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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行业新风口

佘惠敏

随着消费场景的拓宽、服务及

产品供给的增加、顶层设计的逐步

完善，更多专业类健康消费将涌现

出来，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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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养生”了吗？近

年来，健康消费市场不断扩

大，健康产业呈现出新的发

展趋势和特点。除了喝枸杞

茶、跳广场舞的中老年人，有

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养生大

军，掀起了复合维生素、筋膜

枪、洗鼻器、无糖饮品等新消

费热潮。

健康消费站上“新风口”

并不意外，而是有多重利好

因素作支撑。

从国家层面看，健康产

业近年来的政策支持力度不

断加大。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 划 纲 要》提 出 的 目

标，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

2030 年将达到 16 万亿元；将

建立起体系完整、结构优化

的健康产业体系，形成一批

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的大型企业，成为国民

经济支柱性产业。国家规划

的明确支持，将为健康产业

带 来 长 期 稳 定 的 良 好 发 展

环境。

从消费者层面看，不同

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更加注重

健康投资。我国人口老龄化

趋势明显，截至 2023 年底，

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已超过 2.97 亿人。预计到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

到 4.8 亿人。老年人是健康

消费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之

一，他们对保健品、医疗服务

的需求量大，其总量的持续

增长，将为健康消费市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的青壮

年人群，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上一代有明显提高，这会带

来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对高端、个性化的健康产品和服务需

求增加。

那么，商家应该如何抓住健康消费的“新风口”？

要提供多元化和定制化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求。这一代消费者更加注重个性化需求和体验，更愿意为定

制服务买单。未来，针对不同年龄段、职业、身体状况的人群

提供定制化的健身计划和营养膳食方案等，或许将从支流变

成主流。

要提供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跨界融合挖掘消费新亮

点。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赋能千行百业，健康管理、医疗保健等服务也在向智能化和数

字化迈进，出现了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等受消费者欢迎的新服

务和新产品。前沿科技创新与精细健康指导的融合，将给消

费者带来更多贴心的新产品。医疗机构可以与健身机构合

作，推出针对慢病等特定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食品企业也可

以与科技企业合作，研发新型健康食品。

当前，在高质量发展理念引领下，健康消费已成为消费市

场最具活力的细分市场之一。随着国民健康意识从以治病为

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治未病+健身+康养”的全方位健

康管理理念，正在持续创造健康消费新场景。撬动大健康产

业发展，需要推动从粗放到精细化管理的产业升级，实现供给

与需求的高效精准匹配；也需要更多从业者把握行业风口，不

断开拓健康消费新市场。

居家检测、保健食品、滋补养生⋯⋯近

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转变，

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日益提升，健康需求正由

单一的医疗服务需求向疾病预防、健康促

进、保健康复等多元化需求转变，健康消费

市 场 潜 力 加 速 释 放 。 根 据《“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到 2030 年，我国健康产业

产值将达到 16 万亿元，大健康产业将成为

21 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

健康消费需求激增

28 岁的北京市朝阳区居民杨华就职于

一家文化公司。“我主要从事文案工作，经常

需要加班写稿。由于夜深人静时工作效率

比较高，我以前习惯每天晚上从 10 点开始

写稿，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睡觉，上午 10 点

起床。”杨华说，然而在工作几年后自己感觉

健康状况下降，出现了脱发、失眠等症状。

“现在，我除了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外，还吃

上了复合维生素、辅酶 Q10、鱼油等保健品，

希望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

近年来，像杨华一样加入购买健康消费

类产品行列的人越来越多。欧睿数据显示，

2022 年维生素与膳食营养补充剂行业零售

总 规 模 约 2001 亿 元 ，较 疫 情 前 增 长 了

19.8%，较 2013 年增长了 100.7%，显示出行

业的强劲增长力。2023 年 8 月 31 日，主推

健康服务产品的美团“爱健康”直播间落地

全国 54 城，当天直播交易额突破亿元，上

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 5 城的健康养生

消费最为火爆。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消费还呈现出明显

的线上化、标准化趋势。“线上团个团购套

餐，再到店里验光配镜，既能根据自己的情

况做试戴和调试，还能配到高性价比的眼

镜。”“00 后”大学生王茹向记者介绍了自己

的省钱小妙招。美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

年配镜服务销量最高的 7 月至 8 月，平台上

“配镜套餐”的搜索量同比增长 280%。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经营，实体眼镜店生意有了新

增长。以视野联行为例，2023 年暑假期间，

该公司全国 88 城 490 多家门店在美团上推

出了 299 元“国产 1.60 防蓝光配镜套餐”，订

单量同比增长超过 70%。

健康消费成“刚需”的背后，折射出人们

养生观念的形成和对健康的重视。中国社

会科学院工经所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

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表示，疫情的溢出效应

之一就是公众对自身健康更加重视。有报

道显示，近年来关于保健食品的搜索量明显

增加，这从侧面反映出有更多消费者关注保

健食品。未来，随着健康生活理念被更多人

接受，健康产品和技术不断突破创新，这些

都会催生健康消费市场需求加速释放。

健康管理更受青睐

“2023 年‘双 11’期间，我给爸妈购买了

高端体检套餐，包含一些特定重大疾病的深

度筛查和专业的报告解读服务。”今年 35 岁

的李雨告诉记者，疫情之后，自己最担心的

就是父母的健康。“许多疾病在初期没有明

显症状，但通过体检可以发现早期病变，实

现早诊早治。近两年，我坚持每年给父母做

一次深度体检，毕竟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李

雨说，以前是“有病治病”，现在则是要“治未

病”，强化自身健康管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让慢

性病等疾病防治受到重视，带动了健康管理

市场的增长，健康管理的侧重点也从疾病的

治疗延伸至疾病的预防。丁香医生发布的

《2023 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98%的受访

者有健康困扰，以防患于未然为主要目的的

健康管理行为成为主流趋势，人均健康管理

行为 4.3 个。排名前三位的健康困扰分别是

皮肤状态不好、情绪问题和睡眠不好。此

外，脱发、呼吸方面问题、甲状腺问题、心脏

问 题 也 占 有 很 大 比 例 。 在 受 访 者 中 ，“80

后”“70 后”“60 后”的人均主要健康行为都

达到甚至超过 5 个。

“健康管理的作用大于单纯的疾病治

疗。随着主动健康意识的觉醒，未来预防医

学端口面临重大机遇，疾病早期筛查、智能

诊断、精准预防等模式将成为健康消费侧重

点。”美年健康集团董事长俞熔以体检行业

为例介绍，近年来体检的客户中有超过 50%

的人检出肺部结节，大部分客户会担心“结

节未来会不会长大、有没有风险、要不要手

术”等问题，这时我们需要提供的是包括抗

体检测、智能分析、专家连线等在内的一整

套服务，而不再仅仅是简单的体检服务。

“面对健康消费新趋势，企业要顺势而

为，加快产品创新更迭。”俞熔介绍，公司推

动健康体检向健康管理服务闭环升级，引进

了脑卒中和脑认知 AI诊断、肺小结节和冠脉

AI诊断、乳腺超声 AI诊断、超声的 AI质控等

一系列行业创新产品，着力构建数字化健康

管理平台。比如，肺小结节筛查产品“肺结

宁”，会对检查出肺小结节的受检者提供远

程 AI阅片及三甲医院医生远程诊断，一旦发

现恶性病例，立即启动一级预警，协助客户

对接三甲医院，提供保险方案，真正做到针

对客户需求痛点全流程闭环管理。

诊疗家庭化趋势明显

近来，50 岁的刘桦出现了不明原因腹

痛症状，医生建议做肠镜检查，但他非常抗

拒，自认为症状不严重没有必要。在参加单

位组织体检时看到体检机构有肠癌无创早

期筛查产品，可以无痛、无创、居家操作，就

立即进行了取样筛查。数日后，刘桦收到检

测报告显示为阳性，建议到医院进行进一步

诊断。最终刘桦被确诊为肠癌早期，因发现

及时，未发生转移，经手术已完全康复。

不仅仅是肠癌早期检测技术，通过全

景影像可在 5 秒内完成口腔智能诊断，并

能预测未来 10 年的口腔进展；通过高分辨

率脑容积核磁扫描、神经心理智能化评估，

能够提前 5 年至 10 年揭示受检者的潜在风

险⋯⋯记者了解到，随着健康消费需求多样

化、个性化趋势明显，大量可以满足家庭场

景下健康需求的产品走俏市场，使诊疗场景

从医院延伸到家庭。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使即时性和移动场

景成为个人检测新趋势，也推动了防癌早筛

居家检测和自测的加速普及。”诺辉健康董事

长兼 CEO 朱叶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诺

辉健康日前发布的首份用户检测数据报告显

示，使用结肠癌无创早筛检测阳性且肠镜检

出异常者中有83.2%为癌前病变，这说明无症

状的筛查是防治某些疾病的重要手段。“癌症

早筛在医院、家里等多个场景都可以完成，才

符合市场规律。居家筛查检测服务一定是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朱叶青说。

“细分场景的消费升级正在更细致地提

升家庭健康生活品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表示，随着消

费场景的拓宽、服务及产品供给的增加、顶层

设计的逐步完善，更多专业类健康消费将涌

现出来，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30 多岁的我们就像在完成一场抵抗重力的飞

行，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家庭，根本就没有想到正值

青壮年的我会患上脑膜瘤。”从事法律工作的陈清至

今回忆起自己的确诊经历仍心有余悸，年初的一次

“眼睛检查”，竟帮她及时发现了脑瘤。“当时眼睛出

现了一些短暂的双影、模糊症状，以为是用眼过度。

我在体检中心选择了包含视网膜人工智能健康评估

的体检套餐，体检结果出来后，立刻接到了工作人员

的电话提醒，被告知存在‘视乳头水肿的现象’，建议

进一步就医。”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陈清在三甲医

院做了脑部 CT等检查后被预判为脑膜瘤。

像陈清这样通过视网膜异常发现重大疾病风

险的患者并不是个例。2018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

的 5 年中，爱康体检集团联合视网膜影像人工智能

研发企业鹰瞳科技共计发现 17845 人次眼底重大

阳性的体检者，其中视神经类重大阳性就有 950

例。这些患者需要立即到医院确诊或排除可能引

起严重视力损伤的病变，否则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

力损伤。

“目前，陈清经过及时手术和干预，视乳头水肿

的症状已经消退，两只眼睛也恢复了正常，这说明

术后效果非常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

院副院长魏文斌在对比陈清的检查报告时介绍，眼

睛视网膜是我们人体中唯一能够直接看见血管神

经的组织，脑部、心脏、肾脏⋯⋯几乎所有人体系统

在眼睛上都能找到对应的关系，眼底影像可以做全

身健康的守护神。

“我们主要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预测一个人每

天视网膜血管和神经的发展变化，并生成图像，从

而帮助用户提前发现健康风险，及早干预。”鹰瞳科

技创始人张大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眼底理论

上可以观测到 200 多种常见慢病，作为疾病早筛手

段价值巨大，并且更有机会通过各种场景进行普

及。因此，鹰瞳科技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 AI 视

网膜影像领域精耕细作，如今已成为一家拥有先进

技术平台的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公司。

“近年来，随着医疗 AI 产品的注册审批流程不

断加快，国家相关数据库的建设、行业标准等逐步

完善，行业整体发展在不断提速。”张大磊说，2021

年，鹰瞳有幸作为第一家医疗 AI 公司在港交所成

功上市；2022 年获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也是获得这个荣誉的首批医疗 AI 公司之一。

“截至 2023 年上半年，我们的视网膜影像 AI 产品已

经在 800 多家医院、500 多家基层医疗机构、200 家

体检中心、1200 多家视光中心、90 多家保险公司、

700 多家药店应用，服务用户近 2000 万人次。”

“人工智能技术在推动医疗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AI 赋能

医疗将表现得更加精彩。”张大磊认为，医疗 AI 企

业应抓住机遇，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提升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下一步，鹰瞳科技将继续加大产品研发

投入，研发出更多符合临床价值的医疗 AI 产品，探

索多维度的商业化落地模式。“医疗 AI 在基层的应

用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未来两年我们有信心

把产品技术进一步下沉基层，解决大量未获满足的

市场需求。”张大磊说。

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在骑行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在骑行

锻炼锻炼。。 肖本祥肖本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上海市徐汇区牙病防治所医生周曼莉在教小朋友如何正确刷牙上海市徐汇区牙病防治所医生周曼莉在教小朋友如何正确刷牙。。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张汝锋摄摄

工人在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医疗设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作工人在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医疗设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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