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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香医生联合脉脉对

职场人进行的保健品使用种

类调研中，除了枸杞、菊花

茶、人参等传统滋补品，人们

偏爱购买的保健品多是膳食

补充剂。

职场人喜欢
膳食补充剂

一边熬夜一边养生的年轻人
嗑起保健品来谁都拦不住

罗兰贝格在两年前推出的

报告《千亿保健品市场，蛋糕谁

来分享？》中预测，中国保健品

的市场规模将从 2015 年的约

1200亿发展至2020年的约1800

亿，报告还显示，免疫提升、美

容养颜和抗疲劳/减压的市场

规模和增速都位于最高的区

间。

中青年这里，有更广阔的

保健市场。只是，他们对“什么

样的保健品更好”这个问题有

着自认为更加科学的判断，于

是对不同领域的保健品展现出

截然相反的态度。在中国消费

者协会 2016 年的调研中，41%

的被调研者认为国外的保健品

更好，22%的被调研者则相反。

保健品国外的好？
还是国内的棒？

“敷最贵的面膜，吃最贵的保健品，

点最便宜的外卖，熬最深的夜”，这句流

行网络的段子形象描绘出了当下很多

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写照。

“每天吃保健品就是图个安心，药

店店员说，食物中的营养素不能被人很

好的吸收，但是保健品能够被很好地吸

收，所以就开始吃了。”家住北京的 23

岁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每天都会吃维生

素 C、维生素 B、葡萄籽等各种各样的

保健品，而像张女士这样每天在吃保健

品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

数据显示，近年来保健品行业有快速扩

张趋势。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

学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截至 2018

年，我国约有16000 个保健产品批准文号，

约2300多家工厂，600－800万从业人员，近

4000 亿产值，2004－2018 年复合增长率达

9.3％。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保健品

消费市场。

在刘学聪看来，我国保健品企业发展规

模参差不齐，大部分还是中小微企业，虽然

这一行业前景广阔，但一些保健品行业企业

并没有珍惜机会，而是为了利润互相诋毁，

恶性竞争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保健品市场一

片混乱，消费者更是无所适从。

国内保健品市场扩张的同时，海外保健

品牌也未停止进入脚步。2017 年，澳大利

亚四大知名保健品牌与国内几大知名电商

达成合作，上述保健品将拓展各种跨境购渠

道。

权健一事发生后，国家开始严格管控保

健品，要求要在明显位置上写上“保健食品

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字样，

并且严禁在保健品功效中使用“治疗”二字。

刘俊海建议，防止年轻人沉迷保健品，

就要加强对保健品的市场监管，在规范行业

行为的同时，年轻人自己也要树立科学、健

康的消费观念。保健品不可替代药物，也不

可能防病，更不可能治病，不要忽视了自己

应当遵循的基本的养生规则。

（综合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

保健品不是“药”，
年轻人应理性选择

34岁的丁先生也是保健品消费大军中的

一员，平时由于工作压力大经常失眠，因此丁

先生床头常备褪黑素类保健品，而遇到喝酒

应酬时还会掏出护肝片“嗑”上几片，尽管如

此，发际线后移的困扰依旧找上了丁先生。

情急之下，他又火速下单了一盒含有雄性激

素的保健品，如今的床头也已经摆上了五六

种每天必吃的瓶瓶罐罐。

上述张女士告诉记者，吃保健品就是为

了图个安心，“对我个人而言，吃保健品就是

一种仪式，它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健康，少熬

夜，虽然药效目前感觉不出来，但是心理得到

了安慰。”

据速途研究院发布的《90后养生报告》也

显示，国内长时间使用保健品的 90 后占比

21.9％，有接近五成的90后偶尔会使用保健

品，而排斥保健品的90后群体只占3.9％。在

保健品的消费支出方面，有 34.2％的受访者

每月在百元以内，32.7％的受访者表示月消费

一百至二百元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月消费

百元内的受访者中，80后和90后占比超过七

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年轻人吃保健品一方面是种强烈的心理暗

示，认为吃了保健品身体就一定好，第二是吃

了保健品自己有面子，因为能够买得起保健

品，说明自己很有实力，更重要的是年轻朋友

往往随波逐流，看着广告买东西。

据智联招聘针对白领的一次调研结果显

示，29.1％的白领觉得自己生活不规律、习惯

性熬夜是不健康的原因，还有不少人认为主

要是因为缺少锻炼、工作压力大。另一方面，

接近95％的白领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

叮当健康研究院认为，随着全民健康意

识的觉醒，养生年轻化是大趋势，以“80、90

后”为代表的新健康消费者们需求逐步消费

升级，从健康治疗转向预防为主，以“吃出健

康”来调节营养均衡，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为何年轻人热衷保健品？

80、90后被网络称为“养生C位人”，据叮

当健康研究院数据显示，80、90后有养生意识

的人数超过 7 成，其中 80 后占到了 38.7％。

在营养保健品的购买者中，90 后占比达到

25.01％ ；一 直 在 吃 保 健 品 的 90 后 高 达

21.9％。

记者在国内知名的几家电商平台上看

到，保健品种类繁多且销量火爆，其中，排名

居前的黄金搭档、汤臣倍健、碧生源、康恩贝

等都是受到年轻消费者青睐的保健品品牌，

价格在几十到上百元不等。

某款英国保健品官方网站对于其热销的

葡萄籽精华胶囊的产品描述为天然抗氧化、

减少自由基产生、消除老化代谢物，而在其他

电商代销网站中，这款产品描述还增加了所

谓的七天支持胶原改善干燥，14天不易泛红，

痘痘不复发，28天色斑淡化，细纹减轻，60天

扫除暗黄，皮肤通透的“神奇”效果。广告宣

传侧重女性消费者，精准对标所适用人群。

《2018 国民健康跨境消费趋势报告》显

示，随着国民生活健康意识增强，健康产品消

费金额稳步提升，80后、90后是健康产品消费

主力，95后消费增速领先；海淘消费习惯已逐

渐养成，进口健康产品市场中，保健食品和膳

食营养补充食品最受关注，即食燕窝、蜂蜜等

滋补营养品增速明显；保健品消费者中，购买

膳食纤维和果蔬纤维的人数最多，来自澳大

利亚、美国和日本的进口保健品最受欢迎；胶

原蛋白、膳食纤维、葡萄籽受爱美人士追捧，

高丽参、桃胶热度提升最快；加班族最爱买的

进口保健品是护肝类产品、膳食纤维、钙类，

护眼明目类保健品中，叶黄素最受欢迎；健身

党偏爱乳清蛋白等增肌产品。

30岁的黄女士告诉记者，其怀孕期间为

了补充营养元素吃了类似于叶酸、钙片、DHA

等多种保健产品，但在后期的体检中却被检

查出转氨酶超标，医生告知可能是保健品食

用过量所导致的肝负担加重。

那么吃保健品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北京

康复医院中医康复中心主任杨傲然对媒体表

示，如果过量补充某一种所谓的保健品，或者

某一种人体所需要的元素，会对人体的肝肾

功能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有的人表现肝肾

功能的损害，有的人表现出现呕吐、头晕，更

严重的还有失明、出血等。汤臣倍健某内部

人士告诉记者，保健品年轻人可以服用，但如

果日常饮食均衡，则不建议额外补充，否则食

用过量会破坏身体机理平衡。

年轻人正在“逛”吃哪些保健品？

◀◀20192019年中国医药原料年中国医药原料（（美国美国））品牌展品牌展1717日在美国拉日在美国拉
斯维加斯开幕斯维加斯开幕，，7979家中国企业参展家中国企业参展，，展品涵盖医药原料展品涵盖医药原料、、
功能食品原料功能食品原料、、食品补充剂原料食品补充剂原料、、保健品原料等保健品原料等。。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