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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是一个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兴行业。几经起落，

行业形成了以膳食营养补充剂产品为主要消费标的格局，随着我国人均 GDP 突

破 7500 美元，居民消费结构有望发生重大变化，保健食品行业又一次迎来了历

史性的发展机遇。本文试图从行业规模、市场容量、监管动向和国际经验等角度

剖析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发展趋势。 

一、行业概况 

营养保健食品系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

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

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我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

时间较短，增长潜力较大。随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亚

健康人群不断增加等趋势，营养保健食品行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处于产业

生命周期中的快速成长期。 

二、行业规模及市场容量 

2014 年，我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收入规模达到 1,932 亿元，其中膳食营养补

充剂占比 52%，收入规模达到 1,000 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14.2%，行业快速

成长。 

图 1：中国膳食补充剂行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单位：亿元） 



 

我国膳食营养补充剂发展历史尚短，居民消费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在以美国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超过 2/3 的居民已经养成食用膳食营养补充剂的习惯，而我

国的这一比例不足 20%，膳食营养补充剂用户数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 

图 2：中国膳食补充剂渗透率远低于美国和日本 

 

发达国家膳食营养补充剂人均消费金额是我国的 6-9 倍。随着我国消费水平

提高以及人口老年化加剧，保守假设未来我国膳食营养补充剂人均消费金额大约

达到目前规模的 3 倍，那么未来我国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空间可达 6,000 亿元，

至少还有 6 倍发展空间。（数据来源：广发证券） 

图 3.2014 年世界各国人均膳食营养补充剂消费金额（美元） 



 
相对于美国完全竞争的膳食营养补充剂市场，中国市场占有率排名前三位的

安利（中国）、无限极、天狮分别占行业总规模的 10.9%、10.2%和 6%。（数据来

源：Euromonitor, 齐鲁证券研究所 2015 年研究报告）但行业前三位均为直销企

业。同时，对比美国的大健康产业发展结构，中国的健康管理市场容量尚小、占

比较低，处于市场发展初期。基于美国的健康管理产业发展历史，我们推断，中

国将迎来健康管理行业的极大发展。 

图 4.中美医疗健康行业规模对比（亿美元） 

 

目前我国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收入规模已突破 1,000 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第二大膳食营养补充剂消费市场。随着老龄化逐步释放人口红利，居民医疗保

健消费将进入快车道；2014 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253 美元，正好相当于

美国上世纪 70 年代水平，到 2020 年，中产阶级以上家庭所占比例有望从目前的

14.59%提高到 31.27%，进一步拉动膳食营养补充剂消费需求。（数据来源：齐鲁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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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监管体制和政策扶持 

1.行业监管机构 

营养健康食品行业的监管机构主要包括两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该部门相关职责包括保健食品相关法律法规起草、政策规划拟订、行业标准制定

和监督实施、营养素补充剂注册、保健食品注册、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

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食品流通监管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该部门相关

职责包括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等。 

营养健康食品行业自律组织为中国保健协会。中国保健协会是由中国健康产

业内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组成的行业机构。中国保健协会致力于健康

产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法律规范、产品研发、市场管理、行业自律及标准

化建设等各个方面为健康产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2.行业主要政策及法律法规 

（1）产业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 年 4 月 24 日发布） 

2015 年 4 月 24 日，国家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该法规定对保健食品实行注册备案分级分类管理；另一方面规定保健食品声称保

健功能应当具有科学依据，同时仍规定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实施注册管理。 

2）《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 年）》（国办发〔2014〕3 号） 

该纲要系统阐释了我国在当前阶段食物与营养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新形势，

并提出了“普及公众营养知识，引导科学合理膳食，预防和控制营养性疾病”的

发展目标。 

3）《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纲要》（发改产业[2011]3229 号） 

该纲要提出“大力发展天然、绿色、环保、安全有效的食品、保健食品和特

殊膳食食品；开发适合不同人群的营养强化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开发具有民族

特色和新功能的保健食品”。 

（2）法律、法规和标准 

有关该行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标准如下： 

名称 颁布单位 发布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2009.2.28 发布 

2015.4.24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2009.7.20 

《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09.7.3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0.4.7 

《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 卫生部 2010.8.3 

《营养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卫生部 1996.3.15 

《营养素补充剂申报与审评规定（试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5.5.20 

《营养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5.4.30 

《关于营养保健食品再注册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2.2.13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 卫生部 2009.6.10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9.10.22 

《食品广告监管制度》 工商总局 2009.8.28 

《食品中必需营养素添加通则》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9.4.27 

《辅食营养补充品通用标准》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8.12.15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9.5.19 

 

四、影响该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1.有利因素 

（1）政策及法律环境不断完善 

2015 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了对使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内原料生

产的保健食品实行备案制、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实施注册管理、营养保健食品声

称保健功能应当具有科学依据。上述规定一方面将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内行业准入

门槛，加剧行业竞争态势，也拓宽了携泰健康进行产业一体化的空间，并对保健

食品的品牌宣传和市场推广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仍未放开保健食品进口限制，

国外保健食品巨头短期内仍无法涌入中国市场，同时相关规定从严规范市场环境

和产品宣传，将对消费者信心以及行业长远发展带来有利影响。 

随着行业规定的陆续出台，新的监管精神与细则要求将对未来膳食营养补充

剂行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经销高品质、规范化产品的携泰健康必将受益

于行业整合的大环境，有利于携泰在所服务区域的膳食营养补充剂非直销市场保

持领先地位。 



（2）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中国老龄化和亚健康趋势将提振行业景气。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5 月 31

日在华盛顿发布的全球营养不良状况报告显示，中国逾 3 亿人属于超重和肥胖人

群。（数据来源：全球营养改善联盟，庶正康讯）对比中美老龄化水平，中国未

来五年水平正处于美国上世纪 70-90 年代水平，对标美国粘性用户比例快速提升

阶段，加之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健康时代背书，预计行业未来五年复合增速

超 10%。（数据来源：中信证券）2003 年之后，中国营养保健食品行业高速发展，

年产值迅速扩大，在 2010 年达到 1600 亿元左右。产品日益丰富，膳食营养素补

充剂成为主要营养保健食品。 

图 5：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年产值（单位：亿元） 

 

（3）健康管理市场空间巨大 

伴随人均 GDP 的不断增加及居民健康意识的逐步提高，与营养保健食品行

业密切相关的健康管理市场也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和君咨询研究可知，

当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以上时，居民对健康的消费支出将显著提高。2014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7575 美元，消费能力提升带来的消费升级将直接推动健

康管理行业的大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居民健康消费理念的日渐成熟、健康消费

意识的逐步提高，也将极大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2.不利因素 

（1）消费者健康需求有待充分挖掘 

由于营养保健食品行业进入中国时间短、中国消费需求长期受到压抑、行业

市场有待进一步规范、消费者认知不足等原因，中国消费者的健康管理需求尚未

被充分挖掘，尤其是细分市场的单品需求更显模糊。 

（2）购物方式变化引致的行业风险 

随着互联网应用更为普及、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不断发展、消费者的购物方

式出现变化、传统零售业企业受到一定的冲击。截至 2014 年第二季度，网购用

户超过 3.3 亿人，网购渗透率超过 51%，膳食营养补充剂的网购行为增速迅猛。

购物方式变化可能影响行业格局，使部分传统线下企业面临线上渠道的竞争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