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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2017—2022中国健康养生
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
告》提出，在我国健康养生市场的用户群
体中，18岁至35岁年轻人群占比高达
83.7%，他们对从吃到用的保健类产品关
注度都在持续增加。去年天猫“6?18”活
动中，电动刮痧板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70
倍，是“00后”用户最喜爱的健康产品之
一；今年2月以来，唯品会上宣称有助眠
功效的TPE材料枕头走俏，其中“95后”
购买量同比猛增6倍以上。

越来越多年轻人为健康买单时“慷
慨解囊”，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他
们是真正的场景化消费者，早餐既想吃
得好又怕会发胖，一杯营养饱腹代餐奶
昔正合适；工作时嘴馋喝了奶茶后再吃
点抗糖丸；忙碌了一天回家泡脚要搭配
祛湿养颜的药包……他们拥有更加积极
的生活方式，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在购
买保健产品时，不仅会看成分表，还注重
外观好不好看、口感好不好吃，能快速接
受并尝试软糖、咀嚼片、便携按摩器等产
品；他们成了家里的养生大使，从基础保

健到健康美容都被他们视为一种投资，
在购买产品时喜欢“全副武装”。

当年轻人成为我国健康消费的主
力，也带动了行业从产品端、需求端和渠
道端发生全面变革。

创新，仍是保健品产业发展的核心
要素。一方面具有较强科技含量的产品
正陆续成为爆款，企业不仅要考虑原料、
功能、形态上的推陈出新，还要兼顾健康
发展趋势和未来保健理念，打造差异化
产品优势，才能在中高端市场脱颖而
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具有专业技术或
研究背景的从业人员，以及国际化的科
研机构、大型企业加入保健品行业的市
场竞争中来，促使产品加速科技转化，不
断打磨品质。

精准，是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流量
密码。面对年轻群体展现出的多元化健
康需求，企业要持续挖掘细分市场下的
新商机，从而有针对性地提供精准服务
和产品，通过丰富产品种类、升级包装形
象、创新营销模式等路径拓宽和夯实新
的消费群体，提升品牌认知度。

不过，保健品市场鱼目混珠、夸大宣
传、非法添加等乱象依然存在，需要法治
和监管的双重护航。为此，国家不断完
善对保健品行业的法规建设，2016年发
布的《保健食品注册和备案管理办法》加
强了对保健食品的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等13个部门在全
国开展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致力于提升相关企业规范经营的主
观能动性和自觉性；去年8月，《保健食
品新功能技术评价实施细则（试行）》发
布，又对保健食品功能进行了新的释义，
并公开征求意见。

保健品市场不仅要“年轻”更要“常
青”。优化标准供给，既要填补目前保健
品标准缺乏的空白，也要用标准完善注
册与备案机制，有效支撑企业产品开发
和行业健康发展；强化安全监管，严打各
类违法行为，引导经营主体从野蛮生长
向规范化经营转变；科学引导公众理性
对待保健品，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拒
假能力，推动形成保健品“诚信经营、社
会共治”的局面。 （中国新闻网）

本报讯 我国是猕猴桃生产大国，果园面
积与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与此同时，进
口量也同样位居世界首位，进口的奇异果与
国产的猕猴桃对阵，谁更胜一筹？

红心猕猴桃的果心呈放射状，口感软
糯，入口即化。金果猕猴桃汁水丰富，口感
酸甜。普通的绿心猕猴桃也在不断改良，其
中徐香和翠香两个品种颇受市场认可，市场
价也可以卖到每斤8元左右。

即便如此，国产猕猴桃与进口奇异果之
间的价格差距依然悬殊。据了解，进口果往
往100g左右的单果售价就在10元以上。对
大部分水果经销商而言，近年来国产猕猴桃
的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其实比进口奇异果
更好卖。

陕西西安某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吴撤介
绍，国产猕猴桃的量非常大，每年的销售额在
两三千万元左右。

靠技术“破局”，国产猕猴桃“熟”得刚刚
好。我国猕猴桃种植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
史，但产业化、商品化发展只有不过40年的时
间。近年来，随着我国猕猴桃产业种植和保
鲜技术的不断突破，国产猕猴桃的经济价值

正在不断提升。
据了解，猕猴桃属于典型的后熟水果，采

收时果实较硬，存放较长时间才能食用，而
变软达到食用标准后保质期又很短，运输
过程中的损耗也会大幅提高。这两
年催熟技术的新突破，使得采收
后的猕猴桃能够实现分级储
存，调节温度就能达到即食
状态。

相比普通猕猴桃，即
食猕猴桃的生产成本提高了
大约20%，但销售价格能提
高30%。随着各项技术不断
推广并逐步实现商业化应
用，我国猕猴桃产业的经济
价值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委书记王继萍
表示：“我们目前正在增加猕猴桃的附加
值，把猕猴桃做成猕猴桃果酒、果汁、果
脯。另外，我们也在提升储存能力、效率
和质量，4700多座猕猴桃冷库正在改良改
制 ，使 猕 猴 桃 的 品 质 能 够 更 好 一 些 。”

（央视新闻）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国猪肉
价格在低位震荡波动，随着天气
转热，肉类消费进入淡季，市场供
应有哪些变化？多方面人士表
示，虽处于消费淡季，但供应充足
仍是肉类消费基本面。

“‘五一’以来销售量大约下
降了2成，价格比节前之前下降了
2元左右。”在北京朝阳区一家肉
类销售门店，老板介绍，5月份以
来，猪肉消费进入传统淡季，价格
也连续走低。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的监测数据显示，5月12日白
条猪批发平均价格为 16.5元/公
斤，周环比下降2.94%，月环比下
降3.23%。

“从肉价的走势来看，‘五一’
节日效应已经基本消失。”新发地
市场部刘通分析，现在看来，相比
于节前采购高峰期的18.25元/公
斤，猪肉价格短时间内难以再回
归节前价位。

“生猪出栏增加叠加消费仍
处于淡季，是导致生猪价格持续
走低的主要原因。”农业农村部
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王
祖力表示。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
第 二 周 全 国 生 猪 平 均 价 格 为
14.58元/公斤，环比下降 0.7%，
同比下降 4%。生猪养殖持续处
于亏损状态。

受到淡季影响的同样发生在
屠宰加工端。北京市大兴区一肉
类加工企业经理张占阳介绍，4月
份生产线日均屠宰加工量在3500
头左右，比一季度增加20%。“按当
前价格计算，全国养殖场（户）每出
栏一头商品猪平均亏损190元。”

市场人士表示，4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定点屠宰企业加工量环比
与同比的双增长，说明猪肉供应
充足。近期，肉类消费虽处于淡
季，但供应充足仍是肉类消费基
本面。

“猪肉产品是事关民生的产
品。当前正值消费淡季，由于前
期养殖场（户）压栏惜售，猪肉产
量还在增加，生猪价格持续低位
运行，导致养殖场（户）出现阶段
性亏损。”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
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介绍
2023年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情况时表示，近年来，按照国务院
部署，农业农村部实施了生猪产
能调控方案，“按照目前供求状
况，能繁母猪存栏量稳定在4100
万头的 95%～105%都是合理区
间，只要在这个区间波动就是合
理的，也是稳定的，生猪生产波动
就会平缓。”

据专家介绍，4月份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环比下降0.5%，同比增
长 2.6%，4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
栏4284万头，处于产能调控的绿
色合理区域上沿，生猪产能正在
有序回调。

“综合判断，生猪养殖有望
在二季度末实现扭亏为盈，上半
年养殖亏损程度整体将轻于上
年同期，价格起落有望趋于平
缓。”曾衍德说。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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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最长的夜，用最贵的保健品，已经成为时下许多年轻人的“标配”。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高强
度的工作压力下，不少年轻人一边透支着身体健康，一边寄希望于保健品“续命回血”，挽救日益退守的
发际线和增长的细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