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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食两用物品产业发展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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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食两用物品作为中医药和我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康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元器件”。本文综合运用文

献分析、数据挖掘、专家咨询等方法，对我国药食两用物品产业的发展机遇、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进行了系统梳

理。本文认为，药食两用物品在防治慢性疾病和延缓衰老方面具有重要潜在价值，并有望成为健康重心下移和疾病防治关口

前移的日常物质基础，是促进经济双循环的重要载体，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研究建议，树立文化自信，加强对药

食两用物品科学研究的投入，推动药食两用物品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发挥更大贡献；完善药食两用物品相关的法律法规体

系，提升监管水平和能力，建立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加强国内外交流和贸易，促使药食两用物品在

“一带一路”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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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药食两用物品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逐渐发现的一些既能果腹，又能调节机体状态、预

防疾病的物品。这些物品兼具有药食两用的特点，

这一认识与古代朴素的哲学（易学）思想交融，形

成了“药食同源”思想。“药食同源”思想及药食

两用物品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医药宝库的重要组

成部分，蕴含了丰富的传统医药文化和健康保健知

识。在实际运用时，依据“三因制宜”和“辨证施

治”的中医理论，随人体所处的状态和四季变化进

行选择，使人体的不平衡（疾病或亚健康）状态恢

复至平衡（健康）状态 [1]。当今世界，除了正在

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外，慢性疾病、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老年疾病逐渐成为威胁世界各国人民身体

健康的重大问题，医疗卫生服务亟需“重心前移”，

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重视“治未病”。我

国的医学模式逐渐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

充分挖掘药食两用物品，发挥其在调节人体平衡和

健康状态的重要潜能，维护人民健康。饮食干预对

健康管理至关重要，药食两用物品成为对慢性病和

老年疾病进行预防和干预的重要物质基础，可为全

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人类福祉提供有力支撑。

药食两用物品包括物质和产品，前者主要是指

原材料，包括中药材、提取物、总成分和单体化合

物等；后者通常是指用原材料按照一定的加工方法

（或不同配伍）制成供人体服用并具有某种效用的

制成品，包括广泛应用的药膳和贸易流通的（预）

包装产品等。其中，药膳是以药食两用物品为原

料，经过烹饪加工制成的一种具有食疗作用的特殊

膳食，即“寓医于食”[2]，常用于病后机体康复和

日常机体状态的调节 [3]。世界各国均有丰富的药食

两用物品。例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强调了

饮食在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中的重要哲学和医学基

础 [4]。东西方各民族都有在饮食中使用草药维持健

康的传统，这不仅为国际交流提供了发展空间 [5]，

也为我国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提供了重要基础。然

而，我国高水平的药食两用物品供给不足，进口注

册或备案产品又相对较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健康追求。面向“十四五”和国家中长期发

展规划，我国原有的药食两用物品名单、法规政策

以及科研力量已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新形

势的需要。

为了更好推进药食两用物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的支持下，本文通过广泛调

查、咨询和分析，发现困扰我国当前药食两用物品

产业发展和国内外交流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对

策与建议，以期为我国药食两用物品在健康领域的

战略发展规划和促进经济双循环发展提供参考。

二、药食两用物品产业的发展机遇

（一）药食两用物品产业已获得国家相关政策的积

极扶持

药食两用物品作为中医药和我国饮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独具特色的健康资源，也是重要的

经济资源，成为健康中国建设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不

可或缺的“元器件”。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药食

同源和营养健康产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积极扶持。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2016—2030年）》，将发展中医药上升为

国家战略；“药食同源”产业作为中医药发展不可

分割的部分，其产业发展有了法律地位和政府政策

保障。2017年，“中央 1号”文件提出，加强新食

品原料、药食同源食品开发和应用。2017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传统食养服务，加强传统食养

指导，深入调研，筛选一批具有一定使用历史和实

证依据的传统食材和配伍，推进传统食养产品的

研发以及产业升级换代等。2019年，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等 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医养

结合的若干意见》提出，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

慢性病管理、疾病治疗和康复中的独特作用，推

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产品和服务，增强社区中医药

医养结合服务能力。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颁布《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

录管理规定》，对医疗、保健品和食品等行业及其

饮食健康相关专业的发展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6]。

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

展规划》指出，要建设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

系，丰富中医药健康产品供给，促进中医药与旅

游餐饮融合发展等。随着相关政策的稳步实施，

药食两用物品产业迎来了发展壮大的良好机遇，

逐渐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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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我国药食两用物品促进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

提供了政策引导。

（二）药食两用物品是当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

对慢性疾患及老龄化的日常物质基础，在抗

衰老和慢性疾患防治方面具有重要潜在价值

当前，慢性疾患的井喷趋势和人口快速老年化

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巨大障碍，也是维护人类健康

面临的共同挑战，而慢性疾患的康复治疗以及延缓

衰老，通常需要缓慢、经常性的调整。随着地理

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民众基本的健康需求

由以往满足温饱、疾病治疗转变为疾病预防、养生

保健等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药食两用物品成为

防治慢性疾患和健康管理关口前移的重要物质

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主要国家的药食两用植物有

3000多种 [7]。我国的药食两用植物超过1000种 [8]，

用于药品（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保健品、特医食

品、新食品原料、药膳、化妆产品等方面。药食两

用物品中含有甾体 /萜类及其糖苷类、黄酮 /鞣质等

酚类多种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疲劳、改善

睡眠、防治多种慢性疾患及抗衰老等功效。

具体来看，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

上品，是传统习用的药食两用物品。现代研究证

实，枸杞含有重要的亚精胺衍生物，枸杞亚精胺

对老年神经退行性病变的调理和治疗有良好效

果 [9]。石斛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被列为“九

大仙草”之首。最新研究发现，铁皮石斛中含有

抗衰老活性成分烟酰胺单核苷酸（NMN）和烟酰

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这类成分是国际上抗

衰老研究的热点 [10,11]。鹿茸是我国传统滋补品

种，其有效成分尿苷有重要的防治慢病和抗衰老

的功效 [12]。苹果等水果以及许多特色药食两用物

品（如多穗柯甜茶、花红茶）中的根皮素类成分，

可以调控转录因子NF-E2相关因子 2（Nrf2）信号

通路，改善氧化应激状态，调节细胞自噬，清除

癌细胞，延缓衰老 [13]。这些例子表明了我国药食

两用物品在防治慢性疾患和抗衰老方面的巨大潜

力。此外，通过引导科学膳食，药食同源物品在

促进晚得病、少得病以及在优化有限的卫生资源

和医保资源、应对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等方面都

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三）药食两用物品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

强各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载体

自古至今，许多药食两用物品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流和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4]。虽

然药食两用物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但这

些物品常以代茶饮、精油、香辛调味、药酒、药膳

等各类形式融入到各族人民的饮食文化中，推动了

跨文化交流。我国在 2017 年、2022 年先后发布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

划（2021—2025年）》，旨在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

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民众，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据统计，我国进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目录的 109种药材（包含正在试点的

9种物质）中，只有 53种在欧洲被用作保健食品、

香料或草药 [5]。另外，在“2020年美国主流多渠道

最畅销的草药补充剂”前40个品种中，只有14个品

种（或含有纯化提取物的产品）在我国被用作香料

或中草药 [5]。例如，睡茄（Withania somnifera (L.)

Dunal）在美国以超过 3100万美元的总销售额排名

第12位，但在中国市场却鲜为人知 [15]。药食两用

物品在应用上的这些异同点为“一带一路”各国互

联互通提供了广阔的交流空间。

（四）药食两用物品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动能

2010—2019年，109个“药食两用”品种（含

9个试点品种，不含大枣和赤小豆）贡献了中药材

80.06% 的需求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3.91% [16]。

2020年，我国中药保健品主要电商平台的销售量

达到 4.34 亿件，销售额为 229 亿元，同比增长

94.69% [17]，药食同源产品需求持续增加。此外，

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除中药以外的

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进口，“替抗生

素”中药类饲用产品需求持续增长，饲用产品对中

药资源的需求量将远超过目前人用量 [18]。

“十三五”时期，我国各地区的中药材产业精

准扶贫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时期，在贫困和欠发达的农村偏远

山区继续利用其优良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发展药

食两用物品的原料生态种植和加工，不仅能够保障

药食两用产品原料质量和可持续供给，还可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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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济发展，培育农业经济新动能，促进农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 [19]。

三、我国药食两用物品产业的发展现状及面

临的问题

（一）药食两用物品产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自2016年实施保健食品注册备案双轨制以

来，新注册保健食品数量有2000余款。从产品批准

情况来看，2020年获得新产品注册批件的保健食品

数量为 715款，均为国产保健食品，获批保健食品

剂型种类较多，其中胶囊类产品占保健食品注册总

量的30.49%；其次为片剂和软胶囊。从功能看，具

有增强免疫力及缓解体力疲劳功能的产品获批数量

最多 [20]。除了注册产品外，保健食品备案产品也

蓬勃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共有 1817 款保健

食品获得备案凭证，其中 1777款为国产保健食品，

40款为进口保健食品 [21]。

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保健食品产业仍处

于起步阶段。在全球膳食营养补充剂 / 保健食品产

业链环节，我国仍处于原料供应者的地位，处于价

值链的底端 [22]。我国是全球膳食营养补充剂原料

的主要供应地，其中美国、日本有70%以上的原料

进口自我国。我国出口以原料为主，成品近几年出

口发展较快，但基本上以代工为主，缺乏自主品

牌。目前，进口注册产品仅占整个国内上市产品数

量的 3%左右，进口备案产品不足 100个。进出口

比例严重失调，降低了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使国内

企业缺乏与海外品牌同台竞争的机会 [23]，长期来

看，不利于我国企业品牌走向国际市场。

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普

遍提高，公众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人们愈加重视

保健养生、崇尚自然，对具有健康功能的药食两用

物品需求旺盛。药食两用物品已经成为国际上现代

天然健康产品研究和开发的重点，同时药物和食物

呈现相互渗透交融的趋势 [23]。据统计，2020年，

全球膳食补充剂市场规模达到1562亿美元，其中美

国草药膳食补充剂的市场销售额达到 112.61 亿美

元，并且增长率达到新高，为 17.3% [24]。我国保

健食品产值超过4000亿元，是全球第二大膳食补充

剂市场 [5]。我国保健品行业在互联网、电商平台

等销售渠道的增长势头强劲，新商业生态激发行业

发展；大健康消费意识增强，从以前高端消费品和

礼品转变为膳食营养补充的必需品，保健食品出现

“零食化”趋势等特点。此外，我国保健品市场格

局也在发生变化，销售渠道丰富化、消费结构年轻

化、市场品种多样化、监管政策严格化，品牌集中

度逐年提升，产品的科学研发及技术投入对企业发

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5]。

（二）我国药食两用物品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 对药食两用物品认识不清，重视程度不够

药食两用物品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总

结得出的精华，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但从目前的

研究和应用情况来看，尚存在一知半解和误用滥用

的现象，缺乏有效传承。例如，认为中药是“药”，

不能与“食品”掺和，两者必须切割清楚。殊不知

中医用的很多中药，其作用常随着使用剂量和病人

病程的改变而变化，这在许多中医药的“代茶饮”

中得到充分体现，如黄芪、党参、人参等，剂量大

时可作为药，用于治病；剂量小时可以起到“保

健”作用，主要用于防病、病后调理。对药食同源

产品认识上的误区为其科学定位、科学研究和法规

管理产生了不良影响。

2. 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制约药食两用物品

产业化发展

我国对药食两用物品的专项管理起源于1987年

由原国家卫生部颁发的《禁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

法》，在经论证修改后，2021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颁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

录管理规定》中对“食药物质”做出了明确界定，

这为规范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也应清醒地

认识到，近20多年来，我国的保健食品企业、营养

食品企业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相关法

律法规管理不清晰，甚至过分严格，产品审批谨慎，

甚至有时候像药品一样来审批保健品，导致国内市

场难以发展起来，各种混乱情况长期存在。目前，

已公布的食药物质名单中品种数目有限，与我国丰

富的药食两用资源极不相称，束缚了对药食两用物

品宝库的开发利用，直接导致人民群众和市场的多

元化健康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产生重大矛盾。

当前对药食两用相关产品的管理模式，包括从

研发思路、功能声称、功能评价方法、审批摸式

等，主要是按现代科学思维建立的，现行的监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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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国家倡导发挥中医药在老龄化社会和人口健康

服务方面的优势、减少国家医保负担的要求还存在

一定差距，大量的传统确有作用的药食两用物品及

其按照中医理论组方的产品很难通过评审，未能充

分发扬我国优秀的药食同源思想，阻碍了药食两用

物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科学研究不深，投入和产出较低，国际竞争

力偏弱

虽然我国药食两用物品产业发展起步较早、种

类多，但是已形成规模的企业较少，产业体量不

大、规模效益不强，整体发展存在着结构失调，产

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普遍存在原料重复、功效重复

和剂型重复等低水平开发利用；产品市场的生存周

期短，很多品种供大于求，造成资金、资源的浪

费；产业链不完善，原料、中间体和成品缺乏完善

的标准体系，产品质量不稳定；人才队伍建设缺失，

特别是缺乏食品、营养和药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复合

型科学研究人才；创新能力不强，品牌价值和产品

科技含量不高，科研院校与企业之间缺乏紧密高效

的合作，科研成果难以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消

费者认知缺乏以及品牌建设滞后等诸多问题，造成

能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企业很少，与美国、日本

和欧洲等先进国家和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

究其原因，主要与我国药食两用物品的基础研

究薄弱、研发投入少有关。困扰药食两用物品的相

关基础问题尚未得到有效阐明，成为制约药食两用

物品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例如，药食两

用物品主要定位于治未病和调节机体状态，但目前

关于“亚健康”与治未病的关系、“亚健康”的判

定与划分仍然没有客观标准和指标；药食两用物品

的使用剂量、有效性评价的科学依据与标准、长期

服用的安全性评价等基本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目前对药食两用物品的研发投入，主要依

靠企业，但是大多数企业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发

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在国家科学技术研究领域，

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发计划等，药食两

用物品的基础研究又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没有得到

相应的支持。

4.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药食两用物品应用和

监管方面存在很大差距，阻碍了东西方交流

东西方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人体体质和环境资

源也有区别，生物文化差异显著，因而东西方人在

食药习惯及应用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主要体现在：

使用的物种不同、同一物种或亲缘相近的物种使用

方法和目的不同。为了找出这种差异，通过邀请西

方食药专家对我国“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品种

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在调查的 101种物品中，仅

有53种在西方国家或地区作为健康食品、香料或药

物使用，而我国常用的木瓜、金银花、百合、砂

仁、黄精、黄芪等并未被使用；而在共用的某些品

种中，其用法和用途也有不同。如银杏，我国常用

其种子，欧洲则常用其叶片及叶片提取物；如山

楂，我国常用以促进消化，而欧洲则主要用于心血

管系统调理。此外，通过评估美国2020年植物源膳

食补充剂畅销榜前 40位的物品发现，仅有 14种为

我国常用的 [24]。由此可见，东西方的药食两用知

识体系和食药习惯存在明显差异。

药食两用物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主要以膳食补

充剂、功能性食品及其类似品类进行归类管理，同

一物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规和管理中存在较大

差异 [5]。例如，人参在我国作为保健食品、食药

物质、中药材等进行管理，而在欧洲、美国等国家

和地区则是按照膳食补充剂进行管理；贯叶金丝桃

在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可作为膳食补充剂或注

册草药，而在我国仅能作为药材使用。不同的药食

两用物品归类管理对应不同的管理标准，而这种地

区间的差异为多边贸易增加了一定障碍。

四、我国药食两用物品产业发展建议

（一）加强对药食两用物品科学研究的投入，提升

科学研究水平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药食两

用物品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建议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等

方面加强人才和经费投入，支持高校、科研院所、

医院、企业等机构，聚焦药食两用物品在治未病和

疾病预防领域的三大功能，包括调节机体代谢、延

缓衰老、增强免疫以及相关重要科学问题，开展专

项研究，集中攻关，明确其防治慢性疾病、延缓衰

老的确切功效及其科学证据。注重中医理论指导下

的配伍原则，深入研究药食两用物品调节人体健康

的科学内涵（包括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建立与

功能声称相对应的功效评价方法。从科学和人文经

验结合的角度建立从定性到定量、从经验到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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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药食两用数据库。建议由全国科学技术名

词审定委员会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对药食两用物品

相关名词规范化。

延伸药食两用物品的应用领域，开发天然植物

添加剂作为抗生素的替代品，降低药物（农药和抗

生素等）残留，提升食物和环境安全水平；拓宽药

食两用物品的生物资源来源，如从丰富的海洋资源

中发掘新的药食两用物品 [26]。

（二）完善药食两用物品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提

升监管水平和能力，建立符合有中国特色的

管理体系

秉承担当精神，进一步厘清相关部门的权责关

系，建立和完善符合药食两用产业发展规律的先进

管理模式，不断提高国家对药食两用物品的监管水

平和效率。及时修订和完善《食品安全法》《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改变当前以药食两用物品为原料研发的

产品注册为保健食品时所面临的费时长、费用高的

现象，对药食两用物品进入到食品领域给予更宽松

的政策环境。制定和规范药膳行业管理法规，让企

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办

法，对以药食两用物品为原料开发的保健食品功能

声称进行分类管理，同时增加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

的中医术语保健食品功能声称。全面做好药食物质

风险监测评估，采用系统毒理学的评价方法，明确

药食两用物品原料及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潜在内源性

有害成分和外源性污染物风险，提供可信的安全性

证据。加快建立药食两用物品从“原料 ‒提取物 ‒

产品”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制定不同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中药用标准的食用标准，构建全流

程可追溯体系，加强产品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研

究，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三）加强国内外交流和贸易，促使药食两用物品

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深化政府间和国际组织框架下合作的基础

上，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协议，注

重将药食两用物品纳入更多国家主流卫生体系。搭

建药食同源理论学术交流和行业产品交易平台，充

分利用我国所建立的国际合作机构和联合实验室

（如中国 ‒东盟传统药物研究国际合作联合实验

室），增进中国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国际组

织和机构的对话交流，推动药食两用物品的文化认

同和科学合作，塑造更有普遍性共识的话语体系。

在管理办法修订和名词统一化过程中，注意与国外

相关名称衔接，便于沟通交流、贸易往来和进出口

管理。积极领导或参与药食两用物品国际标准化建

设，建立互认的药食两用物品原料和产品标准规范

体系，减少地区间管理差异带来的障碍。积极推动

药食两用物品相关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以药食两

用物品为原料开发各种产品，提高产品精深加工能

力，树立更多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提升我国企业

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切实

推动我国高附加值产品“走出去”，同时扩大进口品

种，增强经济双循环动力，破解“内卷化”倾向，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加强各国互联互通，共同

守护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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