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说明
自2016年《健康中国2030》发布以来， 国民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持续增强 ，对健 

康的关注重点逐步从“疾病治疗”向“疾病预防”前移 ，开始注重养生保健 ，减少或 

避免疾病发生 。传统健康领域也由此扩容 ，催生了涵盖预防 、诊断 、治疗及康复 

全周期的大健康领域 。 目前 ，大健康领域在政策 、资本 、技术支持下 ，经过疫情 

催化， 已然成长为十万亿级规模的庞大市场。

快速发展的大健康领域， 吸引了众多企业入局 ，营销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 ，营销 

帮助企业在消费端树立品牌形象 、确定市场定位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与此 

同时 ，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 ，营销渠道也日新月异。

目前 ，社媒平台 、搜索平台 、互联网医院 、线上媒体等线上渠道纷纷加入大健康 

数字营销行业 ，成为户外广告 、车站广告 、纸媒 、门店广告等传统营销渠道的有 

力补充 ，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营销地位。

本次针对大健康行业数字营销的研究 ，解析行业营销现状 ，并聚焦社媒平台作为   

新兴营销渠道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通过对近30家大健康企业的调研 、头部社   

媒平台解析 、10余位专家医生访谈和3000余份C端问卷的分析 ，制作此调研报告， 

以期帮助大健康企业探索更多数字营销可能 、建立更好数字营销闭环 ，从而推动   

大健康数字营销行业发展。





大健康行业市场概况                                     大健康行业供给端产业链现状

大健康行业需求端消费人群特征                          大健康行业平台端之社媒平台价值

大健康行业数字营销未来趋势



大健康行业市场概况

 大健康市场规模持续增加 ，尤其是服务类市场值得关注。

 细分领域而言 ，抗感染药物 、监护类器械市场趋于饱和 ，脑健康保 
健品和植发医美细分领域潜力大。

 政策支持 、国民健康意识提升以及资本的持续投入， 多维度助力大 
健康市场发展。



研究范围： 3大板块、6个细分领域 ，构建医疗大健康行业生态

为探索医疗大健康行业数字营销的现状 、痛点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次研究聚焦大健康产品（保健品 、药品 、医疗器械） 、大健康服务（中医服务 、医美服务）及 

互联网医疗平台3大板块的6个细分领域 ，将分别对需求端和供给端进行深度调研及访谈， 以期为企业在营销端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保健品

细分品类： 营养元素（蛋白粉 、维生素制剂、 葡萄糖 、阿胶
等）

中医服务

细分品类： 中医诊断（面象诊断 、舌象诊断 、 脉象诊断等） 
、中医治疗（药物治疗 、中医理 疗等）

互联网医疗平台

细分品类： 问诊服务平台（线上问诊 、线上随 访等） 、药事服务
平台（线上开方 、送药到家 等） 、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健康监测 
、健康评 估 、健康干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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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是保健食品的通俗说法 ，是食品种类之 
一， 能调节人体的机能 ，适用于特定人群 ，但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①

内涵： 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 ，通过四诊合参， 
判断病因 、病位， 归纳证型 ，制定并实施治法， 
使阴阳调和而康复的过程。

内涵： 连接医患及医疗健康服务各方的在线平    
台 ，提供问诊 、处方 、购药 、健康管理等服务， 
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药品

细分品类 ：
处方药（抗
肿瘤用药 、
消化系统用
药 、血液系
统

用药 
、心
血管
系统
用药
等） 
、
OTC
（呼
吸系
统用
药 、
抗感
染 
用药 
、消
化系
统用
药等
）

医美服
务

细分品类： 轻医美（无创类医美 、注射类医
美等） 、手术类 医美（隆鼻手术 、隆胸手术 
、吸脂手术 、眼睑整形术等）

①GB16740-97《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第3.1条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条

③参考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第二条

资料来源 ：动脉橙产业智库

医疗器械

细分品类： 家用医疗器械（监测类器械 、护理类器械 、
康复类 器械等） 、院端医疗器械（监护类器械 、检验检
测类器械 、影 像类器械等）

内涵： 用于预防 、治疗 、诊断人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生理 
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 、用法和用量的物质 。②

内涵： 结合医学 、美容和保健等领域的技术 ，通过手术或非 
手术的方式对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 。③

内涵： 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可在医院由医护人员使用或在居 
家环境下由居民自主使用的医疗器械 ，包括医疗设备和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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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 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服务类市场值得关注

    动脉橙产业智库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大健康市场规模达到 5.5 万亿元 ，2030年中国大健康市场规模将超过 1万亿元。

2021-2030年同比增速都在 10%以上。这主要得益于居民健康意识增强和健康消费支出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23年我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 

出 2460元， 同比增长 16%。而从6个细分领域的市场规模看， 医疗器械 、处方药和OTC的市场规模占据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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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大健康市场规模由6个细分领域的市场规模组成。

2021-2030年大健康市场规模及增长率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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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0年6个细分领域市场规模（亿元）



市场格局： 抗感染药物、监护类器械市场趋于饱和 ，脑健康保健品和植发医美市场潜力大

从市场竞争格局看 ，机会市场和蓝海市场细分品类潜 
在需求大 ，值得关注。细分领域各品类市场潜力如下

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大脑功能的健康管理 ，预防脑退化 ，脑健康保健 
品成蓝海市场。

神经系统类药物适应症多为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 、脊髓性肌萎缩症 
等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的疾病， 众多企业都在抢先布局和加大创新 ，未 
来会有大量药品上市 ，迎来发展机遇期。

随着手术量和术式种类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手术需要借助更智能化的 
设备才能开展， 以手术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操作类器械将被更多地 
应用到临床手术 ，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生理性原因和病理性原因导致越来越多人出现脱发问题， 当前脱发人 群已经超过2.5亿人， 但专业的植
发服务机构较少， 市场规模未来增 长可期。

脑健康保健品未来增长空间大

神经系统药物迎来发展机遇期

智能化操作类医疗器械成为市场增长点

植发医美服务市场潜在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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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市场类型：（ 1）利基市场 ：未来增长空间较小且竞争不充分。（2）红海市场 ：未来增长空间较小且竞争充分。（3）机会市场 ：未来增长空间较大且竞争充分。（4）蓝海市场 ：未来增长空间较大且竞争不充分。

2 、市场集中度是用于说明市场竞争充分程度的指标 ，用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占比数值表示 ，此处选取行业TOP10企业市场份额占比。3 、图中10% 、30%基准线指标来自20家企业的调研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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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动脉橙产业智库

国家政策扶持： 国家及各地相关政策频出， 强“预防保健为主”意识 ，推动万亿大健康市场发展

    自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以来， 国家不断强调“预防”的重要性 ，将重心从疾病治疗向预防保健转变 ，并做出诸多相关决策部署。

2015年至2020年 ，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从 76.34岁到 77.93岁的提高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在此过程中， 国民健康意识明显提升 ，激发了如保健品 、医疗器械及中医服务在内的万亿大健康市场的发展 ，促进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目标的达成。

国家层面促进大健康行业发展 ，强调“预防保健为主”的部分政策

时间 部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归纳 政策对大健康行业推动意义

2012/12
发改委 
工信部

食品工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

将“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列入发展计划 ，并制定相应发展方向与重点 、规划产业布局， 明确“到 
2015年 ，营养与保健食品产值达到1万亿元 ，年均增长20% ；形成10家以上产品销售收入在100亿元 
以上的企业 ，百强企业的生产集中度超过50%”的目标。

首次将“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列入国家发展计划 ，强 
调了保健品行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推动保健 
品行业发展。

2016/10 国务院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

强调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预防为主， 中西医并重；强调推行健康生活方式 ，落实预防为主 ，减少疾病 
发生 ，强化早诊断 、早治疗 、早康复。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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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加快养生保健服务发展。

确定了中医服务在“预防为主”的治未病服务中的重要地 
位 ，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

2017/07 国务院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年）

部署了七项实施策略 、提出六项重大行动 ，以达成提升国民营养健康水平的目标 。其中食物营养健康 
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策略之一 ，强调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 ，着力发展新型营养健康食品 ，并加强产 
业指导 ，规范市场秩序 ，科学引导消费。

确定保健食品在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和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中的地位 ，促进新型营养健康食品的发展。

2019/06 卫健委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

以“大卫生 、大健康”为理念 ，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提出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 ，促进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强调“预防为主”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原则 ，促进 
大健康产业重心从治疗向预防“前移”。

2019/08 市场监管局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与   
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办法

明确了具体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 规范保健品市场发展秩序 ，进一步促进保健品行业快 
速发展。



数据来源 ：动脉橙产业智库

2022/03 国务院
“十四五”中医药 

发展规划
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中医药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明确到2025年， 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推动中医药与保健品产业的融合发展， 为中药保健品 
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支持。

2022/04 国务院
“十四五”

国民健康规划

预防为主 ，强化基层。把预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聚焦重大疾病 、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和重点人群健 
康 ，强化防治结合和医防融合。

强调针对妇女 、儿童 、老年人等重点群体的健康促进 
工作的重要性 ，促进大健康行业发展。



健康意识觉醒： 国民日益提升的健康意识和医疗保健支出 ，扩容大健康市场规模

     国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健康意识增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国民人均年消费支出逐年提升 ，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至

1.6倍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至 2.2倍。疫情使全民对疾病与健康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转变 ，加速全民大健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同时也改进了大家的消费观。

国民医疗保健费用支出逐年提升 ，大健康市场规模扩容  随着国民健康意识增强 ，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0年间平均增长率 9.3%，增长至 2.2倍 ，农村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率 10.6%，增长至 2.4倍。不断提升的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正逐步扩大国内大健康市场规模。

2022年医疗保健费用占总消费支出比例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年复合增长率

2013-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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