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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从 20日举行的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发

展改革委将会同财政部尽快完成 2024年

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清算，下达后续资金

额度；将深入研究“两新”领域增量和储备

政策，适时按程序报批后推出。

“两新”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今年

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地方各部

门，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推

动“两新”加力扩围政策加快落地、持续

显效，成为扩消费、稳投资、促转型、惠

民生的重要引擎。

在增强消费活力方面，4 月，限额

以上单位家电、文化办公用品、家具、

通讯器材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38 .8%、

33.5%、26 .9%、19 .9%，装修旺季叠加换

新补贴，带动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增长 9.7%，仅此 5 项就拉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1 .4 个百分点。截至 5

月 5 日，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家装厨

卫、电动自行车等五大类产品带动销售

额约 8300 亿元。

在拉动投资增长方面，1至 4月，设备

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8.2%，对全部

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64.5%。与“两新”

密切相关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消费品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制造业技

改、原材料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28.9%、13.

4%、8.2%、5.1%、2.7%。

在推动转型升级方面，李超表示，随

着绿色、智能、高品质产品消费需求持续

释放，设备更新推动企业生产效率持续提

升，相关行业生产和效益同步向好。4月

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

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均同比增长 10.0%；充

电桩、新能源汽车、电动自行车、平板电脑

等产品增速分别为 43.1%、38.9%、35.9%、

11.7%；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量 90.5万辆，增

长 33.9%；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达到 51.

5%，同比提升 7个百分点。

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也有效满足了居

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截至 5月 5日，全

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突破 300 万

份，消费者购买 12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

过 5500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超过

4100万件，超过 1.2亿人次以更加优惠的价

格购买了心仪的产品。

李超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

还将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快

资金下达，会同财政部尽快完成 2024年

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清算，下达后续资金

额度。二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超长

期特别国债资金直达快享机制，抓紧推出

加力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各

类经营主体设备更新融资成本；推动有关

部门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明确审核

兑付时限，落实资金预拨制度，提升消费

者体验，缓解经营主体垫资压力。三是强

化政策储备，及时跟踪评估各项工作进

展，深入研究“两新”领域增量和储备政

策，适时按程序报批后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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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新”资金加快下达 增量政策将适时推出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近年来餐

饮界刮起了一股“万物皆可配中药”的养生

风潮。传统中药材大胆跨界，成为奶茶、咖

啡、面包、冰淇淋里的新宠，在线上线下“圈

粉”了大批年轻消费者，更在社交媒体上掀

起了“打卡”热潮。

中药餐饮火热“出圈”的同时，如何平

衡好传统与创新、兼顾专业性和适配度，从

一时的“网红”现象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

“长红”产业，仍然需要一些“冷思考”。

中药餐饮“圈粉”年轻人
从阿胶奶茶、罗汉果拿铁等饮品，到茯

苓桂花发糕、枸杞原浆面包等糕点，再到当

归牛肉、黄精烧青笋等药膳……近年来，中

药餐饮成为消费市场的宠儿，在年轻群体

中风靡起来。

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职

工食堂内，中药奶茶、咖啡等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来尝鲜。随着气温升高，主打清热

祛暑的清荷悠夏奶茶，成为最受欢迎的

产品之一。

“医院以‘药食同源’为核心理念，将传

统中药与现代茶饮相结合，并根据季节特

点调制不同的产品。”该医院营养科主任江

涛说，这些茶饮经过多次试制，以牛奶为底

料，加入合理配比的中药材，还特别兼顾了

口感。

除医疗机构外，众多中药茶饮养生

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记者在南宁市

一家饮品店看到，菜单上有中药奶茶、茶

饮、柠檬茶等饮品 20多款，不少饮品标注

“已售罄”。

“这些茶饮的配方均由本地一家中医

院治未病中心监制，并依据季节变化、人体

需求和药材特性进行调配。”该饮品店经理

韦春说，半个月店铺销量就稳超千杯，目前

已在筹备开设分店。

不仅在茶饮界，这股“中药风”还吹向

了餐饮业。面包、药膳、冰淇淋……“中药 +”

产品层出不穷，一些城市还兴起药膳餐厅

等新模式，在用餐前提供中医把脉服务成

为不少餐厅的标配。在电商平台上，瓶装的

熬夜水、素颜水以及便携茶包、即食膏方等

预包装产品也销售火爆。

这股“万物皆可配中药”的风潮，折射

出年轻群体对中式养生理念的接纳度显著

提升。《2024新健康消费生活趋势报告》显

示，“90后”人群是“轻健康管理”的主力军。

2023年，由国家统计局等发起的《中国美好

生活大调查》显示，在 18岁至 35岁的年轻

人消费榜单排名中，保健养生位列第三位。

广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范丽丽认为，

一方面，药食同源、中医治未病、全民大健

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为养生消费注入了

强劲动能；另一方面，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让传统中医

药文化加快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助力我国

大健康产业发展。

借中药疗效炒高产品价格？
在中药餐饮持续走俏的同时，也有质

疑声传来：中药能随便添加到食品当中吗？

是否适合所有人食用？真有养生效果还是

营销噱头？

“药膳所用药材必须是国家公布的按

照传统既是食物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中

的物质，即药食同源物质，需遵循中医药

理论配伍。”江涛说，若使用超过范围的药

材，需找专业医生进行辨证用药，且不能对

外销售。

国家卫健委 2021年印发《按照传统既

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

明确了纳入食药物质目录的物质应当符合

的要求及条件。目前，已公布的药食同源物

质共有 106种。

现实中，一些商家为了增加所售食品

的“功效”而大胆“尝新”，违规添加药食同

源目录以外的中药材，或是贪图方便，直接

添加炮制加工过的中药饮片等药品物质，

如阿胶膏、西洋参片等，不仅无法达到养生

效果，更难以保证其安全性。

2024年，广西横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披露，当地两家凉茶店为提高所谓的独家

疗效，往凉茶里添加非药食同源物质。其中

一家在特效止咳茶、四季感冒茶和口腔溃

疡茶中加入中药饮片麻黄，另一家则将药

品氨咖黄敏胶囊添加到特效感冒茶、特效

口腔茶和特效消淋茶中。

然而，市面上的一些中药食品并非人

人适用。一些消费者盲目追求滋补和疗效，

幻想仅靠添加了几味中药材的食品饮品，

就能实现“药到病除”。部分商家瞄准这一

点，以添加了中药材为噱头，借机炒高产品

价格。

“中医食养食疗多以药膳为载体，但并

非在膳食中简单添加药食同源物质就能发

挥功效，每一味中药的偏性和适用人群各

有不同。”范丽丽说，药食同源物质相比其

他中药材具有长期食用的安全性，但有些

人在食用时忽略了不同中药之间或中药与

食材的配伍禁忌、食用剂量、食用方法等，

导致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还有一些商家为了追求“功效全

面”，将多种中药材随意组合，动辄宣称

“十全大补”“二十四味贵料”，却并未标

注适用人群、禁忌等信息。记者在电商平

台看到，某款名为“十全大补汤包”的产

品，包含人参、黄芪、川芎等 10 多种中药

材，号称“一包解决亚健康问题”；还有标

榜“博士团队研发”的元气茶，声称“心肝

脾肺肾全都能补”。

违法宣传疗效或虚假宣传，是药食同

源产品在餐饮行业中常见的违法行为。业

内人士透露，一些商家为追求卖点效果，宣

传产品时常与健康、养生等用词挂钩，或以

中药材疗效作为噱头，过度放大其药用价

值，但实际上缺乏科学依据，甚至可能出现

药性冲突，容易误导消费者。

药食同源安全保障需多方发力

受访专家认为，“中药 +餐饮”的兴起，

为健康养生市场带来了新活力，但目前

仍缺乏针对性强的行业管理办法，以及

明确的质量控制体系和评价标准，导致

消费者很难判断产品的实际作用和安

全性。

范丽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未对药食同源物质食用安全性进行详细要

求，而现行食品安全性标准对其功能性和

特征性要求较少，仍需深入考虑“药”与

“食”两方面标准的融合与协调问题。

近年来，全国多地陆续推出一些具体

举措加以规范和引导。比如，2024年，《广西

地方特色食品中使用的中药材品种目录》

将牛大力、金花茶叶、五指毛桃等 10个品种

作为第一批发布，并对适用人群、可食用部

分等信息予以明确。

“这一目录为相关企业和市场监管提

供了重要参考。”广西药学会药食同源中药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云峰说，广西民

间药食同源物质丰富，具有地方和民族特

色，但因缺乏预包装食品生产所需的合法

身份，各类药食同源产品开发鱼龙混杂，亟

需更科学、更明晰的规范与引导。

受访人士呼吁，有关部门应完善标准、

加强监管，企业应诚信经营、创新发展，共

同推动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在产品管理方面，应健全行业标准，对

药材来源、加工工艺、成品检测等方面作出

规定，并对原料搭配目录、配比标准等严格

把关，明确适宜食用方法、每日建议用量以

及特殊人群禁忌事项等，从源头上规避潜

在风险。在产品包装和说明书上，生产者应

清晰地标注成分、功效以及可能存在的不

良反应等信息。

在具体监管层面，因药食同源产品涉

及多部门监管，各部门应探索细化监管方

式方法，明确原料审批、生产加工、流通销

售等环节的责任主体与监管标准，形成监

管合力，避免因职能交叉或空白出现监管

盲区。

“没有一款药食同源产品可以人人适

用，也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江涛说，以

药食同源为基础的食养具有一定门槛，生

产者和食用者均需具备一定的中医药专业

素养。食用者需了解自身体质和健康状况，

企业商家在研发新产品时，应充分挖掘和

弘扬中医药文化中的智慧，不能只注重营

销噱头，切实考虑消费者的健康需求，让中

药餐饮真正惠及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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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万物”：真养生还是假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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