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中老年群体
健康消费现状及趋势调研



前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提升，中老年群体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进入后疫情时

代，中老年群体对自身健康状况更加关注，反映出更强烈的健康消费诉求。随着老龄化的逐步加深，未

来医疗健康产业的需求将会呈指数级增长，必然会带动中老年大健康产业快速发展。

2021年，南方周末联合基因港，对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在健康领域的消费结构、功能认知、消费

能力、消费渠道以及偏好等进行深度调研，深入挖掘中老年群体对于保健品的消费观念及发展趋势，并

借此传播对保健品的科学客观认知，倡导对保健品的理性与良性消费，引导公众树立正确认知和行业规

范。

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45-59岁（含）为中年人，6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2021中老年群体健康消费现

状及趋势调研》将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作为主体和研究对象，通过线上问卷和定性访谈的方式对其进行

研究。数据分析使用样本共计1680份。

因各分类人群做百分比统计时会有四舍五入，所以在累计百分比时会出现100±1%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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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背景

PART 01



受访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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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背景 

子女状况 学历分布

您有几个子女？

10.48%

31.61%

52.32%

5.5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初中及以下

高中

本科

硕士及以上

您的最高学历是？

3.28%

62.16%

30.10%

3.46%

1.01%

无子女 1个 2个 3个 3个及以上



健康消费-行为分析

PART 02



健康消费-行为分析

中老年健康消费主要聚焦在医疗医保、食品保健、户外运动三大类。

其中，医疗医保占比最高，达28%。其次是食品保健，达25%。

41.84

39.53

34.45

22.99

21.1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均值

推拿、泡脚等服务 体检类 户外运动类 医疗保健类 食品保健类

在选择食品保健消费的中老年人群中，食品保健的消费金额在健康消

费总金额中的占比最高，达到41.84%，排名第一。其次是医疗保健类，

占比近四成。

健康消费种类

健康消费种类金额占比

食品保健不容小觑

中老年群体健康消费种类占比

中老年群体不同的健康消费类型在健康消费总金额中的占比

*食品保健指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

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28%

25%18%

20%

8%

1%

医疗医保类

食品保健类

体检类

户外运动类

推拿、泡脚等服务

其他，请注明



健康消费-行为分析

中老年人主动关注自身健康。在健康消费中，消费者首选“自己”

买单（95%），其次为伴侣（49%），子女排在第三位，仅30%的中

老年人选择子女为自己的健康消费买单。

中老年群体：“我的健康，我做主。”

95% 49% 30%

15%

22% 40% 21% 8% 8%医疗保健类

0-20% 21%-40% 41%-60% 61%-80% 81%-100%

17% 38% 30% 10% 6%食品保健类

0-20% 21%-40% 41%-60% 61%-80% 81%-100%

36% 33% 18% 8% 5%户外运动类

0-20% 21%-40% 41%-60% 61%-80% 81%-100%

中老年在食品保健消费中投入更多

中老年群体在不同健康消费类型中投入的占比

近五成（46%）中老年人在食品保健上的消费占全部健康

消费支出的40%以上。

四成（40%）的中老年人将医疗保健类型消费占比控制在

全部健康消费支出的21%-40%。

而在户外运动类消费中，36%的中老年人将占比控制在全

部健康消费支出的0-20%。

谁通常为您的健康消费买单？



健康消费-行为分析

为健康，他们消费更多
超一半的中老年人的月度健康消费额在500-2000元之间。近五分之一

的中老年人月度健康消费超2000元。

四成的中老年人保持着至少每周一次的高频次健康消费。

27%

32%

, 23%

12%

, 5%  2%

低于500元 500-1000元 1001-2000元

2001-4000元 4001-8000元 8001元及以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健康消费的投入金额逐渐增加。

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提前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意义更大。家里的老人健康，孩子的负担就小。
所以我更愿意为保持好的生命质量而消费。                                

 ——72岁的龚先生

26.13% 28.50%
38.81% 37.50%

33.14% 29%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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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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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4.87% 3.50% 2.99%

8.33%

1.79% 3.5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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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5岁 56-65岁 66-75岁 大于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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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群体月度健康消费金额

17%

24%

33%

19%

7%

每周2次及以上
每周1次
每月1-2次
一个月以上1次
几乎没有产生健康消费

不同年龄段中老年群体的健康消费金额

中老年群体健康消费频次



健康消费-行为分析

电商成为仅次于专业医疗机构的消费渠道

48.96%

20.11%

64.35%

34.93%
31.64%

34.79%

1.93%

40%

20.50%

70%

35%
38% 38.50%

2.50%

28.36%

14.93%

68.66%

34.33%
29.85%

40.30%

5.97%

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 微医等线上问诊平台 医院等专业医疗机构 健康服务专营机构 品牌线下专营店 商超、便利店 其他

不同年龄段中老年群体的消费渠道

45岁-55岁 56岁-65岁 66岁-75岁

中老年人的日常健康消费渠道中，医院等专业医疗机构最受欢迎，是65%受访者的选择。其次是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是46.85%

受访者选择的消费渠道。

在医院等专业医疗机构是首选的基础上，45-65岁的人群最爱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65-75岁的人群则最爱商超、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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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消费-心理分析

睡眠、精力、血糖&血脂&血压分列中老年人关注问题的

前三位。

相对而言，中老年群体对于“容貌变化”的关注度不高，

仅19%。

对于45-55岁的中老年人来说，最关注的问题是睡眠问题，其次是精力不济、体力下降。

对于56-75岁的中老年人来说，最关注的问题是血糖、血脂和血压，其次是精力不济、体力下降。

睡眠是个大问题，容貌变化看得开

年龄段 睡眠问题
精力不济，体

能下降
过度肥胖/过

度消瘦
骨质疏松 免疫力不足

血糖、血脂、
血压

容貌变化 白发/脱发 其他

45岁-55岁 68.22% 59.06% 35.43% 36.94% 49.18% 53.33% 19.47% 43.66% 0.21%

56岁-65岁 60% 44.50% 27% 44% 42.50% 67.50% 16% 39.50% 2%

66岁-75岁 44.78% 50.75% 19.40% 47.76% 41.79% 62.69% 14.93% 31.34% 2.99%

中老年群体关注哪些身体上的变化？

不同年龄段中老年群体对于身体变化的关注

66.13% 56.96% 55.36%
48.10% 42.56% 38.27% 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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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消费-心理分析

根据消费动机，超九成中老年人的健康消费理念中有“保持生命
健康，预防未病”。
超半数的中老年人的消费主要是为了治疗疾病。

治未病，保健康，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年龄段
保持生命健
康，防治未

病
治疗疾病 抗衰老 礼品赠送 其他

45岁-55岁 93.06% 52.25% 50.82% 8.45% 0.36%

56岁-65岁 89.50% 63.50% 48% 10% 0.50%

66岁-75岁 89.55% 64.18% 38.81% 2.99% 1.49%

随着年龄的增长，治疗及疾病的需求增加，对抗衰老的关注度下降。

45-55岁，52.25%的受访者有治疗疾病的需求，50.82%有抗衰老需求。

56-65岁，63.50%的受访者有治疗疾病的需求，48%有抗衰老需求。

66-75岁，64.18%的受访者有治疗疾病的需求，38.81%有抗衰老需求。

越年轻，抗衰需求越大

中老年人群的健康消费动机

不同年龄段中老年人群的健康消费动机

8.46%

0.48%



健康消费-心理分析

59.40%

34.29%
27.50% 24.35%

17.20%

34.40%

49.88%

46.13%
46.37%

35.60%

4.23%

11.25%

17.74% 18.93%

27.50%

1.25% 3.39%
6.19% 8.04%

13.39%

0.71% 1.19% 2.4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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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既不认同也不反对 不太认同 非常不认同

与十年前相比，

超九成的中老年人认为“更关注自身健康问题了”；

近八成中老年人认为“为保持健康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超七成中老年人认为“为了保持健康进行了更多的消费”。

七成中老年人认为 “健康消费类型更加多样化了”。

过半数的老年人认为其“对于保健品的认同度增加了”。

中老年健康消费意识全方位提升

这是一个慢慢认知的过程，我以前也走过很多弯
路。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就会有“健康焦虑”，我
不想去医院，我想跑赢更年期。所以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对自己、对家人的健康上心，要慢慢去实
践，找到最适合的，对健康最有利的方法。

 ——53岁的Wendy

与十年前相比，中老年群体对于健康消费认同度的变化



保健品消费行为及心理

PART 04



21.72%

31.46%
42.43%

4.49%

中老年群体不常购保健品的原因

对保健品功能不信任 保健品性价比不高

对保健品不了解 其他，请注明

保健品消费行为

是 
65.36%

否 
34.6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45岁-55岁 56岁-65岁 66岁-75岁

不同年龄段里购买保健品人群的比例

是 否

保健食品购买情况

中老年人群中，购买保健品的比例达到65%。
45-55岁的中老年人对于保健品的接受度更高（67%）。

超6成中老年人购买过保健品

食品保健认同度

即使不常购保健品，
过半中老年人也认可食品保健效果

购买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群中，有75%认同食品保健的
效果。
不购买保健品的中老年群体中，也有超过50%的人认
同食品保健的效果。超四成中老年人因为“对保健
品不了解”而不购买保健品。

中老年群体购买保健品的占比

中老年群体是否购买保健食品与食品保健效果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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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消费行为

谁更爱购买保健品？

按地域：
华东地区中老年人更偏爱在电商平台购买保健品，购买人群过半。
其中，江苏购买人群占比超80%，居所有城市之首；其次是上海。

不同地域的中老年群体购买保健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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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60%

华东 华北 东北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电商平台

不同地域的中老年群体购买保健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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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消费行为

保健品是家庭化、常态化消费品类

中老年群体保健品的购买频率相对集中在每月1-2次，与中
老年健康消费频次接近，频率相对固定。

56-65岁人群最舍得买保健品

32%的中老年人月保健品消费额为100-300元，30%的中
老年人月保健食品消费额为300-500元。

在月均2000元以上的保健品消费额度人群中，56-65岁
人群占比最高。

17%

24%

33%

19%

7%

每周2次及以上 每周1次

每月1-2次 一个月以上1次

几乎没有产生健康消费

中老年健康消费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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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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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33.44%

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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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人群在各类消费额段数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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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消费心理

增强免疫力是第一需求

购买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群中，85%将“增强免疫力”作为
第一需求；其次是改善睡眠质量（58%）、缓解体力疲劳
（50%）。

各个年龄段购买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群中， “增强免疫力”
是第一需求，占比均超80%。

除去“增强免疫力”外，45-55岁、56-66岁的人群更关注
“改善睡眠质量”，占比接近60%；而66-75岁的人群更关
注“增加骨密度”，占比超过60%。

增强免疫力 改善睡眠质量 缓解体力疲劳 补充微量元素
辅助降低血糖/
血脂/血压

增加骨密度 抗衰老 辅助消化 改善容颜

年龄段 抗衰老
增强免
疫力

改善睡
眠质量

缓解体
力疲劳

增加骨
密度

辅助消
化

改善容
颜

补充微
量元素

辅助降
低血糖、
血脂、
血压

其他

45岁-55
岁

41.40% 85.27% 58.92% 50.97% 40.11% 22.58% 16.34% 48.49% 46.45% 0.00%

56岁-65
岁

47.93% 86.78% 57.85% 47.11% 52.89% 31.40% 14.05% 47.93% 63.64% 0.00%

66岁-75
岁

28.95% 84.21% 28.95% 42.11% 63.16% 26.32% 10.53% 50% 52.63% 2.63%

最开始购买保健品是为了消除
自己的健康焦虑。退休之后因
为长时间一个人无聊，会放大
身体上的不舒服,害怕自己老
得太快。

 ——59岁的安女士

中老年人群购买保健品的动机

不同年龄段中老年群体购买保健品的动机



保健品消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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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保健品的考量因素-平均综合得分中老年保健品消费更多“理性思考”
相信科学、重视实效成为主要消费心理

中老年对保健品的功能有明确的预期。在购买保健品时，中老
年人首先考虑的是功能（平均分6.04），其次是价格（5.01），
品牌在第三位（5.00）。科学研究印证先于他人推荐，排在第
四位（4.6）。

不会盲目听从推荐，还是会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

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最能看出效果，我每3个月去医院检
查一次，会特别关注宣传里讲的一些指标有没有变好。

经常会有人和我说你这是“智商税”，我主要还是关注自
己的感受，它的功能有限，也不一定对所有人有效。还是

要有自己的判断。



保健品消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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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

科学研究验证

性价比

有效

安全 家人推荐

官方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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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吸
引国际认证

自
有
工
厂

GeneHarbor基因港

Herbalmax霍伯麦

汤臣倍健

Muscletech肌肉科技

养生堂

以2021年京东618营养保健成交额为例
购买最多的保健品品牌

数据来源：京东健康2021年618营养保健第三方店铺成交额排行榜
一个品牌吸引我的首先是产品，我会关注它的效
果是不是符合我的期待，还有就是企业自身的实
力，包含了企业的创始人、渠道、生产工厂等等
很多内容。目前我正在使用的是基因港的产品，
个人感觉还比较符合我的期待。

——53岁的Wendy

中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时看重的因素



新型健康消费认知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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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健康消费认知

19%

20%

37%

22%

2%

听说过哪些新型健康消费？

新型保健品成分：如NMN、PQQ 高压氧舱

精准营养检测及个性化营养定制 基因疗法、基因编辑

其他

精准营养检测及个性化营养定制在中老年人群中的了解程度更高，37%的人群听说过；

基因疗法&基因编辑、高压氧舱、新型保健品成分的了解程度依次递减，但均有约20%的中老年人听说过。
在听说过NMN等新型保健品成分的中老年人群中，有87.7%了解其功能，完全不熟悉的人群只占12.3%。

中老年群体对新型健康消费的“尝鲜”意识较强

新型健康消费的认知程度

19.92% 17.74% 14.08% 15.09%

30%

36.91%
27.94% 32.07% 31.5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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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保健品成分：如NMN、PQQ 高压氧舱 精准营养检测及个性化营养定制 基因疗法、基因编辑 其他

熟悉 比较熟悉 了解但不熟悉 完全不熟悉



新型保健品认知

以NMN为例，
中老年人对新型保健品成分的认知度随年龄提升

1.79

2.36

3.14

3.4

1.8

2.28

0 0.5 1 1.5 2 2.5 3 3.5

NMN

辅酶Q10

矿物质钙铁锌硒等

维生素A、B、C、D、E

PQQ

姜黄素

对于各种保健品成分，中老年人对于各类维生素的认知最高，其次
是矿物质钙铁锌等，然后依次为辅酶Q10、姜黄素、NMN、PQQ。中
老年人对于新型保健品成分的了解偏低。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NMN的了解程度增加。

4.19%

5.79%

7.89%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45岁-55岁 56岁-65岁 66岁-75岁

不同年龄对于NMN的认知程度

我还是比较愿意尝试新型保健品，比如NMN的。但是新型产

品逐渐火起来，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些乱象，有些以次充好，

甚至是假货。希望能够早日完善监管，消除我们消费者的

顾虑。

——72岁的龚先生

中老年群体对新型保健品的认知程度

*本题选项“熟悉”计4分、“比较熟悉”计3分、“了解但不熟悉”计2
分、“完全不熟悉”计1分，图表显示各项平均得分。



新型健康消费认知
中老年群体如何看待新型健康消费？

科技成果越来越多，国内保健品
行业蕴藏无限可能。

缺少正规的了解成分信息的渠道，有
时难以分辨。

市场鱼龙混杂，缺乏规范。

品牌与种类繁多，不会挑选。

产品功能针对性越来越强。

关键营养信息的解释过于专业，看不太懂。



未来健康消费趋势

85%

15%

是否会增加对于健康消费的投入？

是 否

越“年轻”，越愿意增加健康消费

85%的中老年人有意愿增加健康消费的投入。

年龄越低，“增加健康消费”的意愿越高。

不同年龄段的中老年人是否愿意增加健康消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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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健康消费趋势

超六成中老年人群或增加食品保健类消费

医疗医保类、食品保健类并列中老年人未来健康消费选择的首位。

六成以上的中老年人认为未来可能会增加食品保健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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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能会增加的健康消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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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中老年人群未来可能会增加的健康消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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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健康消费趋势

大多数中老年人对保健品持积极态度

超3/5的中老年人对于保健品持相对积极态度。

2/5的中老年人预计未来在保健品上投入更多的钱。

8%

25%

33%

26%

8%

我认可保健品作用，但不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钱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既不认同也不反对

不太认同

非常不认同

11%

32%

27%

20%

10%

未来，我将在保健品上投入更多的钱

非常认同

比较认同

既不认同也不反对

不太认同

非常不认同

如果未来技术不是问题，我希望老年生活能够更加高质量、

更加健康。我对于保健品的期待并不是延长寿命，而是在有

限的时光里，我能过得更好，不给子女添麻烦，也能享受退

休生活。

——59岁的安女士



中老年健康消费洞察

中老年群体洞察：

• 中老年群体对于“健康的寿命”有强烈的渴望，因此“治未病”是他们对于未来健康消费的主要期待。

• 中老年群体在意“衰老”，主要原因是“衰老”带来的疾病与身体机能减退。他们对于身体内在变化的关注度远高于外表的变化。

• 中老年群体不希望依赖子女，而是对健康进行自我管理，“少为孩子们添麻烦”是比较普遍的自我要求。

• 中老年群体正逐渐接触到诸如NMN、高压氧仓这类新型健康消费产品，不过他们对于该行业仍存在一定顾虑，有待正确引导。

健康消费行业洞察：

• 保健品行业经历了鱼龙混杂、“智商税”普遍的野蛮生长期，伴随监管的完善和消费者的认知水平的提升、理性消费习惯的培养，行业

正在进入良性发展和正向循环。

• 消费者并不是不相信保健品，而是不相信缺乏品质保障、过度营销、粗制滥造的假保健品，对于品牌背书、渠道正规、符合客观需要的

产品，消费态度的积极性有增无减。

• 伴随技术的进步和定制化水平的提升，健康消费的品类仍在不断扩充中——对于新鲜事物，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大众市场值得

进一步培育。

• 价格已非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中老年群体愿意为健康花更多的钱。未来健康消费领域，诸如NMN、高压氧仓等新型健康消费产品，逐渐

会产生“技术定价”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