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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养生“新势力”崛起
打开康养消费新空间
电商平台上，年轻女性成为保健品消费主力军；中医医院里，百合红枣八宝饭、姜黄肉桂奶茶等“国潮养生

品”广受年轻人欢迎；日常生活中，各类补剂成为许多年轻人“第四餐”……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保
健食品消费人群中，25岁至40岁占比达39%，超过了51岁以上群体31%的比重。

年轻人缘何涌入健康养生市场？养生“新势力”又会激发哪些康养消费新活力？记者进行了调查。

年轻人掀起“养生热”市场前景看好

透明的塑料袋子里，7个药片整齐
排列。“紫色片剂是蓝莓提取物，能够
补充眼部营养；软胶囊包含乳化型
DHA和羟基酪醇，激活大脑提升工作
效率……”31 岁的天津女职员李彤如
数家珍，“这都是搭配好的，一天一包
随餐吃，不容易忘，也很方便。”

随着健康经济、颜值经济兴起，越
来越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消费者成为
健康养生品的忠实消费者。《2024女性
营养健康食品 618 消费洞察报告》显
示，近5年淘宝天猫和京东平台女性营
养健康食品的线上市场年均复合增长

率高达15.5%，主要客群为“85后”已婚
已育用户。

随着中医文化的广泛传播，“国潮
养生”成为年轻人日常康养的新选择。

今年夏天，不仅晒背和三伏贴在
年轻人中间“火”起来，“中医馆打败奶
茶店”也冲上了微博热搜。针对年轻
人的喜好，不少中药房推出特调的奶
茶和酸梅汤，有的还搭配上药膳。山
东省中医院均价2元一副的“中药代茶
饮”方剂，线上线下日均开方超 3000
副；浙江省中医院因“1元酸梅汤”线上
订单过多服务器崩溃，通过微博在线

“求饶”。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针对不同节

气分别研发推出了特色中药药膳。“其
中一款姜黄肉桂奶茶销售很火爆。”该
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刘言说，“特色中
药药膳非常受欢迎，年轻人也很喜
欢。”

健康养生消费者的年轻化趋势，
推动保健品行业向上发展。市场机构
艾媒咨询的报告指出，中国保健品市
场规模近5年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预
计2027年有望达到4237亿元。

在传统观念中，“康养”一词似乎
是“中老年”专属，年轻人为何纷纷加
入“养生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
系列政策促进了全民健康意识的提
升，年轻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
多、更为科学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
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
任张永建说，教育生活水平提升、科学
健康信息获取更方便，以及慢性疾病低
龄化案例的警示等，让越来越多年轻人
更加注重健康方面的自我管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我

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2460元，同比增
长 16%。《2023 中国新消费趋势白皮
书》显示，超四成“00后”购买过功能性
保健食品或保健仪器，三分之一的“00
后”“95后”购买过营养补剂。

随着年轻人康养消费不断升级，
健康产业的头部品牌和新兴企业都在
加大产品研发，在消费者服务上下功
夫，从供给侧为年轻人提供多元化、高
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亚太跨境
电商及中国境内电商副总裁万妍婧介
绍，年轻人生活忙碌，“零食化”“轻量

化”成为年轻人选择健康养生品的重
要方向。对此，安琪纽特、汤臣倍健等
品牌都在加快布局，功能性食品品牌

“美那有”推出的富铁软糖、叶黄素酯
软糖等产品，受到年轻人普遍欢迎。

供需有效互动激发年轻人康养消
费的同时，各类社交媒体、短视频对养
生话题的广泛传播，也助推年轻人康
养消费渐成风潮。西南财经大学消费
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胥说，年轻人
喜欢追求时尚和个性化，有时候可能
仅仅是为了追逐一个热点就去排队打
卡。

需求升级、供给提质激发年轻人康养消费活力

当前，年轻人康养消费需求旺盛，
市场蓬勃发展，但行业相关标准仍需
进一步完善，监管也需不断加强。

中国消费者协会不久前发布的
《健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指出，
健康产业中仍存在一些为了追求短期
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侵犯消费
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损伤消费
者信心的产业发展“蠹虫”。

该报告建议，建立完善质量管理
体系，严守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原
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均应经过严格
的检验检疫程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确
保消费安全，不断向消费者提供高质
量产品和高品质服务。

在万妍婧看来，年轻“专业消费
者”“成分党”的不断增加，对行业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年轻人不仅会从
社交媒体上获取保健食品成分信息，
还会查权威期刊论文，并十分关注服
用保健食品后身体指标的改善。”万妍
婧说，“这就要求企业必须生产出更多
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年轻人‘花式’养生涉及的产品
和服务种类繁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

中必须加强行业监管，不要让康养消
费新场景变成消费‘新陷阱’。”叶胥表
示，企业针对年轻人康养需求开展产
品和服务创新的同时，监管部门也要
持续发力，督促企业严守产品质量安
全底线、不作虚假宣传、不夸大产品效
果、不误导消费者，营造诚实守信的消
费环境。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行业规范化
程度和准入门槛进一步提高，将对康
养行业的长期发展和竞争格局产生积
极影响，有助于相关产业做大做强。

据新华社

规范行业发展 以高质量助推“产业旺”

新华社广州9月 19日电（记者
王浩明）“十五运”赛事组委会 19 日
发布公告，即日起至10月7日，赛事组
委会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十五运
会和残特奥会志愿服务口号和志愿
者昵称。

根据征集公告，志愿服务口号应

朗朗上口，文字感召力强，具有独创性
和感染力，突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
志愿服务特点，原则上每条字数不超
过12个字。志愿者昵称应具有时代气
息，语言简洁，富有亲和力，便于发音、
记忆，原则上每条字数不超过5个字。
本次征集活动采用电子文件报名的方

式，要求应征者于2024年10月7日24
时前将作品提交至15yhvolunteer@gd.
gov.cn。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全国第十
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将于 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
在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联合举办。

“十五运”公开征集
志愿者服务口号和志愿者昵称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丹麦研究
人员开发出一种新的指纹分析方法，可
绘制出指纹的“化学图谱”，帮助确定指
纹主人的特征，还能清晰呈现普通方法
难以处理的重叠指纹和模糊指纹。

丹麦奥胡斯大学日前发表的新闻公
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开发的这种方法在
实验室中表现良好，研究团队正与丹麦
警方合作，用来自犯罪现场的真实指纹
进行试验。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分析
化学》月刊上。

指纹用于案件侦破已有100多年历
史，传统方法是用光学手段记录并分析
指纹纹路，难以从重叠或模糊的指纹中
得到有效信息。新方法着眼于构成指纹
纹路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包括指纹主
人的皮肤分泌物和携带的细菌、使用的
护肤品和化妆品，以及工作和生活环境
中接触到的物质等。

研究人员用明胶覆盖并提取指纹，
向明胶指纹样本的局部喷洒微细的带电
甲醇液滴，纹路上接触甲醇的地方会释
放出化学物质，被吸入质谱仪用来辨别
分子种类和含量。缓慢移动仪器探头扫
描整个指纹，就能获得完整的化学物质
分布图谱，精细度可达0.0025毫米。

研究人员表示，不同的人不仅指纹
不同，其指纹的化学图谱也各不相同，据
此可以分离出重叠的指纹。此外，指纹
的化学图谱可能透露主人的性别、年龄、
健康状况、饮食和生活习惯、职业等信
息，未来有望在刑事案件调查中对嫌疑
人进行“画像”。

新方法不需要对样本进行制备，流
程相对简单，在实验中已成功应用于来
自金属、塑料、硬纸板等多种表面的指
纹。研究人员说，鉴于扫描过程较为费
时，目前还无法快速分析大量指纹，但该
方法在实践中可望用于侦破一些重大案
件。

绘制指纹“化学图谱”
可望帮助破案

新华社香港9月19日电（记者 王
茜）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19日表示，瑞
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

《2024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由2023
年的第十六位大幅上升至第九位，是
2016年以来首次重返前十名。

香港在排名的三个人才竞争力因素
中均比去年进步，“就绪度”排名由去年
第六升至第四，“投资及发展”由第十五
升至第十三，“吸引力”排名由第三十二
进步至第二十八。各项指标方面，香港
的理科毕业生百分比高居全球第一，财
务技能、管理教育成效以及管理层薪酬
位列全球前五名。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此排
名中位列全球前十，足证特区政府在教
育及引进人才方面工作成效显著。

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8月底，香港
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 36 万余宗申
请，其中近23万宗获批，同期经各项人
才入境计划抵港的人才超过 15 万人。
特区政府2023年10月底成立香港人才
服务办公室，为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
援服务，协助其落户香港。

《2024年世界人才排名》
香港升至第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