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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健康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健康中国”

战略应运而生。中医药养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根植于中医药、食疗和养生之道，蕴含着丰

富的哲学思想，养生理念和实践经验，守护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身体健康。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人

们对养生的需求日益增加，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电商传播相结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

深入研究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电商传播的内在逻辑，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契机，探索出一条中医药养生

文化与电商传播融合发展的道路，对推进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发展，提升全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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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health awareness and the pursuit of a healthy life-
style, health issu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of public concern, and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has 
emerged as the times requi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ellness culture, a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wisdom, is deeply rooted in TCM principles, dietary therapy, and wellness practices. It em-
bodies rich philosophical thought, health-preserving concep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safeguarding 
the health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generations. With societal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demand 
for wellness practices is increasing. Integrating TCM wellness culture with e-commerce dissemination 
effectively meets the growing health needs of the population. Deeply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be-
tween TCM health preservation culture and e-commerce communication, and tak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 path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CM health 
preservation culture and e-commerce commun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TCM health preservation culture and improving na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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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和显著进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健康期待的需要日益增长，为此，党和国家从全局出发，“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对“健康中国”战略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

病服务，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2]。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政府相继出台《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

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等方案，中医药文化得到政府的

高度重视与支持。在科技发展的浪潮中，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

围广、传播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等优势，为中医药养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平台与新机遇。因此，研究

“健康中国”战略中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电商传播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 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电商传播的内在逻辑 

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电商传播的结合，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活化，是传统文化在新的语境下“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这种内在逻辑的形成，既离不开文化传播规律的理论指导，也离不

开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科技赋能及商业模式的协同作用。一些传播内容缺乏故事性和情感共鸣，不能

与消费者建立深层次的连接[3]。 

2.1. 理论逻辑：文化传播规律与商业载体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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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对文化传播具有决定作用，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及受众范围，本质上是由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

塑造。中医药养生文化通过电商平台实现抽象理论的具象化转译与符号系统的商业化重构，其核心机制

可从传播结构与符号互动两个维度解析。在传播结构层面，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著作《社会

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了社会传播的五个基本要素，即“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

么渠道(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五个基本要素之

后发展成为传播学的五个基本研究领域，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4]。
电商平台通过拉斯韦尔“5W”模式构建传播链路。中医药相关专家和从业主播作为“传播者”，将中医

药养生文化的“阴阳平衡”“药食同源”“治未病”等抽象理论转化为“三伏贴预售、安神助眠饮、美容

养颜饮等中药茶饮、四季养生课程”等场景化内容，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等“渠道”触达目标用户，最

终实现知识传递与消费转化的“效果”。符号互动视角下，电商解构中医文化符号(如经络图、穴位图、

药膳方、养生操)并融入中医药养生产品设计，将历史文本转化为商品文化附加值。正如鲍德里亚所揭示

的当代社会中的“符号”消费：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纵行为[5]。商品生产者出于利润

的需要，根据商品的关联特征，通过广告，电商传播等渠道包装，构建新的符号价值，实现产品的价值

增值。比如普通黑芝麻丸因“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实现价值增值。此外，电商通过各自媒体账号直播展

示药材种植、炮制过程，构建中医药文化的信任资本，增强中医药养生文化吸引力。 

2.2. 需求逻辑：健康焦虑与消费升级的双向耦合 

近几年，“脆皮大学生”“感觉身体被掏空”等概念在网络上走红，生动地展示了当代青年可能面临

的“亚健康”状态，反映出“健康焦虑”已广泛存在于当代年轻人群体中。电商平台是中医药养生文化传

播的主要阵地，其依托庞大的用户基础、完善的服务体系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通过给消费者提供方便

快捷的购物界面、安全便利的支付系统、高效畅通的物流配送等服务，吸引大量商家入驻，为中医药养

生文化的传播和产品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现代健康焦虑与消费升级共同形塑中医药养生电商的市场逻

辑。商品生产者出于盈利的需要，敏锐地捕捉商品的关联性特征，不断创造出新奇的产品，并构建出一

系列相关的产品链条，通过广告、包装等策略赋予产品新的符号价值，利用直播的宣传与说服功能，将

“符号”作为个性和差异的标记，使消费者在满足生存需要后仍然可以继续消费，实现诱导性消费的目

的[6]。从供给端来看，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文化传播策略，深度挖掘《皇帝内经》《神农本草

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经典中医药学著作，积极关注消费者需求，针对熬夜、久坐等亚健康群

体开发“枸杞菊花茶、酸枣仁膏、黑芝麻丸、足浴包、祛湿贴、U 形枕”等场景化产品包，并借助 AI 体
质检测、健康管理类的智能设备及应用市场实现“一人一方”精准匹配，将《黄帝内经》“治未病”理念

转化为可操作的健康干预。从需求端来看，用户搜索“补气血”、“更年期调理”“祛湿补脾”等频次上

升，消费者引导中医药相关企业开发“祛湿茶”、“养颜茶”“祛湿健脾茶”、“药膳课程 + 食材包”、

“家用艾灸仪”、“中草药热敷袋”等中医药养生产品及器械，推动传统文化适配现代需求。新中产阶层

将养生消费视为文化认同符号，电商通过“国潮营销”(如故宫联名礼盒)与非遗技艺直播强化文化关联；

年轻群体偏好“轻养生”，能量补给零食、中药代茶饮、热敷包、家用艾灸仪等产品通过电商快速渗透，

满足“即时滋补”“及时调理”需求。例如，浙江省中医院的“乌梅汤 2.0”单日网络订单量超百万帖，

反映出年轻人对中医药养生产品的追捧，这种供需互动本质上是文化资本向消费符号的转化过程，是中

医药养生文化与电商传播的实践互动。 

2.3. 技术逻辑：数字基建与传播范式的协同进化 

数字技术重构中医药养生文化的传播生态。媒介以连接不同实体的方式来为参与者提供各种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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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7]。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 + 中医药”的提出，不仅为传统中医药产

业链的提升带来了机遇，也为中医药养生文化的传播方式带了深刻变革。“互联网 + 中医药”是在保持

原有业务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中医药产业的有效结合来创造新的价值。伴随着

“互联网+”战略的实施，电商行业竞争剧烈，传统电商行业竞争格局将被重塑[8]。电商直播已从新兴的

商业模式演变为年规模高达 3.8 万亿的成熟业态，通过实时的互动来重新塑造消费者的决策途径[9]。在

传播渠道层面，直播电商构建“内容引流–产品转化”闭环：中医专家抖音直播问诊(单场观看超 10 万)、
小红书“八段锦打卡”笔记超 500 万篇，实现“文化传播–消费转化”的即时联动。大数据分析用户健

康标签(如“助眠”、“抗衰”)，定向推送内容使传播转化率提升 3 倍，体现算法对文化传播的精准调控。

体验模式创新方面，中医药养生文化借助 AR/VR 技术提升用户体验，例如北京冬奥会期间的中医药文化

展示空间通过 3D 经络演示、AI 太极拳互动等吸引外国游客；5G 消息平台助力实现“文化咨询 + 产品

推荐”一站式服务，重构用户体验场景。电商平台则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将中医理论(如“五音疗

疾”)转化为“电子中药”等概念，形成“赛博养生”新潮流。 

3. 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现状分析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人们的主要追求，“人民对健康生活的向往”是新时

代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痛点，人们对中医药养生文化的消费需求正是来源于此。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电商

的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3.1. 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发展历程 

在互联网初步发展阶段，电子商务平台开始崭露头角，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中医药企业和商家抓住此

机遇，尝试将中医药养生产品推向电商平台。这一时期，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电商平台功能单

一，物流体系不健全，网络普及率低，消费者对线上消费的接受能力有限，人们对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健

康意识不足等，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电商传播处于萌芽状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渐提高，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电商传播迎

来了快速发展阶段。网络速度的提升、支付方式的多样化和物流配送体系的完善，为中医药养生文化的

电商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中医药企业和商家纷纷入驻电商平台，不仅丰富了中医药

养生产品的种类，还开始注重中医药养生文化的传播。一些企业和商家通过传统电商平台及自媒体平台

发布中医药养生知识、健康食谱、养生视频等内容，向消费者普及中医药养生理念和方法，吸引了大量

消费者的关注，增强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吸引力。这些渠道形成了良好的传播效应。这一阶段，中医药养

生文化的电商传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电商传播进入了创新发展

阶段。一部分中医药企业推出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新产品，如 AI 舌诊仪器、智能养生设

备、中医经络检测仪、数字化养生服务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养生需求。这一阶段，中医药养生文化

的传播更加注重创新和融合。 

3.2. 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现状 

在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电商传播中，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包涵中医药企业、中医药科研机构、

自媒体创作者、电商平台以及消费者等多个方面。各传播主体通过自己的中医药养生文化资源，融合现

代科技，将优质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同时积极传播中医药养生文化，增强中医药养生文化的魅力。 
中医药企业拥有核心的中医药养生产品技术和丰富的中医药资源，通过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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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专卖店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产品和服务投入市场。消费者可以检索到多种多样的中

医药养生产品，包括中成药、中药材、中药保健品、中医养生器械等多个品类。与此同时，商家通过展示

产品的细节图片、讲解视频、直播等形式详细介绍产品的功效、使用方法、中医药养生文化背景等信息，

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同时，了解中医药养生文化知识。 
社交媒体平台也成为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重要渠道，其具有传播高效、互动性强、用户粘性

高等特点。中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医生、养生博主等自媒体创作者利用小红书、抖音、快手、微信公众

号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视频剪辑、直播、图文结合等方式发布中医药养生知识、养生产品测评、分享

自身养生经验等内容，增强了传播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粉丝朋友的参与度和兴趣。 
广大消费者既是中医药养生文化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传播者。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中医药养生产品和

服务的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获得了良好的体验，会通过好评、分享等方式向他人传播中医药养生

文化和相关产品，形成口碑传播效应。一些消费者还会主动参与到中医药养生文化的讨论和交流中，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和经验，进一步扩大了中医药养生文化的传播范围。 
目前，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电商传播主要采用内容营销、社交营销、直播营销等模式。商家和自媒体

创作者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中医药养生知识文章、科普视频、案例分享等内容，以内容为

核心吸引用户关注和互动。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好感度。 

3.3. 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存在的问题 

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起源于先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现已成为有着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实践经验

的文化体系[10]。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中医药健康养生文

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然而，当今中医药养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一些问题。 
1) 传播内容单一，缺乏创新性。目前，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电商的传播内容主要涉及中医药知识及

理论、中药材知识、穴位与经络知识、药食同源、养生食材、养生课程等养生方法，但是这些内容过于专

业化和理论化，普通消费者难以理解和实践。其次，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形式简单，大多数以图

文为主，视频也以简单的理论讲解为主，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难以激发消费者的参与积极性和热情。 
2) 传播人才短缺，缺乏专业性。既懂中医药养生文化又懂电商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匮乏。目前市场上

这类复合型人才较少，大多数从业者要么只熟悉中医药领域，对电商运营了解不足；要么只擅长电商运

营，对中医药养生文化缺乏深入的理解。这就导致在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过程中，难以将两者有机

结合，实现有效的传播和营销。中医药养生文化具有高度专业性和系统性，需要传播者具备扎实的中医

药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准确解读和传播中医药养生理念和方法。但是，有部分传播者对中

医药养生文化知识存在解读不准确、不全面、主观臆断等科学性错误，误导消费者。甚至还有一些自媒

体创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在不充分了解中医药理论知识的情况下，随意发布中医药养生文化知识，片面

理解中医药经典著作中的药方、错误解读中医穴位功效、推荐不恰当药方等，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医

药养生文化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也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其次，电商运营的专业人才缺乏，

在电商运营过程中，部分电商平台的设计页面不够友好，比如操作流程比较繁琐，搜索功能不够精准，

优惠政策不清晰、支付界面不稳定等问题，影响用户购物体验。最后，电商平台的客服专业度不高，包

括服务态度差，响应速度慢，不能及时处理客户的疑问和投诉。同时，售后服务也存在不足，比如，退换

货政策不清晰、流程繁琐等，对消费者权益保障不到位等。 
3) 传播受众面窄，缺乏针对性。当前，在电商平台传播中，中医药养生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受众群体

还是中年人及老年人，但是部分中老年人对互联网及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接收度和使用率不高。其次，在

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的今天，走入职场的青年群体，学习压力巨大的学生群体，以及营养不均衡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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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等，都对健康养生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群体开发不同的养生产

品和服务。 

4. 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提升路径 

4.1. 传承中医药养生文化，丰富传播内容和形式 

1) 创作优质内容是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核心。传播者要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确保中

医药养生知识符合中医理论和科学，电商平台邀请中医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传播内容进行审核和把关，

确保内容的专业性和可信度。其次，电商平台与媒体合作，邀请中医药养生领域相关专家和权威人物，

推出中医药养生文化专题栏目与视频节目，介绍中医药养生文化知识、产品及服务。同时，传播内容要

有指导性和实用性，能够为消费者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例如，美容养颜、气血虚、咳嗽、

失眠等问题的中医调理方案。介绍不同季节的养生食疗及运动方法等，帮助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调理身

体。 
2) 丰富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的形式。例如，传播者可以制作一些有趣生动的漫画、图片、动画

及短视频，以轻松愉快的方式传播中医药养生知识。其次，还可以将中医药文化历史故事、历史名人养

生案例等融入到电商传播中，使得传播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此外，还可以邀请与有影响力、知名度高的

电商主播合作，通过直播、拍摄短视频等方式传播养生文化知识，推广中医药养生产品和服务。 

4.2. 培养相关专业技术人才，搭建中医药养生文化传播人才库 

1) 为了满足中医药健康养生领域电商传播的人才需求，电商企业可以与当地中医药大学、职业学校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校企合作中，电商企业可以和学校联合制定相关课程和培养方案，给学生提供实

习和就业机会，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电商运营实践相结合，培养出专业的中医药养生文化传播人才。其次，

政府应根据当地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现状，搭建实习基地与资源共享平台，保证学生实习平台的质

量，培养专业的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人才。 
2) 电商企业内部要加强定期组织内部培训，邀请中医药领域专家进行授课，讲解中医药养生文化的

专业知识、理论基础、中药材的功效、药食同源等，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

中医药养生文化的电商传播中厚植文化情怀。此外，电商企业可定期邀请电商资深人士、优秀企业家、

高校教师等专业人士对企业开展运营技术培训，电商平台运营规则与操作技巧、网络营销策略的制定、

数据分析、客户关系管理、客户服务等多方面的技能，增强企业在电商传播方面的专业能力。最后，电

商企业可以为员工整合互联网平台相关学习的资源，开设中医药、电商运营、商务英语、职场沟通、企

业管理等相关的培训课程，满足企业内部不同职位的员工需求，实现员工在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条件

下自主培训，极大提升培训效能，为中医药养生文化品牌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4.3. 精准定位，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 

1)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受众，生产企业要研发适应的养生产品和服务。《“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

扬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升至 25%左右[11]。生产企业应该

根据受众群体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生产出不同需求的养生产品。例如，针对老年人，生产企业研发

出关于慢性病调理、心脑血管保护、睡眠、养生保健等产品；针对上班青年群体，研发出缓解压力、提高

免疫力、美容养颜、补气调血等产品；针对儿童群体，研发具有增强免疫力与抵抗力、调理脾胃等产品。 
2) 电商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优化平台算法规则，分析消费者浏览历史、购买行为、搜

索记录等数据，了解消费者兴趣偏好和购买意向。根据分析结果，构建用户画像，根据年龄、性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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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消费习惯、健康状况、喜爱偏好等因素，划分不同消费群体，并对其制定个性化的传播内容和策略。

例如，针对青年及学生群体，电商平台通过“非遗国潮”标签，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吸引

年轻消费者为文化认同买单。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个性化推荐功能，将定制的中医药养生产品和

服务精准投送给目标消费者，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5. 结语 

随着 5G、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将迎来更多

机遇。中医药养生文化电商传播涉及多个领域和主体，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消费者等各方共同

努力，研究政府在政策支持、监管引导方面的作用，企业在产品创新、品牌建设、传播推广方面的责任，

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以及消费者在文化传播、市场反馈方面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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