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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养银龄，洞察中老年营养健康消费图景

——中国中老年营养健康食品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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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健康食品可以分为营养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以非治疗性为原则，强调安全性与功能性，主要满足适用
人群、特别是中老年群体的日常营养补充和健康维护需求

特医食品 药品

功效成分渐强

普通预包装食品 特膳食品 保健食品

营养功能食品

营养健康食品

➢ 营养健康食品是为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而设计的食品，旨在帮助维持营养均衡、增强身体健康、降低患病风险，但其并
不用于疾病治疗，也不能替代日常饮食，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营养健康食品涵盖保健食品、部分特膳食品（除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及部分普通预包装食品。

• 维生素A、B族、C、
D、E、K等

• 钙、铁、锌、硒等• 乳杆菌、双歧杆菌、
革兰阳性球菌等

• 蛋白粉、辅酶Q10、叶黄
素、褪黑素、膳食纤维等

• 乳清蛋白、肌酸等• 运动饮料、能量
饮料等

• 无糖气泡水、无糖茶饮、
无糖植物蛋白饮料等

• 助眠软糖、口服玻尿酸、
奶昔代餐等

➢ 保健食品指的是具有特殊保健功能的食品，而且规定用量下无毒副作用。这类产品需经过国家审批，并标注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 普通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食品，需符合一般食品安全标准的大众化食品。

➢ 特膳食品是为满足特定生理或疾病状态人群的特殊营养需求，专门加工或配方的食品，如中老年人糖尿病、骨质疏松、乳糖不耐等情况，是其常见适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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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膳食模式不合理现状 改善膳食的重要性

中老年人群常见膳食问题1

中老年营养失衡呈地区与城乡“双重分化”

主要营养素摄入现状（1982–2022）3

动物性
（美国）

地中海型
（南欧）

植物型
（中国）

均衡型
（日本）

2

高脂肪、高蛋
白，易引发心
血管疾病

低饱和脂肪与高蔬
果摄入，富含不饱
和脂肪酸，对心血
管健康有益

➢ 谷类精细化问题：精制米面加工过程中，膳食
纤维和B族维生素大量流失，导致营养不均衡。

➢ 动物性食物结构失衡：红肉及加工肉类摄入过
量，优质蛋白如鱼类、海鲜等消费不足，增加
代谢性疾病风险。

动植物比例适
当，营养均衡，
慢性病发病率
相对较低

西部及农村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

饮食特点：高脂高糖快餐和加工食品消费普遍；
华东海鲜和腌制品较多。

消费习惯：城市化进程快，快餐文化盛行。导致
营养摄入不均衡。

饮食特点：以高盐高碳水膳食为主，西北地
区面食和肉类主导，西藏水果消费量仅占推
荐标准的16.9%。
城乡差异：农村居民钙、维生素B2摄入不足，
城乡膳食结构差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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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模式不均衡带来高慢性病发病率

➢ 脂肪摄入过高：居民每日人均脂肪摄入量达到
79.1克，超过推荐标准。

➢ 烹调油摄入超标：城市居民每日人均烹调油摄入
量为44克，占总脂肪摄入的一半以上，主要来
源于食用油。

➢ 食盐摄入量偏高：每日人均烹调盐摄入量达到
9.3克，接近推荐摄入量（每日不超过5克）的两
倍。

2024年现状 ➢ 中老年人高脂高糖饮食结构与糖尿病、高
血压等慢性病显著相关。

➢ 中老年人高脂肉类为主的膳食模式与糖尿
病、高血压发病率显著相关，而蔬果丰富
的饮食模式更有利于健康。慢性病患者群
体中，肾病、抑郁症及癌症患者普遍存在
高盐、高糖、加工食品摄入过多的问题，
进一步恶化疾病。

5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灼识咨询

中国中老年人群膳食结构失衡显著，地域差异与城乡分化加剧营养不均，导致慢性病风险显著上升，推动膳食模
式优化已成为国家健康战略核心



• 上游环节以糖醇、低聚糖、中药材等高附加值原料为核心，依赖于复杂的萃取、发酵等技术，市场集中度高。中游则包括代工生产商和自营品牌商，前者助力品牌
快速上市，后者通过差异化产品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强化品牌信任。下游销售渠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快速崛起，传统药店和商超则凭借
专业服务保障消费者体验，推动功能性食品消费持续增长。

直销员/直营店

线上渠道

产品研发 产品生产 产品销售

原材料供应商 营养食品生产商 经销商/零售商

动植物提取加工 医药原料制造

原料供应

• 维生素类
• 矿物质类
• 硫酸软骨素类
• 氨基酸类
• 益生菌类
• 动植物提取物类
• 辅酶类
• 鱼油类
• 蜂产品类
• 甜味剂类
• …

渠道经销商

线下渠道

代工生产商

自营品生产商

药用辅料/食品添加剂供应

包装供应

药房商超

中国营养健康食品产业链由原料精加工驱动的上游、高研发能力支撑的中游代工与品牌商，以及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的下游渠道构成，呈现出技术门槛高、品牌创新快、销售模式多元化的特征

6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307.39 354.69

1,104.82

1,513.47

1,888.11

全球平均 中国大陆 英国 日本 美国

3 .3x 4 .3x

➢ 中国营养健康食品市场正保持稳定增长，2019至2024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5.7%，预计2024至2029年将进一步加速至6.6%。其中，营养功能食品增速显著高于保健
食品，未来五年复合增速预计达8.5%，显示消费者对日常营养补充及功能性食品的接受度持续提升。尽管中国人均消费仍显著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仅为全球平均
的1.2倍、美国的1/5，仍存在广阔的增长潜力。随着居民健康意识增强、政策鼓励以及产品形态不断创新，营养健康食品有望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市场规模向万
亿元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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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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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

2026E

3,020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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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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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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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E

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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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8

5,223

4,108

5,984
6,369

6,778
7,203

5,592

7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灼识咨询

营养功能食品

保健食品

中国营养健康食品市场规模，以零售销售额计，2019-2029E

亿元 复合年均增长率 2019-2024 2024-2029E

6.6% 8.5%

5.0% 5.1%

总计：营养健康食品 5.7% 6.6%

全球营养健康食品人均消费额，按地区，2024年

元/人

• 中国营养健康食品市场正保持稳定增长，2024年总规模达到5,223亿元，其中营养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分别为2,891亿元和2,331亿元。
• 从人均消费水平角度来看，2024年中国大陆人均营养健康食品支出为354.69元，虽已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07.39元），但与日本（1,513.47元）和美国

（1,888.11元）等发达国家仍存在3至4倍以上的差距。这一对比显示出，中国在消费总量增长的同时，人均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随着居民健康意识提升、
营养干预理念普及、产品形态及渠道的不断丰富，未来中国营养健康食品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容，向成熟市场水平逐步靠拢。

中国营养健康食品市场持续扩张，营养功能食品增速高于保健食品，人均营养健康食品消费支出对比美日英等发
达地区差距显著，未来增长空间广阔



电商平台与健康渠道助力发展老龄化与经济因素推动需求增长

法规政策推动行业转型 健康意识普及与信任机制强化
四轮驱动行业发展

严
格
推
行
安
全
体
系
标
准

人口老龄化与健康需求

收入增长与消费观念转变

中国65岁以上人口持续增长， 2024

年比例达15.6%。

2019-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0,733元增至41,314元。

线上销售渠道

天猫 京东 淘宝 抖音

健康食品消费观
念普及

吸引消费者，扩大品牌知名度

健康食品市场迎来更
多关注，老年人群健
康意识提升，对科学
营养知识接受度增强

健康素养提升

2018-2024年，具备基本健
康素养的人口比例从17.0%

提升至31.9%

健康素养提升与市场发展

2018-2024年，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
口比例从17.0%提升至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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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千元）

日期 政策 内容

2025年3月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

目标到2030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人均
预期寿命达79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
收入国家行列。

2025年1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

明确将人民健康置于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强调健康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19年10月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意见》

要求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质量管理
和生产规范，强化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2 4
5 1

9 6

1 5 5
2 0 6

2 6 8 2 7 0

5 6
8 2

1 0 8

1 9 4

3 0 7

4 6 7

5 3 5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2 0 2 2 2 0 2 3

阿里健康 2 京东健康

产品定制化

针对老年人群的营养需求，
企业开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
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

国内两大健康电商平台营收1（亿元）

注：1. 营收包含医疗保健、营养健康用品交易，电子平台服务，线上医疗服务和其他；2.阿
里健康自然年收入以财年代替，统计区间为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

8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年报、灼识咨询

在人口老龄化与收入增长、电商渠道繁荣、国家政策推动、健康意识提升等多重因素驱动下，中国营养健康食品
行业正迎来以科学营养、细分人群与多元场景为特征的结构性增长机遇



• 左旋肉碱

创新原料与营养成分的应用 生产工艺 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

原料多元化与功效拓展

营养均衡与审批加速

坚持创新开拓市场，优质原材料确保品质,

增强核心竞争优势

采用真空低温油炸、
微波干燥等技术

调整产品的配方
比例

采用包埋技术，
如环糊精，使用
风味掩蔽剂，如
甜味剂、酸味剂

产品创新与拓展品类

减少零食中的油脂和
热量

配方及工艺对营养
性的影响

功能成分掩味

重视产品安全管理，保持研发投入，
建立专利壁垒

规模化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智能配方设计系统

开发个性化营养方案，满足不同消费
者需求

核心成分活性保持技术

口味口感创新

融合AI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实
现精准营养配比，如维生素

D3+钙等产品

进行临床验证，确保配方协同效
应，提升产品科学性和专业性

引进和应用新的技术和工艺方法，提升产品
的质量和功效，加速产品的创新周期

高纯度提取 低温冻干工艺大豆分离蛋白

乳清蛋白

维生素

益生元

抗氧化剂

➢ 新食品原料审批加快推动更多
创新原料进入市场

➢ 注重营养成分复配，从营养均
衡角度出发，提升产品专业性

…

生产许可 质量管理 经营许可 产品注册

膳食纤维

益生菌

左旋肉碱

葡萄籽提取物

白芸豆提取物

重组微生物生产辅酶Q10的专利技术

肠道健康功能食品专利

皮肤健康与抗氧化功能食品专利

免疫调节功能食品专利

生物制造技术

定制化营养方案

酶解技术 生物发酵工艺

基因检测 菌群分析

9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面向以中老年群体为代表的多元营养需求，中国营养功能食品行业以原料多元化、智能配方、核心活性保持、生
物制造与定制化营养为关键突破口，构建从原料应用、生产工艺到产品创新全链条的专业技术体系



面向中老年多元化健康诉求，营养功能食品行业构建精细化产品和配方体系，涵盖体重管理、运动营养、美丽营
养、肠道健康、健康零食与基础营养六大细分领域

中国营养功能食品行业定义

中国营
养功能
食品

美丽营养

肠道健康

健康零食

基础营养

体重管理

运动营养

• 专为辅助体重调控设计的食品，通过减少能量摄入和增加能量消耗，实现能量负平衡，核心成分包括高纤维、
优质蛋白及植物提取物、涵盖代餐粉、功能性膳食补充剂等类型。

• 专为满足运动人群在特定生理代谢状态、提升运动能力及补充特定营养素需求而加工的食品，运动营养食品适
用于每周进行三次及以上、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个体。

• 为满足消费者美容美体需求而专门研发和加工的功能性食品。其核心在于利用特定的营养成分通过科学配比，
实现从内而外的美容养颜效果；同时，这类产品通常以口服液、粉剂、果冻、软糖等多种剂型呈现。

• 为满足改善肠道健康需求而专门加工的产品，主要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等功能，帮助消费者改善肠道
功能。这类食品通常包括高纤维食品、益生菌、益生元、果蔬汁、麦麸以及植物提取物等。

• 在非正餐时间食用，以天然原料或科学配方为基础，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实现低糖、低脂、低盐、低卡、低GI等
健康属性，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或矿物质等营养素的功能性食品。

• 以提供人体必需营养素为主要功能、旨在弥补日常膳食中营养不足、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食品。这类产品
主要针对普通消费人群，通过科学配比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必需脂肪酸及膳食纤维等成分。

• 营养功能食品营养功能食品是指以补充人体必需营养成分或实现特定生理调节作用为目标的产品，主要用于支持营养平衡、促进身体健康。
这类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而是作为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满足消费者在健康管理方面的功能性需求。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升和生活
品质的追求，营养功能食品正成为日常消费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0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产品多元化，满足细分需求

体重管理产品将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涵盖代餐、功能性膳食补充剂、能量调控食品等。

未来趋势

个性化定制，提升用户体验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企业将提供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提高效果和用户满意度。

成分天然化，强调健康属性

天然、有机的成分将成为产品开发的重要方向，增强消费者信任感。

跨界合作，打造综合健康解决方案

与健身、医疗等领域合作，提供涵盖饮食、运动、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体重管理服务。

194.4

291.4

446.4

2019 2024 2029E

+8%

+9%

中国体重管理营养功能食品市场规模，
以零售销售额计，2019-2029E

亿元

体重管理食品

减少能力摄入 增加能力消耗

代餐粉   代餐棒
代餐奶昔 代餐粥

白芸豆 咖啡因
藤黄果提取物

酵素 茶氨酸 

左旋肉碱   绿茶多酚

咖啡因    姜酮 

维生素C   辣椒素

减少食欲增加饱腹感 促进新陈代谢 促进脂肪分解

通过控制摄入与促进消耗两大机制，实现体重管理
➢ 中国体重管理营养食品市场保持稳健增长，2024年达

291.4亿元，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叠加产品创新，驱动代
餐、控卡食品等品类持续放量

➢ 其中，中老年群体因基础代谢率降低、脂肪堆积风险上
升，成为体重管理功能食品的重要增长人群

体重管理 运动营养 美丽营养 肠道健康 健康零食 基础营养

11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体重管理市场增长动能强劲，中老年体重管理需求上升，产品多样化与健康意识双重推动

• 适合中老年在不
增加热量前提下，
减少过度饮食

• 中老年阶段食欲调控敏感性
降低，该类功能可辅助管理
能量摄入

• 中老年代谢降低是体重和上升的主要
原因之一；绿茶多酚、共轭亚油酸等
成分，有助于促进中老年基础代谢



◆ 数字化服务相结合深入发展

运动营养产品将更广泛地与数字化健身
平台、智能硬件如可穿戴设备联动，构
建个性化运动营养方案和实时监测服务
体系。这种数字化融合将增强消费者体
验，提升用户粘性和品牌忠诚度，成为
未来竞争的重要趋势。

63.2%

58.7%

54.2%

22.3%

20.4%

19.2%

18.1%

11.2%

8.9%

7.6%

睡眠

运动

饮食

经济水平

生活环境

工作家庭
平衡

健康知识

居住空间

医疗水平

商业医疗
保险

中国消费者认为对健康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2024年

➢ 睡眠、运动和饮食被中国消费者认为
是影响健康的三大核心因素，运动营
养产品正是聚焦其中“运动”与“饮
食”的交叉需求，满足消费者对提升
健康状态的主动管理

◆ 功能细分化与精准配方定制化

未来运动营养产品将更加关注运动类别、
运动阶段以及个体代谢特点，通过精准
配方满足细分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如耐
力类运动补充电解质饮料、力量训练肌
酸补剂以及恢复阶段富含肽类产品等，

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30.1

78.8

165.5

2019 2024 2029E

+21%

+16%

中国运动营养功能食品市场规模，
以零售销售额计，2019-2029E

亿元

体重管理 运动营养 美丽营养 肠道健康 健康零食 基础营养

12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吃+练”融合趋势驱动银龄健身热潮，运动营养消费快速崛起，功能细分与数字融合成未来破局关键

未来趋势

➢ 中国运动营养市场高速增长，2024年市场规模达78.8亿
元，睡眠、运动、饮食成为核心健康关注点，运动营养
品聚焦“吃+练”双重需求，产品渗透率持续提升

➢ 中老年人健康意识增强、“科学健步走”“广场舞营养
搭配”等生活方式推动该群体成为运动营养新品类的重
要驱动人群



产品功能细分与针对性开发进一步加强

产品将进一步细分至特定美容诉求领域，如抗衰老、美白淡斑、保湿补水等，并结合新
兴热门成分如神经酰胺、烟酰胺、益生菌等，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个性需求，从而提升
市场竞争力。

与大健康概念融合发展趋势明显

美丽营养产品将更加注重与整体健康、肠道微生态、睡眠管理、心理健康等跨领域融合，
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美容健康解决方案，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边界。

分类名称 主要特征 代表成分 适用人群

➢ 结构修复型
促进皮肤基底结构重建与

修复
功能性肽类、表皮生长因子
（EGF）、胶原蛋白等

注重皮肤修复、改善皱
纹与松弛问题的消费者

➢ 水润保湿型
改善皮肤水分平衡，形成

持久保湿屏障

玻尿酸、神经酰胺、甘油等；
锁水保湿、在皮肤表层形成保

护膜

皮肤干燥、缺水或肤质
暗沉的各年龄层消费者，

干性和敏感肌人群

➢ 抗氧化防衰
型

中和自由基、延缓皮肤衰
老

葡萄籽提取物、维生素C衍生
物、绿茶多酚、白藜芦醇等

希望延缓衰老及高压工
作环境的群体

➢ 内调平衡型
通过内服调理整体健康，
改善由内而外肌肤状态

益生菌、调节激素的天然成分、
抗炎成分

注重内调美容、追求整
体健康改善的消费者

➢ 新陈代谢促
进型

促进代谢，提升皮肤活力
与修复能力

B族维生素、辅酶Q10、L-肉
碱等

缺乏活力、生活节奏快、
压力较大的消费者

美丽营养市场持续扩容，正成为功能食品增长的重要引擎

212.1

293.4

486.5

2019 2024 2029E

+7%

+11%

中国美丽营养功能食品市场规模，
以零售销售额计，2019-2029E

亿元

体重管理 运动营养 美丽营养 肠道健康 健康零食 基础营养

13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美丽营养拓展抗衰与精准调理场景，银龄爱美人士成为从“颜值”走向“健康”的新增动力

➢ 中国美丽营养市场持续扩容，2024年市场规模293.4亿元，
产品从基础护肤走向多功能调理，覆盖抗氧化、代谢调
节等多重维度，适用人群不断拓展

➢ 其中，中老年群体对延缓衰老、提升活力、改善肌肤状
态的关注显著上升，成为美丽营养功能升级的重要人群
基础

未来趋势



个性化与精准化产品成为市场主流

随着基因测序和肠道微生态检测技术普及，未来市场将向个性化、精准化肠道健
康管理方向发展。企业将依托技术手段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的肠道健康解决方案，
形成竞争差异点。

益生菌产品零食化、便捷化趋势明显

产品将逐步从传统胶囊和粉剂形式向软糖、功能饮料等便捷形式发展，以适应消
费者日常便捷食用需求，扩大市场消费场景与渗透率。

• 中国人均益生菌消费远低于日本、美国
• 尤其中老年群体中的产品使用频率与场景渗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0

25.0

48.0

中国 日本 美国

+7x +15x

2024年人均益生菌消费额（元/年）

386.7

519.1

768.9

2019 2024 2029E

+6%

+8%

中国肠道健康营养功能食品市场规模，
以零售销售额计

亿元

体重管理 运动营养 美丽营养 肠道健康 健康零食 基础营养

14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中国肠道健康营养功能食品消费空间广阔，中老年群体是肠道功能失衡的高发人群，是益生菌、膳食纤维类产品
的重点用户，对“便捷摄入、日常调理”的产品形式接受度越来越高

➢ 中国肠道健康功能食品市场稳步扩大，2024年市场规模
达519.1亿元，人均益生菌消费额远低于海外，渗透率提
升空间大，便携化、零食化趋势正加速产品普及

➢ 中老年人群因肠蠕动减缓、菌群结构退化，对膳食纤维、
益生菌类产品的依赖增强，成为增长主力人群

未来趋势



健康零食细分市场持续深化

健康零食市场将进一步细分，如儿童、老人、运动人群的专属零食将成为企业发力方
向，以精准满足差异化需求。

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化趋势加强

未来，健康零食市场将更加注重环保包装和可持续原料，同时企业也将加速国际市场
拓展，提升全球竞争力。

• 软糖 • 蛋白棒 • 果冻 • 饼干

类别 核心功能 代表产品

➢ 营养补充型 补充膳食缺口 原味坚果、低糖酸奶

➢ 代谢调节型 稳定血糖、调节脂代谢 低GI燕麦饼干、白芸豆提取物咀嚼片

➢ 肠道健康型 改善肠道菌群平衡 益生菌酸奶、菊粉纤维棒

➢ 免疫支持型 增强免疫力 维生素C强化果干、锌强化坚果

➢ 运动营养型 促进肌肉修复与能量补充 乳清蛋白棒、电解质运动饮料

健康零食功能丰富、形态多样，满足碎片化养生需求

• 坚果丸

761.5

970.6

1,317.1

2019 2024 2029E

+5%

+6%

中国健康零食营养功能食品市场规模，
以零售销售额计，2019-2029E

亿元

体重管理 运动营养 美丽营养 肠道健康 健康零食 基础营养

15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健康零食向功能化与多样化演进，满足中老年碎片化场景下的控糖补钙等营养需求

➢ 中国健康零食市场稳健扩张，2024年已达970.6亿元，产
品形态不断丰富，低糖、高蛋白、益生菌等多功能融合
趋势明显，助力零食向日常营养过渡

➢ 中老年人群在控糖控脂、肠道调理、饱腹替餐等日常场
景中对功能型零食需求日益增长，成为推动行业精细化
发展的核心人群之一

未来趋势



精准营养和个性化产品将成为主流方向

基础营养产品将逐步过渡至按年龄、性别、职业、慢性病史等维度细分定制型产品，结合
个体营养评估或基因检测结果进行差异化营养干预，从“基础补充”向“精准调控”转变。

多剂型与日常化消费场景拓展趋势显著

产品将不断丰富剂型，拓展至即饮液、口含片、软糖、咀嚼片等多种形态，以适应碎片化
消费需求。企业还将结合具体场景开发“即食化”营养品，提升使用频次和渗透率。

国际标准导向与技术融合助推产品升级

进一步对标欧美、日本等国家的营养素推荐标准与质量监管规范，推动配方科学性和安全
性进一步提升。同时，纳米包裹、靶向释放、脂溶性转化等创新生物技术有望广泛应用。

类别 功能
➢ 维生素及矿物质补充剂 旨在补充膳食中可能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缺口，支持人体新陈代谢、

免疫调节以及神经传导功能，确保日常生理活动的正常进行。
➢ 蛋白质及氨基酸补充剂

➢

用于提升蛋白质摄入量，促进体内蛋白质合成，维护肌肉及其他组织的
正常功能，对改善营养均衡具有重要意义。

➢ 必需脂肪酸补充剂

➢

通过补充Omega-3、Omega-6等必需脂肪酸，帮助维持心血管健康和
细胞结构完整性，确保人体对优质脂肪的需求得到满足。

➢ 膳食纤维与抗氧化产品 有助于调节肠道功能、促进消化吸收，并提供一定的抗氧化保护作用，
从而延缓细胞老化、增强体内代谢能力。

核心在于日常营养补充，而非针对特定健康目标或功能

112.3

178.0

314.3

2019 2024 2029E

+10%

+12%

中国基础营养功能食品市场规模，
以零售销售额计，2019-2029E

亿元

体重管理 运动营养 美丽营养 肠道健康 健康零食 基础营养

16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从基础补充迈向个性营养，中老年群体推动基础营养走向精细化，产品从普补迈向个性化精准调理阶段

➢ 中国基础营养功能食品市场稳步扩容，2024年达178.0亿
元。以维矿类为核心的日常营养补充品类加速普及，精
准营养与多剂型创新推动场景渗透

➢ 中老年人群作为维矿、蛋白质、Omega-3等基础营养素
的主要消费人群，对精准补充和日常调理类产品的接受
度显著提升，是基础营养精细化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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