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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覆盆子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不以治疗为目的，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市场规模持续增长。现阶

段行业处于发展初期，规模仍较小。而覆盆子拥有多重药理作用，在保健食品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同时，目前

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但随着政策法规的严格化和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未来市场集中度将逐步提升。

行业定义[1]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指以覆盆子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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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盆子是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是中国药典收录的常用中药材，含有

丰富的生物活性成分如多糖、糖蛋白、萜类及水杨酸等，营养价值较高。中国覆盆子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属药

食同源产品，可用于保健食品领域。

[1] 1：https://www.gov.c… 2：https://kns.cnki.ne… 3：知网

行业分类[2]

按照覆盆子生理活性作用的分类方式，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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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基于覆盆子生理活性作用的分类

覆盆子类保
健食品分类

主要发挥抗
炎、抗氧化作
用的覆盆子类

保健食品

覆盆子抗炎、抗氧化作用与其含有的活性成分多酚类物
质有关，特别是黄酮类化合物、鞣花素等。

主要发挥保护
肝脏作用的覆
盆子类保健食

品

肝脏损伤是比较常见的疾病，致病原因较多。而覆盆子
提取液对肝脾的胸胀程度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具有改善
肝脏病理的作用。

发挥其他作用
的覆盆子类保

健食品

除保护肝脏、抗炎与抗氧化两大作用外，覆盆子还具有
祛除黄褐斑、预防骨质疏松、抗肿瘤、增强记忆力等活
性，应用到保健食品领域表现为不同的功能声称或营养
素补充。

[2] 1：https://kns.cnki.ne… 2：知网

行业特征[3]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的特征包括中药材行业的资源与政策支持、监管严格、行业规模小但应用前景广阔。

1 覆盆子作为中药材，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并得到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

覆盆子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四川、陕西、山西等地，具备优越的生态条件。该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覆

盆子的生长，致使其成为覆盆子重要的产区。根据《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指引，

这些地区通过现代农业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了覆盆子的产量和品质。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促

进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和工艺开发利用，提升中药材质量和供给能力。

2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不以治疗为目的，显著区别于药品，并需严格注册和备案以确保安全和有

效性。



覆盆子中的活性成分如抗氧化剂和多酚类化合物，能够帮助提升人体的免疫防御能力，减少自由基对细胞

的损害，从而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因此，覆盆子被广泛应用于预防保健领域，而非治疗用途。根据《保

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所有覆盆子类保健产品必须进行严格的注册和备案，提交详细的原料来

源、配方和生产工艺等信息，并提供科学的功效验证数据，确保产品安全和有效。这一管理办法的实施，

确保了市场上覆盆子保健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这也促进了企业在研发和生

产过程中更加注重产品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3 尽管目前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规模较小，但其药理作用广泛，应用空间有望增大。

覆盆子含有多酚类、黄酮类和多糖类等活性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提高免疫力等多种生物活性。这些

成分能够有效中和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过程，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此外，覆盆子中的多

糖类物质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能够增强机体抵抗病菌和病毒的能力。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覆盆

子在预防和辅助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3] 1：https://kns.cnki.ne… 2：https://www.gov.c… 3：中国知网

发展历程[4]

行业的发展历程始于政策规范的萌芽期，以“药健字”审批管理和相关法规的出台为标志，奠定了行业规范

化建设的基础，并促使覆盆子类保健食品首次正式进入市场。随后整体行业监管持续完善，但覆盆子保健食品的

市场规模发展稍显缓慢，表明该市场在产品创新、品牌建设和提高消费者认知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萌芽期 1987~2000

1987年，《中药保健药品管理规定》发布，实施“药健字”审批管理；

1996年，《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发布，指出凡宣称保健功能的食品均应经卫生部审批确认；

1998年，以覆盆子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通过审批注册；

2000年，《关于开展中药保健药品整顿工作的通知》发布，“食健字”和“药健字”两种准入方式

同时存在的情况结束。

“药健字”的审批管理实施是中国保健食品行业发展过程的关键节点，标志着“药健字”政策开始实

施，行业规范化建设初现端倪，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中药保健药品整顿工作的通

知》的发布更进一步规范了行业秩序。与此同时，覆盆子类保健食品开始出现，行业进入萌芽期。

启动期 2001~2024



2003年，国家食药总局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以及人员编排规定明确。国家食药总局是国务院主管药

品监管和综合监督保健品、食品和化妆品安全管理的直属机构，承担保健品审批职能；

2004年，中国已获批注册的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达18个；

2016年，《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发布，中国开启了保健食品新产品注册、备案双通道时

代；

2023年，《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人参》《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西洋参》《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灵芝》及

配套解读文件发布，开辟了传统中药材作为保健食品原料可单方在备案产品中使用的先例；

截至2024年7月29日，中国已获批注册的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达59个，整体保健食品近21,000个。

一方面，保健食品行业监管的规范化建设仍在不断推进，主要表现在政策法规的完善和监管体系的强

化。另一方面，与蓬勃发展的整体保健食品市场相比，覆盆子保健食品注册数量的增长速度相对迟

缓，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尚处于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表明，该细分市场在产品开发、市场推广以

及消费者认知度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增长潜力待挖掘。

[4] 1：http://ypzsx.gsxt.g… 2：国家市监局；知网

产业链分析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产业链上游为原料供应（覆盆子中药材及其辅料）环节，多为原材料生产商及贸易

商，包括各种动植物提取物的生产厂商以及部分农产品生产及加工厂商、医药原料制造化学制品厂商，涉及行业

有制药、动植物提取物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行业；产业链中游为覆盆子类保健食品的供应环节，主要提供产品

方案，包括产品开发（配方研究、工艺设计、产品标准研究和注册支持）和产品生产（订单管理、原料采购、全

过程检测和生产及交付）；产业链下游为药店、超市等销售终端及消费者环节，多为保健食品品牌运营商以及流

通领域的各种渠道商。[6]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产业链主要有以下核心研究观点：[6]

稳定且高质量的上游原料供应是确保覆盆子类保健食品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的上游环节至关重要，涉及覆盆子中药材及其辅料的供应，其原材料的质量和稳定供应直接决

定了最终产品的品质。上游主要参与者包括动植物提取物的生产厂商及农产品加工厂商，覆盆子的供给情况直接

影响中游生产环节的成本和质量控制。稳定高质量的原料供应不仅是保障产品质量的基石，更是提升市场竞争力

和品牌信任度的关键。

中游环节能否高效推进产品研发并确保严格的质量控制，是覆盆子保健食品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游环节是将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的关键步骤，涵盖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产品开发需要进行深入的配方研

究、工艺设计、产品标准研究和注册支持，而生产环节则包括订单管理、原料采购、全过程检测及生产交付等。

[12



产业链上游

原料供应商（覆盆子及其辅料）

甘肃省国草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皓博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国强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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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中游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研产销商

这一环节不仅面临技术和工艺的挑战，还需要严格的质量控制，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为市场提供

高品质的保健食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6]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全球看欧洲和美洲是覆盆子的主要产区，亚洲覆盆子产量虽低但市场潜力巨大。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披露，现阶段全球覆盆子产量达到94.79吨，其中欧洲产量占比65.05%，美洲

28.37%，非洲4.76%及亚洲1.75%。覆盆子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持续上升，促使各主要生产地区加大

覆盆子的种植和生产力度。而欧洲和美洲是覆盆子的主要生产地区，亚洲在全球覆盆子市场中仅占据

一定的份额。欧洲作为最大的覆盆子生产地区，得益于其适宜的气候条件和先进的农业技术，覆盆子

产量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而美洲，特别是北美洲国家，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

长，其覆盆子生产能力也在逐年提升。然而，尽管亚洲的覆盆子产量较低，但其市场潜力不容忽视。

随着亚洲国家对健康食品需求的不断增加，覆盆子在该地区的种植和生产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尤

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上升，对天然保健食品的需

求将进一步推动覆盆子产业的发展。

近期覆盆子单价下行趋势显著，价格波动与市场需求变化、供应链与政策影响等多重因素有关。

根据中药材天地网披露，2024年5、6月覆盆子单价分别是128元/千克、130元/千克，分别同比下

降-5.19%、-2.99%。该价格波动的背后原因多为：首先，市场需求的变化是关键因素，随着下游消

费者对行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上游覆盆子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其次，覆盆子的供应链因素不容

忽视。覆盆子的种植和收获季节性强，受气候条件影响显著，极端天气将导致覆盆子供应不足继而推

高价格。此外，政策影响也是一项重要因素。政府对中药材行业的政策支持可促进覆盆子的种植和生

产，从而影响市场供需平衡。

中

品牌端



河南强盛保健品有限公司 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正晟康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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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下游

药店、超市等销售终端及消费者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胶囊是覆盆子类保健食品的主要剂型，与其天然优势有关，其次酒剂和茶剂的增长潜力值得关注。

根据国家市监局，在所有已注册的覆盆子保健食品中，胶囊剂型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47.46%。这

与该剂型拥有易于携带、服用方便以及能够较好保护和释放覆盆子活性成分的优势有关。此外，胶囊

能够有效掩盖覆盆子的味道，提升消费者的服用体验。紧随其后的是酒剂和片剂，分别占比20.34%

和16.95%。酒剂较受欢迎可归因于其传统的中药制剂形式，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药文化，同时酒

剂保健食品常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吸收效率和较好的保健效果；片剂则因其剂量准确、便于储存和运输

等优点，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口服液以10.17%的占比位居第四，该形式适用于希望快速吸收且

见效快的消费者群体，并且口服液通常具有良好的口感。粉剂、茶剂和丸剂在市场中的占比较小，但

其存在展示了覆盆子保健品在剂型开发上的多样性尝试。粉剂通常用于冲调饮品，茶剂迎合了喜欢饮

茶的消费者，特别是在养生茶市场中具有潜力；丸剂作为传统的中药剂型，在特定消费群体中依然拥

有市场。

覆盆子保健食品的功能声称主要集中在抗疲劳和增强免疫力两方面。

根据国家市监局，在所有已注册的覆盆子保健食品中，抗疲劳功能的产品数量最多，占比62.71%，

覆盆子在缓解疲劳、提升体力方面效果显著；增强免疫力功能占比30.51%，消费者对提高自身免疫

力的需求日渐增加，相关保健食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延缓衰老和抗氧化功能占比分别为

15.25%和11.86%。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消费者对抗衰老和美容养颜的需求也逐

渐增加。覆盆子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如多酚和花青素，该类成分能够有效清除自由基，减缓衰老

过程，因此覆盆子保健品在美容养生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祛黄褐斑和改善皮肤水分等功能占

比较少，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业产品发挥保健功能的潜力。这些产品能够针对不同健康问题提供解

决方案，满足特定消费者的需求，未来有可能随着市场教育和认知度的提高而逐步增长。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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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下游说明

多数城镇居民对保健食品缺乏明确的认知，行业需求仍有提升空间。

在态度方面，近50%的城镇居民对保健食品持较积极的态度，体现国民对保健食品的信任度仍有提升

的空间。具体来看，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对保健食品的态度更为积极，而年龄较大的群

体则相对持保留态度。从消费行为来看，超过75%的城镇居民购买过保健食品，女性在保健食品的消

费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来看，文化程度、月收入和健康状况对消费行为有显著的影响。高收入和高

学历群体更倾向于购买保健食品，而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也更偏好于购买保健食品，以改善自身健

康。

正规医疗渠道是居民购买保健食品的主要途径，这与其专业性和信誉度有关。

调查显示，30.7%的居民首选药店或医院购买保健食品，体现正规医疗渠道由于其专业性和信誉度，

成为消费者购买保健食品的主要选择。同时，该类渠道能够提供专业的健康咨询和质量保障，增强了

消费者的信任感。其次，26.6%的消费者选择在大中型超市购买保健食品。超市由于商品种类丰富、

质量有保障且购物环境良好，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并且超市通常设有专门的保健食品区域，方便消费

者选购。再次，20.9%的消费者通过网购渠道购买保健食品，体现了电商平台在保健食品市场中的重

要地位。网购的便捷性和丰富的产品选择，使其成为现代消费者的主要购买方式之一。而对于规模较

小的社区超市、小卖部、便利店或路边摊、集市等，只有少数居民选择上述渠道购买保健食品。这些

渠道由于监管相对薄弱，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消费者在选择时普遍持谨慎态度。

[5] 1：https://mp.weixin.… 2：公司公告

[6] 1：https://www.gov.c… 2：国家市监局

[7] 1：联合国粮农组织

[8] 1：中药材天地网

[9] 1：https://tszkcx.gsxt.… 2：国家市监局

[10] 1：https://tszkcx.gsxt.… 2：国家市监局

[11] 1：知网，天猫

[12] 1：知网



行业规模

2019年—2023年，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由2.90亿人民币元增长至3.26亿人民币元，期间年复合

增长率2.95%。预计2024年—2028年，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由3.40亿人民币元增长至4.34亿人民币

元，期间年复合增长率6.30%。[16]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下：[16]

受益于覆盆子本身的多重药理活性，以其为核心原料的保健食品获得的市场需求和社会认可逐渐增长，致使

规模稳健扩张。

受益于覆盆子本身的多重药理活性，以其为核心原料的保健食品获得的市场需求和社会认可逐渐增长，是规模增

长的动力。现代研究表明，覆盆子含有6类典型活性成分，分别是三萜类、二萜类、黄酮类、甾体类、酚酸类和

挥发油类，并具有抗炎、抗肿瘤、抗氧化、抗骨质疏松、降血糖和补肾等6类药理活性。覆盆子中的活性成分能

够针对多种健康问题发挥作用，满足了消费者对于保健食品多样化需求的期望。同时，消费者购买覆盆子类保健

食品的频次逐渐增加，进一步推动了市场需求，使行业规模持续扩展。

公众对行业产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仍较低，叠加普通食品和中药饮片的替代效应，致使规模增长速度缓慢。

尽管公众对行业产品的认知渐增，但整体接受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叠加普通食品和中药饮片的替代效应，致使规

模增长速度缓慢。根据国家市监局，2021-2023年中国覆盆子类保健食品当年的注册数量分别为1件、2件和1

件。一方面，尽管覆盆子具有多重药理活性，但消费者对覆盆子保健食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尚未达到较高水平，

行业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和消费者教育仍需加强。另一方面，覆盆子相关产品除保健食品外，消费者还可通过其

他途径获取覆盆子的健康益处如直接食用覆盆子类普通食品、服用覆盆子中药饮片等，这些替代品都将对覆盆子

保健食品的市场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16]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未来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16]

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银发经济政策利好将共同推动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市场规模的进一步增长。

量级因子看，预计2024年至2028年中国40岁及以上人口占整体的比例将从51.79%升至54.83%。一方面，随着

中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这一年龄段人群的保健需求也会相应增长。老年群体更加注重健康和营养补充，整体保

健食品市场都将受益于这一趋势实现持续增长，细分赛道覆盆子类保健食品也将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出台

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银发经济的发展，包括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这为覆盆子类

保健食品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行业属于保健食品的细分赛道，中药原材料价格上涨将传导至下游驱动均价增长，从而促进规模扩张。

覆盆子中药材的价格上涨促使保健食品厂商通过提价和加大产品研发创新力度以应对成本上升，从而推动覆盆子

保健食品市场规模的扩大。2024年7月中国覆盆子单价达到140元/千克，环比增长7.69%。覆盆子中药材的价格

上涨直接导致了以其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生产成本上升。为维持合理的利润空间，保健食品厂商倾向于将成本

上涨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从而促进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同时，覆盆子价格上涨也将促使厂商加大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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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力度，通过推出更高品质、更具差异化的产品来应对成本上升的压力。新产品的推出同样有利于市场规模

的扩大。[16]

[13] 1：知网；天猫

[14] 1：https://tszkcx.gsxt.… 2：国家市监局

[15] 1：中药材天地网

[16] 1：https://data.stats.… 2：国家统计局

政策梳理[17]

政策名称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人参 西洋参

灵芝》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国家卫健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

生效日期

2024-05-

01

影响

10

政策内容

三个目录中，人参、西洋参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包括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缓解体力疲劳，产品备案时，允

许备案人标注其中一种保健功能，或者同时标注两种保健功能；灵芝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为有助于增强免



疫力。

政策解读
市场监管总局对既往以人参为原料的注册产品技术审评情况梳理总结，通过组织中药业内技术和管理专家

专题研讨，确定了原料来源、安全指标，提出了以传统中药材为原料备案产品的未来监管思路。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名称

《保健食品标志规范标注指南》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

生效日期

2023-12-

12

影响

8

政策内容

政策明确保健食品新功能定位，鼓励功能创新；要求新功能研究需通过科学评价，确保安全有效；设立新

功能建议和技术评价流程，规范材料接收；加强上市后评价，确保产品质量；以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

政策解读
政策旨在规范保健食品新功能及产品的技术评价，鼓励创新研发，明确评价要求及流程，确保产品安全有

效。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健康需求。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保健食品新功能及产品技术评价

实施细则 （试行）》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

生效日期

2023-08-

13

影响

8

政策内容

政策明确保健食品新功能定位，鼓励功能创新；要求新功能研究需通过科学评价，确保安全有效；设立新

功能建议和技术评价流程，规范材料接收；加强上市后评价，确保产品质量；以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

政策解读
政策旨在规范保健食品新功能及产品的技术评价，鼓励创新研发，明确评价要求及流程，确保产品安全有

效。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健康需求。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科学监管促

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颁布主体

国家药监局

生效日期

2023-01-

01

影响

7



政策内容
《措施》强调要加强中药材质量管理：一是规范中药材产地加工；二是推进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三是完善中药材注册管理；四是建立中药材质量监测工作机制；五是改进中药材进口管理。

政策解读

该计划全面覆盖了从营养立法、科研、监测评估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促进了营养健康理念的普及和相

关产业的发展。对企业而言，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规范和支持创新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推动营养健康产品

的研发和推广。然而，落实这些措施需要各方的持续努力和资源投入。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

暂行办法》

颁布主体

国家市监局

生效日期

2020-03-

01

影响

10

政策内容

政策明确广告审查标准，规定广告应真实、合法，不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需对广告内容负责；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组织指导广告审查工作；药品、医疗器械等广告内容需严格依据相关部门核准的说明

书。

政策解读

保健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说明书

内容为准，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广告涉及保健功能、产品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

含量、适宜人群或者食用量等内容的，不得超出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说明书范

围。

政策性质 规范类政策

[17] 1：https://www.gov.c… 2：https://www.gov.c… 3：https://www.samr.… 4：https://www.gov.c…

5：国家市监局；国家药监局

竞争格局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业内尚未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和市场集中度。[21]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呈现以下梯队情况：第一梯队公司有仙乐健康等；第二梯队公司有苗氏药业集团等；

第三梯队有旭华制药、仲景宛西制药和佰益堂等。[21]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竞争格局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原因：[21]

公司在保健食品行业的深耕程度是划分行业梯队的首要依据，数量越多代表公司在业内的竞争力越强。

公司在保健食品行业的深耕程度是划分行业梯队的首要标准，截至2024年7月，仙乐健康拥有的保健食品注册数

量达184个，苗氏药业集团达31个，旭华制药与仲景宛西制药分别有2个和4个。保健食品注册数量达到一定的规

模体现公司在保健食品领域拥有更多的产品线和更广泛的市场覆盖，促使其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

求，在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第三梯队企业的保健食品注册数量相对较少，表明其在保健食品产品线的广度和深

度上不及前两梯队，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

业内竞争格局高度分散，与产品同质化严重和品牌忠诚度低的特点有关。

根据国家市监局，从各家公司获批的覆盆子类保健食品注册数量来看，88.14%的公司仅拥有1件，11.86%的公

司拥有2件。业内竞争格局较为分散，这与产品同质化严重和品牌忠诚度低有关。一方面，覆盆子类保健食品的

开发难度相对较低，多数企业能生产类似的产品，致使市场上出现大量相似的产品，消费者难以区分不同品牌之

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市场上的覆盆子类保健食品种类有限，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较小，导致消费者在品牌之间转

换频繁，缺乏长期的品牌忠诚度。[21]

未来，覆盆子类保健食品市场的竞争格局将趋于集中。随着政策法规的严格化，市场准入门槛提高，企业必

须在研发和质量管理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大型企业将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巩固市场地位，而中小企业可能面

临被淘汰的风险。[21]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21]

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行业的竞争格局或将随着企业研发实力的增强而发生变化。

根据企查查，截至2024年7月29日，旭华制药、仲景宛西制药和仙乐健康分别拥有149、135和132件专利数

量。随着行业向前发展，技术壁垒逐渐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拥有更多专利的企业表明其拥有更

多的创新成果和更强的技术储备，这有助于其开发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或

将导致业内兼并与收购活动增加，使得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整体市场的增长趋势使得覆盆子类保健食品这一细分领域变得更具吸引力，竞争格局或将重塑。

根据国家市监局，2022、2023年中国保健食品当年的注册数量分别为358、942件。近年来，随着国民健康意识

的提高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保健食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整体保健食品行业。面对竞争日

益激烈的整体市场，企业或将进一步细分市场，而发展仍处于启动期的覆盆子类保健食品极具吸引力，业内竞争

格局或将发生较大的变化。[21]

[24



上市公司速览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79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 25.0亿元 39.96 30.15

[18] 1：http://ypzsx.gsxt.g… 2：国家市监局

[19] 1：http://ypzsx.gsxt.g… 2：国家市监局

[20] 1：https://www.qcc.c… 2：企查查

[21] 1：http://ypzsx.gsxt.g… 2：国家市监局

[22] 1：http://ypzsx.gsxt.g… 2：国家市监局

[23] 1：https://www.qcc.c… 2：企查查

[24] 1：http://ypzsx.gsxt.g… 2：国家市监局

1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791】

公司信息

企业分析[25]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18156.232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汕头市 行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

法人 林培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617536366K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3-08-16

品牌名称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健康科技产业投资，药品研究开发，企业管理服务；营养健康及生物技术的研究、转让和技…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Q1

1.07 1.07 1.08 1.09 1.06 1.01 1.03 1.04 0.96 -

65.2677 68.6765 54.9454 49.2059 17.5499 17.6231 33.3847 35.4601 50.61 -

5.887 -4.6391 69.2286 19.9129 -0.9927 30.8475 14.6181 5.8386 42.8659 -

-8.4334
1150.695

3
-85.1789 94.8471 -29.8684 80.5757 -9.9203 -8.4323 32.387 -

23.4933 42.8434 38.1461 41.5273 44.9983 39.0291 45.8315 57.5454 54.3252 -

0.7548 1.0355 1.2366 1.0904 4.369 3.4202 5.759 5.179 2.5734 -

1.78 -1.64 0.82 3.06 2.8951 2.6631 1.8948 2.4646 2.1264 -

42.9577 32.3736 32.9931 34.6621 32.944 32.6011 32.724 31.1776 30.2653 -

81.9561 78.2267 58.1659 68.7187 72.7945 82.8908 26.0671 31.6442 28.5649 -

0.3569 0.8147 0.6945 0.5577 2.0493 2.731 5.0382 4.6839 1.9329 -

9.0753 64.8714 7.5511 14.3553 7.3041 10.2768 7.1667 5.3032 5.1226 -

- - - 14.3933 7.7827 - - - - -

- - - - -36.6628 - - - - -

27.11 148.27 20.08 29.81 12.85 12.48 9.77 8.12 12.08 -

1.32 12.08 1.74 3.39 2.19 2.14 1.29 1.1793 1.5585 0.3472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竞争优势

成立于1993年的全球知名营养健康食品CDMO企业，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仙乐健康拥有2600

多名员工，在全球拥有7个生产基地以及5个研发中心，已累计服务全世界70亿人次。

6.8249 89.5105 7.8394 12.7382 9.0231 12.4523 9.7864 8.4668 6.7082 -

1.3297 0.7247 0.9632 1.127 0.8095 0.8253 0.7323 0.6264 0.7636 -

- - - 22.9572 -24.8692 - - - - -

1.9001 2.2001 1.9001 1.9001 13.9129 9.0067 5.8017 5.8041 3.0155 -

86.6051 92.5569 70.5315 72.6598 73.4574 60.8715 57.1919 49.2564 51.4249 -

8.24亿 7.87亿 13.30亿 15.95亿 15.80亿 20.67亿 23.69亿 25.07亿 35.82亿 9.52亿

1.0286 4.0133 6.1565 9.5436 8.8096 7.6821 5.9454 6.6881 7.787 -

1.32 12.08 1.74 3.39 2.19 2.14 1.22 1.1677 1.5585 0.3472

7348.29

万
7.25亿 1.04亿 2.03亿 1.43亿 2.57亿 2.32亿 2.12亿 2.81亿

6302.97

万

1.3 1.41 1.73 3.17 2.01 - - - - -

1.78 -1.64 0.82 3.06 2.8951 2.6631 1.8948 2.4646 2.1264 -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25] 1：https://www.siriop… 2：仙乐健康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完整性：以上声明和本页内容以及本平台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视频、数据）构成不可分割的部
分，在未详细阅读并认可本声明所有条款的前提下，请勿对本页面以及头豹所有内容做任何形式的浏览、点击、引用或下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