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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老年保健食品市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基于SWOT分析模型，探讨了数字经

济背景下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发展。优势方面，居民收入提高、健康意识增强，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劣

势方面，品牌竞争分散、市场信任度待提高、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机会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消费

者行为的积极变化、利好政策支持为市场带来新动力。威胁方面，数字鸿沟、数字化转型挑战、行业竞

争风险不容忽视。本文提出政策支持、市场监管、细分市场、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等对策，以促进老

年保健食品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老年保健食品市场，SWOT，政策支持，银发经济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lderly Health Food Mark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SWOT Analysis Model 

Yunxia Wang, Cancan Chen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an. 8th, 2025; accepted: Jan. 24th, 2025; published: Feb. 27th,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615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615
https://www.hanspub.org/


王云霞，陈灿灿 
 

 

DOI: 10.12677/ecl.2025.142615 1010 电子商务评论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elderly health food market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
ment opportunit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health food mark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model. In terms of advantages, residents’ 
income has increased, health awareness has strengthened, and the market size has rapidly expanded. 
In terms of disadvantages, brand competition is scattered, market trust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personalized needs are difficult to meet. In terms of opportun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
nology, positive changes in consumer behavior, and favorable policy support have brought new mo-
mentum to the market. In terms of threats, the digital divid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and 
industry competition risks cannot be ignored. This article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policy sup-
port, market regula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to pro-
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health foo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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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他们对于消费的需求和支付能力也日益增强，消费模

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康养服务、文娱教育、旅游休闲等领域，老年人群体的消费热情持续高涨。线

上消费方式，如电子商务、远程医疗和智能养老等，正逐渐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推动着我国老年人

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消费潜力的释放。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供需双方

能够更加便捷地连接，数字经济模式迅速崛起，为我国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提供了更多挖掘和释放的机

会。2024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银发经

济发展，培育高精尖产品和高品质服务模式，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政府明确指出引导扩大

产品与服务供给，提升质量水平[1]。近年来，我国健康养生食品市场持续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这一现

象主要源于公众健康观念的增强和消费行为的转变，曾经保健品被普遍认为是药品的替代品，而如今，

人们更愿意将其作为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补充，形象地称之为“第四餐”。这种观念的转变极大地推动

了市场的发展。在老龄化与数字化交织的背景下，本文基于 SWOT 分析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老年保健

食品市场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如何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如何提升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发展质量

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2. SWOT 分析模型框架 

SWOT 分析模型，由美国教授韦里克提出，是一种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规划和竞争分析的工具。该模型

通过评估企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帮助企业在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中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SWOT 分析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特征，如图 1，本文采用 SWOT
分析模型，把握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发展的内部优势和外部机遇，降低品牌同质化、数字鸿沟等问题带来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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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以期促进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数字经济、银发经济发展贡献力量[2] [3]。 
 

 
Figure 1. SWOT analysis model framework 
图 1. SWOT 分析模型框架 

3. 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 SWOT 分析 

3.1. 优势分析 

3.1.1.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从 2019 年至 2023 年，我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4.2 万元上升至 5.1 万元，人均消费支出也

从 2.8 万元增加到 3.3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5.2%和 4.1%。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国民购买力的提

升，也意味着人们在健康养生方面的消费投入不断增加。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养老体系的完善以及老年就业率的提升，老年人的购买力得到显著增强，生

活形态更加丰富，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且趋向多元化，尤其在衣食行游购娱等养老相关

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对相关产业也提出了更个性化的要求。 

3.1.2. 老年人健康意识增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老年人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在生活质量提升的背景下，人们越来

越重视健康，视其为宝贵的资源。养生保健食品因此成为受欢迎的健康管理工具。面对健康挑战时，人

们更愿意通过食品调理来改善身体状况。健康知识的普及也提高了公众对养生保健食品的理解和接受，

推动了市场的扩展。 
养生保健食品已成为老年人群体中的热门消费品。老年人对日常健康状态的维护格外重视，因此他

们更倾向于选择富含营养成分、有益健康的保健品作为健康护航食品。保健食品市场不断涌现出丰富多

样的功能性食品，如增强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维护心血管健康等，以满足老年群体对健康的追求。

如辅酶 Q10 因其在老年消费者中对心脏与血脂健康问题的需求激增，从一个小众品类迅速发展成为深受

中国消费者欢迎的品类。 
国潮文化的兴起也促使对滋补食品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老年消费者开始更加专业地关注产品成分，

并倾向于选择具有传统滋补功效的产品。这种趋势反映了消费者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他们愿意

为了身体健康而选择更加符合自己需求的养生保健食品。此外，滋补食品也是年轻消费者节日赠送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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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的不二之选。 

3.1.3. 养生保健食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张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老年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养生保健食品市场展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如图 2 所示，从 2019 年到 2023 年，中国养生保健食品市场规模从 1740.0 亿元增长至 2159.2 亿元，复合

年增长率达到了 5.5%。随着老年群体对养生知识与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加，他们对养生保健食品的需求也

在与日俱增，为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中国养生保健食品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预计在 2028 年增长至 2840.4 亿元。 
 

 
注：资料来源于《2024 年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作者整理所得。 

Figure 2. Market size and forecast of health and wellness foods in China 
(trillion yuan) 
图 2. 中国养生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及预测(亿元) 

3.2. 劣势分析 

3.2.1. 品牌竞争分散 
我国保健食品市场呈现出较为分散的态势，集中化程度相对较低，尚未形成明显的领军企业或头部

企业。这种分散性导致了产品同质化问题，许多企业缺乏研发创新的能力，市场上的产品在成分和配方

上存在高度相似性，这降低了产品的差异化竞争力。如市场上众多品牌的钙片和维生素补充剂在成分上

大同小异，缺乏特色。 
品牌知名度的建立难题也是市场竞争中的一大挑战。在市场竞争加剧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的背景下，

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消费者倾向于选择知名品牌的产品，它们通常代表着更高的品质和可靠

性。同时，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也给品牌营销带来了挑战，导致营销成本大幅增加。这对小型企业或新进

入者来说，建立品牌知名度变得更加困难，许多新兴品牌在广告投放和社交媒体营销上的投入往往难以

与老牌企业相抗衡，导致品牌曝光度不足，进而影响市场竞争力。 

3.2.2. 市场信任度待提高 
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存在与消费者沟通成本高、产品信任度待提高的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的快

速传播使得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反馈更加透明，这对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信任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

如，一些保健食品品牌因为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而受到消费者投诉，严重影响了整个行业的信誉。企业需要

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等方式，来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3.2.3. 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 
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老年消费者对养老保健食品的认知不断深化，他们对产品的要求不再仅限于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615


王云霞，陈灿灿 
 

 

DOI: 10.12677/ecl.2025.142615 1013 电子商务评论 
 

基本的营养补充，更加关注产品的专业性和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例如，习惯饮茶的老年消费者可能期待

通过新工艺将普通茶叶升级为具有养生功效的茶饮。因此，养老保健食品企业需要根据不同生活场景细

分产品研发，推出专业化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如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保健

食品，或者针对骨密度低的老年人的高钙食品，都是满足特定群体需求的实例。 

3.3. 机会分析 

3.3.1. 数字技术在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应用 
互联网的广泛覆盖和电商平台的快速成长，使得消费者的购物途径更加多样化。线上平台逐渐取代

传统线下渠道成为主流的购物方式，电商渠道迅速崛起，2023 年占比达 56%，成为最大保健品消费渠道

[4]。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他们能够购买更多商品与服务，甚至参与线上社交和娱乐活动。这一趋势不仅

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便捷、多样化的消费渠道，也促进了线上银发经济的发展。通过在线购物，

老年消费者可以方便地购买到国内外各种保健食品。电商平台提供的丰富数据，如销售量、用户评价和

购买行为分析，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宝贵的市场洞察。这些数据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老年消费者的需求

和偏好，从而优化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 
如表 1 电商平台的数据分析显示，我国银发电商进口需求旺盛，进口保健食品在老年人群中越来越

受欢迎。这些产品通常被视为质量更高、更安全，因此尽管价格相对较高，但需求仍在增长。企业可以

利用这些数据来调整进口产品的比例，以满足市场需求[5]。 
 

Table 1. Physical condition of elderly people and imported categories of silver hair e-commerce 
表 1. 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及银发电商进口品类 

老年人的身体状态 银发电商进口的主要消费品类 

未病状态 

复合维生素 

益生菌 

钙镁锌 

NAD-补充剂 

口服美容营养品 

胶原蛋白 

抗衰护肤品 

亚健康状态 

鱼油 

软骨素 

叶黄素 

眼科药品 

蓟类 

辅酶 

风湿骨伤药 

肠胃用药 

补益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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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重病状态 

乳清蛋白 

人参提取物 

膳食补充剂 

灵芝孢子粉 

牛初乳 

医学配方营养品 

注：资料来源于阿里消费洞察。 

3.3.2. 数字经济对消费者行为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极大地影响了老年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数字经济促进老年群体对健康信息的获取，提高了

他们对保健食品的认识和需求[6]，在线购物的便捷性使得老年消费者更容易尝试和购买保健食品，社交

媒体和在线论坛上的用户评价和推荐也对老年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此外，智能健康管理

技术的应用，如可穿戴设备和健康监测应用程序，为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技术能够

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和营养建议。通过与保健食品的结合，可以提高产品

的用户粘性。 

3.3.3. 利好政策支持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促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法规，以支持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发展，政策措

施如简化审批流程、提升产品质量标准、加强市场监管和规范宣传等，为养生保健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政策不仅增强了企业的信心，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促进了市场的进

一步繁荣，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四方面： 
第一，税收优惠。对于研发和生产老年保健食品的企业，政府提供税收减免，以降低企业成本，鼓

励创新和扩大生产。 
第二，市场准入便利化。简化进口保健食品的市场准入流程，降低门槛，使得更多的国外优质保健

食品能够快速进入国内市场。 
第三，电子商务支持政策。政府通过提供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和运营的补贴，支持企业拓展在线销售

渠道，提高市场覆盖率。 
第四，消费者保护政策。加强在线销售保健食品的监管，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

增强消费者对在线购买保健食品的信心。相关政策见表 2。 
 

Table 2.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lderly health food market 
表 2. 数字经济与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相关政策 

序号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1 2024.1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

意见》 

推动数字订购贸易高质量发展，鼓励电商

平台、经营者、配套服务商等各类主体做

大做强，加快打造品牌。推进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建设，支持“跨境电商 + 产业

带”发展。推进数字领域内外贸一体化，

鼓励外商扩大数字领域投资。 

2 2024.10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 

使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外原料的保健 
食品和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应当经国务院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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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2024.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关于简化进口保健食品注册 
备案申请有关领事认证材料的 
公告》《网络销售特殊食品 

安全合格指南》 

简化进口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申请； 
进口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的 

中文标签不得加贴。 

4 2024.1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

福祉的意见》 
鼓励研发适合咀嚼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

品、特殊医用配方食品。 

5 2023.1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 规范了保健食品标志。 

6 2022.12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

和保障的意见》 加强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 

7 2022.3 国务院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丰富中医药健康产品供给。以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功能性化妆品、

日化产品为重点，研发中医药健康产品。 

8 2022.2 
商务部、 

中央网信办、 
发展改革委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 

电子商务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是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催生

数字产业化、拉动产业数字化、推进治理

数字化的重要引擎。 

9 2021.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营养素 
补充剂(2020 年版)与《允许 

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营

养素补充剂(2020 年版)》 

扩充了新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并对种类进行了更新。 

10 2020.1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 

《保健食品注册于备案管理 
办法》 

调整保健食品上市产品的管理模式，优化

保健品注册秩序，强化保健食品注册证书

管理，明确备案要求，强化违规备案 
处罚，严格保健食品命名。 

11 2020.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中宣部等 

七部门 

《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方案(2020~2021 年)》 

严厉打击当前保健食品市场存在的违法 
生产经营、违法宣传营销、欺诈误导消费

等行为；广泛开展保健食品科普宣传 
教育活动。 

12 2017.1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促进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 

积极开展食品健康功效评价，加快发展 
婴幼儿配方食品、老年食品和满足特定 
人群需求的功能食品，支持发展养生 
保健品，研究开发功能性蛋白、功能性 
膳食纤维、功能性糖原、功能性油脂、 

益生菌类、生物活性肽等保健和健康食品。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北大法宝网。 

3.4. 威胁分析 

3.4.1. 老年群体数字鸿沟 
老年群体使用网络服务时，由于接触时间较短、适应速度较慢以及数字技能水平不高，在防范网络

诈骗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使得一些不良分子有机可乘，他们瞄准老年人对健康养生、食品保健等信

息的高度关注，却缺乏辨别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通过夸大其词的广告、网络诈骗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

等手段，诱骗老年人落入消费陷阱。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的不当使用可能会引发健

康档案和电子医疗记录的泄露，这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也对信息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某些非法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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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免费健康咨询服务为诱饵，诱导老年人透露个人资料，随后将这些信息用于不当营销或转卖给其

他第三方。 

3.4.2. 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老年保健食品市场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消费者

对线上购物的偏好增加，对养老保健食品企业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体系尚未完善，导致老年消费者在购物体验上存在不便。线上渠道虽然迅速

扩张，但线下实体店的服务和体验仍有待提升。其次，由于老年消费者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度较低，他们

在数字化消费中受限，这影响了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服务水平。此外，老年群体在网络消费中不熟悉操

作流程、对互联网知识了解较少，这限制了其消费能力和共享数字生活。 

3.4.3. 行业竞争风险 
随着国内外品牌的进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当前，我国的养老保健食品市场汇聚了众多国内外品

牌，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这种多元化的竞争格局要求企业必须更加积极地面对挑战，不仅要持续推进

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提高产品质量，还要增加营销投入，增强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以确保在竞争

中占据有利位置，维护并扩大市场份额。国际品牌如善存、Swisse 等以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品牌影响力，

对本土品牌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4. 数字经济背景下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发展的对策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老年保健食品市场既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市场参与

者需灵活应对，把握机遇，同时克服挑战，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牢固的竞争优势。 

4.1. 政策支持与引导 

数智时代，政府可以出台更多针对老年保健食品的标准和法规，以满足老年人群的特殊需求。日本

通过成立专门委员会并出台相关标准、法案，在相对健全的政策支持下，日本介护食品连续十年快速发

展(引用)。我国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政策措施，不断细化和规范老年保健食品相关标准，制定食品安全通则

数字化目录，为老年保健食品产业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促进银发群体安心消费。同时，国家

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更多适老化的保健食品。这不仅能

够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还能满足老年人群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此外，通过政策引导，促进老年保健食

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这有助于简化生产流程，加快产品创新，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形

成完整的产业生态[7]。 

4.2. 市场监管与企业研发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发展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与企业研发。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

经营主体监督检查、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保健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措施，全面加强保

健品营销经营主体的监管。同时，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开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配方食品。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行业将朝着数字化转型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的方

向发展，展现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 

4.3. 细分市场与个性化服务 

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细分和个性化服务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策略。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

“银发一族”和“年轻一代”将是行业增长的主要驱动人群。企业应通过市场细分，针对不同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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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进行深入研究，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慢糖家、糖友饱饱

等品牌为中老年糖尿病人群提供更科学的饮食搭配方案。此外，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如智能设备

和互联网+模式，提供个性化的营养方案和健康建议，满足老年人群的特定需求[8]。 

4.4. 数字化转型与线上线下融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线上渠道已成为保健品行业的主要销售渠道。企业需要加快数字化转型的

步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渠道销售体系，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服务水平。这需要企业投入大量

的资金和资源，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具体而言，企业可以开发

或升级电子商务平台，如兴趣电商，提供移动支付选项，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广告与消费者互动，

以更好地服务日益增长的老年消费群体。同时，线下门店应通过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养生保健产品、

健康咨询和即时体验服务来吸引银发消费者。线上线下的融合不仅能够提升消费者的购买便利性，还能

增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和忠诚度[9]。 

4.5. 品牌建设与社会责任 

最后，品牌建设和承担社会责任对于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应通过数字技术

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宣传和提升服务水平来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10]。同时，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通过研发适合老年人的产品

和提供相关服务，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在老年消费者中建立

良好的口碑，实现可持续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 SWOT 分析，明确了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市场优势明

显，但同时也面临品牌集中度低、信任度不足等挑战。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政策利好为市场带来机遇，但

数字鸿沟和激烈的行业竞争也构成威胁。对策包括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监管，推动市场细分和个性化服

务，以及促进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以实现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局限在于未能深入探讨老年保健食品市场的细分领域和个性化需求，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

不同老年群体的具体需求，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

展，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数字化转型对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带来的更深远影响，以及如何在保障信息安全的

前提下，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市场效率和消费者体验。展望未来，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预计老年保健食品市场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为银发经济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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