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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最贵的面膜，熬最深的
夜；吃最贵的保健品，点最便宜
的外卖……”这句流行语形象
描绘出当下很多年轻人对于养
生观念的重视以及真实生活的
反差。

今年“双 11”已从 11月 1
日开启第一波预热，人们对于
健康消费的热度持续提升。天
猫医药健康数据显示，在商品
预售开始的1小时内，800余间
销售直播间内，防脱发产品、营
养素补充剂、益生菌等健康消
费品成为疯抢产品。

消费者健康意识持续提升

“平均下来，我每个月都要
花费 1000 元买保健品、营养
品，‘双11’为了囤货，把未来
几个月的保健品也买了。”北京
白领常莱向记者展示她今年

“双11”的购物车，从维生素、
葡萄籽，到护肝片、褪黑素，功
能从美白养颜到助眠、防脱发，
一应俱全。

吴小姐今年刚毕业步入职

场，对于自身健康也十分关
注，在这次“双 11”购物节中
她购买了价值 3000 元的体
检套餐和价值 6000 元的九
价HPV 疫苗。此外，数据显
示，购买孕产康复仪、家用呼
吸机等医疗器械的人群也不
在少数。

如今，“90 后开始脱发”
“80%的 90 后不敢看体检报
告”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加
班、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工
作压力大等现象成为职场人
常态。

纵观近几年健康产品在
“双11”不断上涨的销售战绩，
健康消费的“火把”愈烧愈烈。
据阿里巴巴和第一财经商业数
据中心（CBNData）、DT 财经
发布的《天猫双11十年洞察：
新消费时代到来》报告，从
2013年—2017年的“双11”成
交金额来看，医药健康是5年
间增速最快的行业。

健康消费提升的背后，反
映着人们对于健康养生观念的
养成与重视。《2021国民健康
洞察报告》显示，当人们被问及

“人生中重要的事”，排名前三

位的选项与两年前的数据一
致，依次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和心理健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健康意识的提升，尤其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最大
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和家人健
康无忧，因此对于健康方面的
消费也是值得的。”常莱坦言。

健康消费呈现年轻化趋势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
里泡枸杞。”实际上，不仅是中
年人，健康养生的观念已经成
了跨年龄段的共鸣。

近十年来，我国人口持续
处于上升趋势，但人口增长速
度由高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
根据联合国对于人口老龄化的
划分标准，即“当一个国家或地
区65岁即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
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
着进入了老龄化”，而2019年我
国这一人群占比高达12.6%，我
国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一方面，老年人对于医疗
保健的需求增长，与此同时，国
家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政策与措
施，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整体医
疗健康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健康是全生命周期需要关
注的课题，近年来，年轻人的健
康危机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CBNData统计数据显示，从消
费占比来看，购买医疗级个人
护理品类的00后—90后年轻
人消费占比最高，其次是治疗
类，而保健理疗产品的95后消
费人数增长仅次于医疗级个人
护理。健康消费呈现出年轻
化、快消化、智能化等主要趋
势。另外，据天猫医药健康数
据显示，功能食品近3年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20%，95后用户
增速同比增长140%，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190%。

一位互联网医疗从业者表
示，随着消费升级与移动医疗
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
始重视自身健康问题，作为互
联网消费的主流人群，个性化
与精神化的医药产品正在走进
他们的生活。此外，部分中老
年人对于健康产品的追求也趋
向于年轻化和时尚化，消费观

念与年轻人看齐，如注重智能
化、个性化的产品等。

“互联网+健康”激发消费活力

不仅是“双11”期间，自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互联网
诊疗、线上购药为百姓生活带
来不少便利。

根据天猫医药健康数据，
11月1日的第一波预热消费
中，传统中医药及滋补产品
受到更多消费者青睐。百年
老字号老金磨方和方回春堂
分别在 30 分钟和 47 分钟的
成交额就超过去年全天成交
额。开售首小时，中药相关药
品成交额同比增长近600%。

早在去年7月，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出台《关
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
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
业的意见》，其中提到，要积极
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消
费新模式，以互联网优化就医
体验，打造健康消费新生态，推
动平台在就医、健康管理、养老
养生等领域协同发展，培养健
康消费习惯。

不论是“买买买”的“尾款
人”，还是“停不下来”的快递小
哥，“双11”的消费盛况都是我
国健康消费潜力增长、消费能
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个月
内，浙江、天津、成都等全国多
个省市已相继落地数字健康战
略，构建医疗服务新格局。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数字
健康产业领域中的重要一环，
医药电商、医疗服务等借助

“双11”的跑道，向“互联网+
健康”蓄力加速。伴随着互联
网科技浪潮的演进，以及医药
审批、医药零售、在线诊疗等
相关监管政策的持续放开，阿
里健康、京东健康、平安健康、
微医等互联网平台正向大健
康领域快速迈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近日，我国为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多地陆续开展新冠疫
苗“加强针”工作。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
席专家王华庆在近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新冠疫苗“加强针”免疫接
种仍实施免费政策。重点人群
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原则上按照
单位或行业组织统一实施。

“从国内外研究的结果来
看，应用新冠疫苗之后，它的抗
体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下
降的情况，而加强针通过增加
接种疫苗的剂次，能够快速提
高抗体水平。研究表明，有的
灭活疫苗接种完第三针之后，
满一个月的时候，它的抗体水
平和第二针满一个月后相比，
抗体水平大概提升5倍左右，
有的可能会更高一些，这也就
意味着会增加它的保护作用。”

王华庆说。
核酸检测是发现新冠病毒

感染的重要技术手段，对于及
时发现感染者锁定感染范围、
降低感染风险等具有重要意
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我国核酸检验能力是否提高？
如何保障核酸检测的服务措施
落地落实？

针对核酸检验能力，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
郭燕红介绍道，目前，我国开展

核酸检测的机构数量已经达到
11581家，比去年3月份提高了
4.6倍。每天核酸检测的数量达
到单管单检2910万份，比去年3
月份提高了22.1倍。数据显示，
一年多来，我国核酸检测能力有
了大幅提升，特别是在大规模全
员核酸检测中，应用5：1混样或
10：1混样的检测方法，整体检测
效率和能力实现倍增。

郭燕红表示，为了提高核
酸检测服务的便利程度，国家

卫健委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
主要是聚焦“三化”——布局合
理化，对核酸检测点进行网格
化布局，方便老百姓就近获得
服务；信息公开化，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通过官方网站、可视化
等方式，方便老百姓查询核酸
检测点；服务便利化，核酸检测
机构要向社会提供24小时检
测服务，对于“愿检尽检”者，
也要力争在6小时内及时反馈
结果。

大健康消费升级大健康消费升级 你你““囤囤””健康了吗健康了吗

我国核酸检测每日单检数量可达2910万份

浙江舟山：
新冠疫苗接种进校园

11月5日，千余名小学生

在家人的陪护下分批在浙江

舟山南海实验小学体育馆进

行第一剂次新冠疫苗接种。

目前，3—11岁人群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正在当地各校园有

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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