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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健食品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张标

（上海诺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7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的跃进，人们对健康长寿的需求越来越高，保健食品的发展被人民群众所密切关注着。

我国保健食品的发展日益增大，但是随之而来的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国家也为此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规定，对保健食品进行严格的保障。

我国要顺应基本国情，对保健食品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时地进行分析探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为我国保健食品的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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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中医文化底蕴的民族，自古以来人

们便注重养生之道。近年来，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保健养生服务的推广，

先后制定了相关政策与法规，把预防和控制疾病放在了首位，对保健品

注册的要求更加规范化、程序化。我国保健食品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与国外保健食品产业相比，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关联度不高、相关

法律法规不完善、研发创新及生产销售方面还有不足之处等，分析原因

并提出对策，以期推动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快速发展。

1国内外保健食品研究现状

1. 1 国内保健食品研究现状

我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卫健委批准认定了 87 种中

药材既是食品又是保健品，提供了揭示保健功效的依据。因此，以中药

材为原料开发保健食品成为我国保健食品行业的一大特色。从研发模式

来说，我国对保健食品的研究已经从早期最基础的研究深入到更多的层

次中去，功能的测试也从科学实验转变为人体的实际测试，功效的发展

也越来越多样化，更加地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但我国保健食品整体

上仍然处于没有本土特色品牌的传统生产模式中。从认知度和普及度来

说，随着我国的保健食品的发展越来越好，健康的需求得到了很大的释

放，人们从最开始的吃得饱和穿得暖转变为更加高的质量追求，从而间

接地促进了保健食品的发展，提高了健康产品的服务水平以及提高了保

健食品的普及度和认知度。从销售手段来说，我国跨境电商渠道的兴起，

使保健食品向市场化、共享化和品牌化发展，国内某些较出名的保健品

牌专营店成为我国保健食品主要的销售渠道。

1. 2 国外保健食品研究现状

作为全球最大的保健食品成品制造国家和全球最早提出保健功能

食品的国家，美国和日本将保健食品称为“膳食补充剂”和“保健功能

食品”( 又分为“特定保健用食品”和“营养机能食品”) 。美国和日

本一直延续着以本土特色成分为保健食品主打原料的传统，如美国以蛋

白质、植物提取物、维生素、矿物质为主打原料，日本则以青汁、发酵

乳为主打原料。从研发模式来说，由于益生源（ Oligo) 、益生菌、辅

酶 Q10 等新概念的推出，美国、欧盟等国主要依靠各国企业自身在生

物发酵技术、分离提取纯化技术方面的巨大优势，以氨基酸、功能性糖

醇等 依靠生物技术生产的产品类型为主导，甚至垄断初级原料市场以

保证整个生产线的优质化。从认知度和普及度来说，CＲN 最新的经济

报告显示，每年约有 2 /3 的美国成年人服用膳食补充剂，膳食补充剂

产业为美国经济贡献 1216 亿美金（ 占总 GDP 的 0. 68% ) 。日本有

70% 的民众每日服用保健品，他们坚信健康食品需长期服用，久而久之

形成了健康的体质。从销售手段来说，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随处可

以找到保健食品专卖店和零售店。日本保健食品剂型甚至同普通食品一

样，如酸奶、饮料、果冻、零食等，养生保健已成为国民日常所需的一

部分。美、日等国向来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保健品企业在利用专利

技术保护研发成果的同时，也通过申请专利等手段提前布局，将有潜力

的产品纳入保护体系，使竞争对手无法使用。这样既保证了守法企业在

有序的竞争中优胜劣汰，维护了保健品的良好信誉，也为保健品市场的

快速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企业对产品定期进行市场调查，使得企

业与消费者维持着一种长期的、深度的有效合作关系，从而推进保健食

品市场的持续发展[1]。

2 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

2. 1 法规监管及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近些年，尽管政府颁布并实施了保健食品相关法律法规，但是仍存

在一些漏洞，严重制约了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另外，我国对于产品的

研发、宣传，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医疗保障，以及社会需求等方面的扶

持力度不够。随着保健品“海外淘”的日趋发展，我国保健品市场飞速

发展。但由于“海外淘”保健品的质量安全无法保障，国家需要出台相

关管理条例对其进行规范性监管。对于出口产品来说，我国一直扮演着

原料大国的角色，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原料，没有具有自身特色的保健品

品牌，这也制约了我国保健品的发展与推广。因此，我国政府对于保健

食品的法规监管应更具规范性、严谨性及可控性。

2. 2 深层次开发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保健品的生产大多数是委托加工，虽然效率提高，但是

出现了擅自更改审批内容以及委托合同不规范的问题。另外，保健产品

原料质量得不到保障，药材的种植、采集、农药残留物等因素经常导致

保健产品原料质量不高，杂质较多。闭门造车和仿制抄袭现象严重，缺

乏科研支撑，研发技术老套不成熟，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等问题也一

直阻碍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国内企业不追求质量而注重宣传，研发投入

非常少，且不注重品牌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相应的保健食品生

产研发技术，以保证保健食品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2. 3 消费者认知度和信任度不足

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一些营销组织夸大保健食品的功能及治疗作

用。其中最为过分的就是有些保健食品为了扩大其宣传的力度，故意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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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保健食品的作用，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购买。除此之外，还有的保健

食品过度宣传，导致患者只食用保健食品，不知道食用其他的药物，病

情得不到好转，耽误治疗的过程，这些无序化行为严重打击了消费者对

于保健食品的信任度。大部分人群仍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陈旧观

念，对保健品的认识不足。消费者认知观是一把双刃剑，提高消费者对

保健食品的信任度和认知度可以为保健食品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对策分析

我国保健食品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帮助，从而进行协调高速的发

展合作，具体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要不断地制定相关的

法律条文和规定，保障保健食品的质量，防止在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出

现五花八门的问题； 其次，相关部门要引领保健食品行业的发展，为

其发展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第三，保健食品行业要想获得高质量

的发展，就要保障产品的质量，打造一个深入人心的品牌影响力，同时

也要建立科学规范的保健食品产业链； 第四，中药资源是我国保健食

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特色，是我国保健食品走向世界的希望之星

[2]。

3. 1 细分类别加强监管

首先，国家层面要强化备案制的实施，并在此基础上以细分类别管

理模式为主，继续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如：完善中国中药 GMP、GLP 等

规范，包括药材的种植、采集、农药残留物鉴定等，保证中药保健食品

成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出台较完整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网络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保健品市场秩序混乱的现

象。其次，坚决抵制中药掺假造假，杜绝中药内混合处方药成分的行为。

最后，以跨境电商为主的线上营销及以医院、药房和零售店为主的线下

营销方式的崛起，不仅可以给整个保健食品市场的销售带来利润，更可

以提升民众对保健食品的认知水平。

3. 2 养生保健理念深入人心

行业协会应该规范和引导整个行业的行为。首要任务是建立从“食

安中国”走向“健康中国”的消费理念，向公众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建

立完善的消费者服务管理体系，让民众切身感受到保健养生带来的福利。

可以在社区宣传保健养生知识并举行保健养生讲座，定期为老年人、上

班族及青少年免费进行体检并赠送基础保健食品。养生保健理念深入人

心，逐步形成“治未病”的保健意识。

3. 3 研发创新是当务之急

3. 3. 1 扩大原料来源的多样化

扩大原料来源的多样化，由早期的传统中药材资源扩大到果蔬、发

酵乳、海洋提取物以及原有产品的二次研发等，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保健

食品的研发方向。

3. 3. 2 成分创新、技术创新和功能创新保健食品的研发创新可以

从产品的成分创新、技术创新和功能创新来入手。可以用健康保健成分

替代高热、高糖、高脂等“垃圾成分”，如甜菊叶中的甜菊糖（ 粉） 可

代替脂肪和糖，鱼油可代替猪油等。将中药材与遗传学、蛋白组学、代

谢组学、营养学和植物化学等学科研究相结合，优化提取物质量，提高

原料利用率，减少原料浪费； 运用纳米微胶囊技术，剂量不变，强化

功效。通过对生产技术的优化及创新，加速提高保健食品的生物利用率，

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通过改变剂型的方式达到技术创新的目的，如从

传统的片剂逐渐发展为功能性饮品、饼干、膏剂、咀嚼片、泡腾片、营

养粥、多元素营养套餐等，剂型的改变更方便、快捷、新颖，可吸引消

费者的目光并激发购买欲。针对保健养生需求的多样性，根据不同需求

开发相应功能的新产品。例如，老龄化日益加剧，根据老年人自身身体

状况，量身定做易吸收、用药方便、可长期补充的新型保健食品。利用

营养干预手段，提前控制病情，可达到“治未病”的目的[3]。

3. 4 中药材保健食品的发展

从传统的“食药同源”养生理论到保健食品的五代改革，可以看出

我国对中药保健食品的认可及重视。我们有必要、有责任将中药保健食

品发扬光大，推向国际市场。

首先，我们要严格监管中药材的原料来源。中药材原料需进行安全

性和有效性检验，严格按照 GMP 规范进行生产，并配备专业人员队伍

和基本操作仪器。加强原料中生物活性成分及其功效验证方面的研究，

同时对中药成分可能造成的副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为上市后消费者的使

用安全提供保障。在中药类保健食品研发过程中，应将中医基础理论与

先进技术、设备、工艺和方法相结合，使中药保健食品具有功效持久、

显著、生物利用率高、无毒副作用等特点。

除此之外，我们在针对不同的群体时，也要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将保健食品划定相应的范围，比如“葛花醒酒汤”适宜嗜饮酒者，“干

果化口服液”的适用人群是汽车司机、交通警察及长期接触铅元素者，

各类中药减肥食品的适用人群是嗜食肥甘、形盛体胖者。在我国颁布的

相关法律条文规定中提出，保健食品的使用范围应该进行明确的划分，

说明哪些人可以使用，哪些人不可以使用。因此，中药类保健食品生产

销售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食品标签、说明书或其他特别警示标识信息的标

注，以利于消费者针对自己的需求进行选购[4]。

总之，中药材保健食品的研发需结合中医基础理论，深入研究中药

生物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及功效，同时注重产品适用范围、消费指导以

及售后反馈等方面的处理。

4 结语

目前，我国保健食品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虽然我国对保健食品的研

究起步晚、进步慢，与国外保健食品在研发、工艺、普及率上存在差距，

但是我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优势，且保健品需求人群数量大，

因此我国保健食品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我们应大力研发具有中国

特色的中药类保健食品，推动我国保健食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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