事业 

关注社会责任, 热衷公益事业, 营养保健食品行业是

一个有爱心有温度的产业, 每一家企业尤其是 TOP 企业应

更多关注社会责任, 热衷公益事业活动。倡导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科学膳食结构, 合理补充适度干预, 是全行业都应

该大力推动和积极倡导的。 

2020年 2月份,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联合中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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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基金会启动“防新冠病毒感染, 保障婴幼儿营养”公益

行动, 得到国内不少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支持与捐赠, 

体现了在关键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与公益爱心。相信

今后会有更多的企业回报社会, 关注社会责任, 热衷公益

事业。 

3.8  监管严格, 市场规范 

美国 FDA 对保健食品市场的监管有别与国内, 采用

三大“优先事项”[13]方式进行评定。(1)确保安全, 消费者不

得受到产品伤害; (2)确保产品完整性、成分标注与声称一

致, 严守标准生产; (3)保证明智决策, 不得误导消费者或

专业人士在做出推荐、购买或使用前的错误决策。美国三

大“优先事项”原则作为衡量与判定保健食品真伪和品质重

要标准的做法,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调查显示, 美国 96%服用过膳食补充剂的人群信赖补

充剂。提升国内消费者信心与行业信赖度, 需要营养保健

食品全行业共同付出与努力。随着我国市场监管机制的完

善, 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及高昂违法成本法则的出台, 政

府市场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 营养保健食品功能界定与细

致分类等行动或将施行。一个监管严格、放管结合、公开

透明、市场规范, 消费信心指数大幅飙升的行业大好发展

局面未来可期。  

4  行业健康发展管理政策与建议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 行业健康发展状况体现法

制发展水平与治理体系能力。被列入特殊食品管理的保健

食品需要生产经营企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科研机构、

宣传媒介与消费者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合力促进行业

合法合规有序健康发展, 营造公平竞争、诚信自律、高质

发展市场环境, 实现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优化、消费者满意

度提升, 政府“放管服”职能转化的良好局面。试论精准施

策, 以企助力管理政策提升。 

4.1  强化生产主体治理能力 

科学严谨, 食品安全。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生产经营

企业产出的须是合法合规安全有效的产品[14]; 企业应加大

科研投入, 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质量控制与管理体

系, 持续向社会和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能、合法合规的

产品。内部建立企业合规与广审部门, 严格实施出厂前合

规审查机制。 

4.2  行业组织职能升级 

行业组织积极宣导国家与产业政策, 督促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 积极科普、规范宣传。对接资源, 引导产业布

局优化。建立跨地域、经济区(带)的企业对标与学习机制。

制定本行业企业社会责任评审定级机制, 推动金融机构将

其联动纳入企业征信、增信评分体系。 

4.3  政府部门行动 

行业主管与政府部门快速健全保健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体系, 加快立法进度, 推动《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尽早出台。提高违法犯罪成本与惩治力度, 制定行业禁入

等制度, 增加县市级基层监管力量投入与岗位职责设置。 

4.4  重点整治标识标签问题 

重点监管与整治营养保健食品标识标签[15]合规问题, 

通过提高年度专项整治频次与力度, 快速净化持续困扰消

费者与主管部门多年的问题。对营养保健食品在生产环节、

流通环节、零售终端及互联网与新零售等全渠道, 进行全

过程强化管理。 

4.5  提高夸大宣传的违法成本 

施行黑名单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监控与抽检工作, 加

大检查力度、增加检查频次。严厉打击保健食品夸大宣传, 

与其它不法广告行为。净化市场行为, 重塑行业形象, 营

造一个能为消费者和社会提供正确认知产品, 并判定需求

是否被满足的生态环境。 

4.6  实施重点品类集中监管 

集中对当前市售增长迅速的增强免疫力、减肥、营养

补充剂、抗疲劳类产品, 在生产流通渠道、零售门店与网

络销售渠道, 提升监管级别与检查频次。重点对婴幼童、

老年群体营养保健食品品类进行抽检, 保障从生产到食用

全过程的安全性。通过企业内生治理能力提升与行业自律

引导, 政府部门监管系统化升级, 构建规划科学、布局合

理、创新驱动、融合发展与高度规范的良好发展格局。驱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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