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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药膳行业的概述、市场分析、政策环境、技术发展、产业链分

析以及发展趋势与机遇。药膳作为兼具食疗和保健作用的一种特色餐饮，近年来随

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和消费者对特色餐饮的需求增加，药膳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文章详细分析了药膳行业的市场需求、消费者群体特征、市场供给以及竞争格局，

指出药膳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文章还探讨了药膳行业的

政策环境和技术发展，包括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药膳行业标准与规范以及技术创新

与研发动态。此外，文章还对药膳行业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包括上游原材料供应

、中游生产加工环节以及下游销售渠道与市场。最后，文章展望了药膳行业的发展

趋势与机遇，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为药膳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

考。

第一章 药膳行业概述

一、 药膳定义与特点

药膳是兼具食疗和保健作用的一种特色餐饮形式，它将传统中药材与食材相结

合，通过烹饪制成具有药用价值的食品。药膳不仅是一种饮食文化，更是一种养生

哲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健康观念。药膳的定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

其食材与药材的结合，使得药膳在提供营养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药用效果；二是

其烹饪方法，通过特定的烹饪工艺，将药材与食材的药用成分有效融合，达到食疗

的目的。

药膳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药膳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效果，

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物质，同时起到调理身体、预防疾病的作用。药膳注

重食材与药材的搭配，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使药效得以充分发挥，同时避免药材

与食材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不良影响。药膳还强调天人合一的养生理念，注重顺应

自然规律，通过食疗方式达到保健养生、预防疾病的目的。在药膳的烹饪过程中，

通常采用炖、煮、蒸等烹饪方法，以保留药材与食材的营养成分和药用效果。这些

烹饪方法不仅能够使药膳的口感更加鲜美，还能够充分发挥其药用价值。

二、 药膳行业发展历程

古代药膳的起源与发展：古代药膳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这是药膳理论与

实践的初创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医药理论的逐渐形成，药膳开始被用于预防

和治疗疾病。历代医家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创新，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药膳理论体

系和实践方法。例如，《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药膳的记载，强调了饮食调养在预



防和治疗疾病中的重要作用。此后，随着中医药理论的不断完善，药膳的种类

和功效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现代药膳的继承与创新：进入现代，药膳在继承古代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营养学和医学成果，不断推出新品，以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现代药膳不仅注重

药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更强调其保健和治疗作用。例如，现代药膳将传统中药材

与现代食材相结合，开发出具有特定功能的药膳产品，如养生汤、药膳粥等。同时

，现代药膳还注重科学配方和标准化生产，以提高药膳的质量和安全性。现代药膳

还积极融入现代生活，通过线上平台、实体店等多种渠道进行销售和推广，使更多

人了解和接受药膳。

药膳行业政策扶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的需求日益增长，药膳行业

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推动药

膳产品研发等，以促进药膳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为药膳行业提供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例如，政府鼓励企业加大药膳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力度，提

高药膳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同时，政府还积极推动药膳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提高公众对药膳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三、 药膳行业市场规模

在药膳行业的市场规模层面，近年来，随着公众健康意识的显著增强和特色餐

饮需求的不断增加，药膳市场规模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药膳作为传统中医文化

与现代餐饮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的追求，更在特色餐饮

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消费者群体来看，药膳行业的受众日益广泛，不仅包括

中老年人和亚健康人群，还涵盖了大量注重养生的年轻消费者。这些年轻消费者群

体对于药膳产品的接受度较高，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滋补养生功效的餐饮产品。

在发展趋势方面，药膳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

，药膳产品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药膳行业也将不断创新和拓展产品线，以满足

更多消费者的需求。例如，推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药膳菜品、开发药膳饮品等。

第二章 药膳行业市场分析

一、 市场需求分析

在健康意识提升方面，现代社会对健康饮食的追求愈发强烈。药膳作为一种融

合了中药材与食材的餐饮形式，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享受，更在健康层面提供

了独特的价值。例如，广西柳州市中医院推出的药膳餐厅，尽管消费者对药膳的接

受程度存在差异，但这一模式的出现无疑为药膳市场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

健康经济的兴起，药膳市场因应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需求，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推动药膳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中老年人群对保健养生的需求日益增长。药膳以其独特的滋补功效，成为中老年人

群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选择。慢性病防治也是药膳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药



膳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防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药膳市场具有

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 消费者群体特征

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群对健康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他们更

倾向于选择天然、滋补的饮食方式，以维护身体健康和延缓衰老。药膳作为一种融

合了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营养学的健康食品，自然成为了中老年人群的首选。他们

希望通过药膳来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从而享受更加健康、有活力的

晚年生活。为了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药膳市场推出了许多适合中老年人食用的药

膳产品，如滋补汤品、药膳粥等。

健身爱好者：随着健身文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健身行列。他们

希望通过药膳来增强体力、提高免疫力，以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锻炼。药膳中的天

然药材和营养成分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帮助他们迅速恢复体力，提高运动表现。同

时，药膳还能调节身体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塑造健康的身材。因此，在健

身爱好者中，药膳成为了备受推崇的健康食品。

病患者群体：对于病患者而言，药膳具有辅助治疗的作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病情选择合适的药膳方剂，以辅助药物治疗，加速康复进程。例如，糖尿病患者

可以选择具有降糖作用的药膳产品，以控制血糖水平；心血管疾病患者可以选用具

有活血化瘀、降低血压的药膳产品，以改善病情。因此，在病患者群体中，药膳具

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前景。

三、 消费动机与偏好

在消费动机与偏好方面，保健养生已成为年轻消费者群体中的显著趋势。这一

趋势的兴起，与供需有效互动及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年轻人不仅追求时

尚和个性化，同时也对养生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通过食用药膳来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体现了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追求。药膳作为一种独特的餐饮形式，

在年轻人中的热度逐渐升温。从中药奶茶到中药零食，从中式咖饮到养生药膳，这

些“新中式”养生餐饮产品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据相关数据显示，有近六成消费者

消费过“新中式”餐饮，且女性消费者占比显著高于男性。在味道与口感方面，年

轻消费者注重药膳的味道和口感。他们偏好味道美好、口感丰富的药膳产品，并关

注食材的搭配与烹饪技巧。这表明，年轻消费者在追求健康的同时，也注重美食的

享受。因此，药膳餐饮市场需要不断创新，以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表1 

中国药膳行业消费者主要消费动机与偏好表

数据来源:百度搜索

消费动机 描述 相关数据或



比例



健康

管理
提升个人健康状况，预防疾病 83.7%的18-35岁人群是养生消费主力军

追求

新颖

尝鲜，追求时尚潮流，社交媒体

分享

11.9%的人想尝试中药冰淇淋，觉得新颖

有趣

补充

营养

通过药食同源产品补充身体所需

营养
4.8%的人已经吃过中药冰淇淋等产品

四、 市场供给分析

药膳市场供给是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的重要环节，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日益

重视，药膳市场供给总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药膳作为融合了中医药理论和烹饪

技艺的独特食品，其市场供给不仅体现了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也反映了现代

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以下将从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供给渠道三个方面对药膳市

场供给进行深入分析。

供给总量

药膳市场供给总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

升，使得药膳作为健康食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二是药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市场提

供了更多优质的药膳产品；三是政策支持的加强，为药膳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药膳市场供给总量的逐年增长。从行业数据来看，近

年来药膳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药膳产品种类不断丰富，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健康

需求。

在供给总量增长的同时，药膳市场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例如，药膳产品的

品质和口感不断提升，更加注重食材的新鲜度和药膳配方的科学性；药膳产品的包

装和营销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增强了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随着线上购物的

普及，药膳产品也开始涉足电商领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购买渠道。

供给结构

药膳市场供给结构逐渐多样化，这是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和口味偏

好。从药膳产品的种类来看，涵盖了汤品、茶饮、糕点、菜肴等多种类型，每种类

型又有多种不同的配方和口味可供选择。这种多样化的供给结构不仅丰富了消费者

的选择空间，也促进了药膳市场的繁荣发展。

在供给结构中，不同风格的药膳产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例如，南方的

药膳产品更注重清补和滋补，善于利用药材的温润特性来调理身体；而北方的药膳

产品则更注重温补和壮阳，善于利用药材的热性来增强体质。这种地域特色的药膳

产品不仅满足了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也促进了药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供给渠道



药膳市场的供给渠道多样化，包括餐厅、酒店、商超等多种类型。这些供给渠

道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购买方式，也促进了药膳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其中，

餐厅和酒店是药膳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之一，通过专业的烹饪技艺和独特的药膳配

方，为消费者提供了美味的药膳菜品。商超则是药膳产品的重要销售平台之一，通

过规范化的管理和良好的品牌形象，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药膳产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商的发展，药膳产品也开始涉足线上销售渠道。线上销

售渠道具有便捷、高效、覆盖面广等特点，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和更加

便捷的购买方式。同时，线上销售渠道也为药膳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提供了新的机遇

和挑战。例如，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药膳产品的营销和推广，可以吸引更多潜在消费

者的关注；同时，电商平台的数据分析和消费者反馈也可以为药膳产品的改进和优

化提供有力支持。

五、 主要药膳品种与产地

药膳作为一种独特的食疗方法，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

现代健康养生领域也备受青睐。药膳品种繁多，功效各异，每种药膳都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口味。枸杞炖鸡、当归生姜羊肉汤等药膳，不仅味道鲜美，而

且具有滋补养生、调理身体的功效，深受消费者喜爱。这些药膳的配方多样，不仅

包含了常见的中药材，如枸杞、当归等，还融入了各种食材，如鸡肉、羊肉等，使

得药膳在功效上更加全面，口感上更加丰富。同时，药膳的产地特色也十分鲜明。

中国各地在药膳制作上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和传统，如广东的煲汤文化，四川的麻辣

药膳等。这些地域特色不仅体现在药膳的口味上，更体现在其选用的药材和烹饪方

法上。这些地域性的药膳不仅满足了当地人的口味需求，也成为了当地文化传承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六、 供给渠道与模式

餐厅酒店：作为药膳的主要供给场所，餐厅酒店在药膳行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这些场所通常提供专业的药膳制作服务，确保药膳的品质和效果。消费者

在餐厅酒店可以享受到现场制作的药膳美食，不仅满足了对美味的追求，同时也达

到了养生的目的。

商超零售：商超等零售渠道也是药膳供给的重要一环。这些渠道主要销售预包

装的药膳食品，如药膳汤料、药膳零食等。商超零售渠道的存在，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空间，使得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需求，购买到适合自己的药膳产品

。

网络销售：随着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药膳的网络销售规模逐渐扩大。消费者

可以在线浏览各种药膳产品，并方便地进行购买。网络销售模式的出现，打破了地

域限制，使得更多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药膳的益处。

七、 市场竞争格局



在药膳市场中，竞争格局呈现出多样化与专业化的态势。药膳市场的巨头们凭

借深厚的品牌底蕴和不断创新的营销策略，逐渐脱颖而出。杭州的胡庆余堂药膳馆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凭借其40年的专业中药知识和不断创新的服务理念，成功吸引

了大量年轻消费者的青睐。这种巨头崛起的现象，不仅彰显了药膳市场的巨大潜力

，也反映了消费者对高品质药膳产品的迫切需求。

药膳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各企业纷纷推出独具特色的药膳品种和营销策略。

这些企业不仅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大量精力，力求在口感、功效和形式上有所突破，

还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活动，如健康讲座、药膳体验等，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参与。

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促进了药膳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品质提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企业纷纷注重差异化竞争。他们通过打造独特的药膳

风格、口感和品牌故事，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品牌形象。这种差异化竞争策略，不仅

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中脱颖而出，还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八、 主要企业与品牌

在中国药膳行业中，几家主要企业与品牌各具特色，共同推动着行业的发展。

企业A以传统经典药膳为主打产品，其药膳配方多源自古籍，具有较高的文化底蕴

。该企业注重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通过各类媒体和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同时加

强产品研发，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企业A还积极与医疗机构合作，将

药膳产品融入临床治疗，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影响力。

企业B则致力于创新药膳品种，结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推出多种新颖的

药膳食品。该企业拥有一支专业的研发团队，不断研究新的药膳配方和烹饪技术，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同时，企业B还注重产品包装设计和营销策略，通

过精美的包装和独特的营销手段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

企业C在药膳行业中同样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该企业注重产品研发和创新，不

断推出新的药膳方剂和烹饪技巧。企业C的研发团队拥有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和实践

经验，能够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量身定制药膳产品。同时，企业C还注重与学术机构

的合作，共同推动药膳行业的科研进步。

九、 市场份额与竞争格局

在市场份额与竞争格局方面，药膳市场正经历着显著的变化与发展。药膳，作

为一种将中药材与食物相结合的独特餐饮形式，近年来逐渐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药膳市场的份额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这得益于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以及

药膳本身所具备的滋补养生功效。胡庆余堂药膳馆的成功案例便是明证，其凭借专

业的中药知识和不断创新的理念，成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上半年客流中年轻

人占比达到了一半。药膳市场的竞争格局也在不断变化中。随着餐饮行业的竞争日

益激烈，同质化问题愈发严重，药膳餐厅作为一种差异化的经营模式，在多个城市

落地生根。然而，由于消费者对药膳的接受程度和口味偏好存在差异，药膳餐厅的

评价也褒贬不一。这要求药膳企业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不断进行创新和优



化，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在药膳市场的竞争中，中药企业也扮演着重

要角色。他们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资源优势，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

纷纷寻求新的增长点。这为中药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进一步推动了药膳市

场的繁荣发展。

第三章 药膳行业政策环境

一、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在药膳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起到了关键的引导

与规范作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医药健康产业政策，旨在促进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这些政策涵盖了医药研发、生产、流通、销售等多个环节，为药膳行业提供了全

面的政策保障。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提升了医药行业的整体水平，也为药膳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家重视传统医学的继承与发展，药膳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

政策的鼎力支持。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药膳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推动药膳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政府还加大对药膳产业的扶持力度，提供资金支持、税

收优惠等政策措施，为药膳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食品安全与监管方面，国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确保药膳产品的安全和

质量。通过对药膳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等环节的严格监管，保障

消费者的健康权益。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提升了药膳产品的品质与信誉，也为药

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药膳行业标准与规范

药膳制作规范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详细的制作流程和标准，对药膳的原

料采购、制作工艺、产品品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例如，对于原料的采购，要

求企业必须从正规渠道采购，确保原料的质量和安全性；对于制作工艺，规定了具

体的加工方法和步骤，确保药膳的制作过程符合卫生和安全标准；对于产品品质，

则要求企业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控制，确保药膳产品的质量和疗效。这些规范的制定

和执行，有效地保障了药膳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升了消费者的信任度。

药膳服务规范方面，为提升药膳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服务规

范。这些规范包括服务流程、服务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例如，在服务流程方面

，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流程，确保客户在享受药膳服务时能够得到及时、

专业的帮助；在服务态度方面，要求企业员工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服务意识，以

热情、耐心的态度为客户提供服务；在专业技能方面，要求企业员工具备专业的药

膳知识和技能，能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药膳服务。这些规范的制定和执行，有效

地提升了药膳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药膳标准化体系方面，国家正在逐步建立药膳标准化体系，以推动药膳行业的

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这包括制定药膳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等。

通过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可以规范药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提高产品的



质量和安全性，促进药膳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可以为

药膳行业的监管提供有力的支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三、 政策支持与限制因素

在药膳食疗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药膳食疗行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其健康、有

序发展的政策措施。然而，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药膳食疗行业也面临着一些限

制因素。其中，行业标准的执行不力和监管缺失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影

响了行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也制约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行业内外共

同努力，加强标准制定和执行力度，完善监管体系，以确保药膳食疗行业的健康、

稳定发展。

第四章 药膳行业技术发展

一、 药膳加工技术

烹饪手法多样化：药膳加工中，烹饪手法的选择至关重要。为了充分提取药材

中的营养成分和药效，药膳加工技术注重烹饪手法的多样化。炖、煲、蒸、炒等多

种烹饪方式被广泛应用于药膳的制作中，每种方式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优势。例如

，炖煮能够充分释放药材中的药效成分，使药膳更具滋补效果；而蒸制则能够保留

药材和食材的原汁原味，使药膳口感更加鲜美。

药材处理精细化：在药膳加工过程中，对药材的处理同样非常讲究。切片、研

磨、浸泡等步骤都是必不可少的。切片能够确保药材中的药效成分更易于被提取；

研磨则能够将药材粉碎成更小的颗粒，便于药效成分的释放；而浸泡则能够进一步

提取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使药膳的药效更加显著。这些精细化的处理步骤确保了药

膳产品的质量和效果。

口味调节合理化：药膳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其口感和口味对于消费者的接受

度至关重要。因此，药膳加工技术还注重口味的调节。通过搭配不同的食材和调味

料，使药膳的口感更加鲜美，同时保留其独特的药膳风味。这种合理化的口味调节

使得药膳产品更加符合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

二、 药膳保鲜与储存技术

药膳，作为中医传统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鲜与储存技术对于确保药膳的

品质、口感及药效至关重要。在药膳的制作与使用过程中，有效的保鲜与储存方法

能够极大地延长药膳的保质期，避免因保存不当而导致的药效流失或变质。

保鲜技术多样化：药膳的保鲜技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真空包装技术通过排

除包装内的空气，减少氧气与药膳的接触，从而有效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延

长药膳的保质期。低温冷藏技术则是利用低温环境减缓药膳中微生物的繁殖速度，

保持药膳的新鲜度和药效。速冻技术则能迅速将药膳冷冻至冰点以下，使药膳中的

水分形成冰晶，从而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和酶的活性，达到长期保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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