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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热点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无糖酸奶、无糖饮料、无糖元宵、无糖月

饼……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无糖食品

和饮料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面对琳

琅满目的货架，如何识别无糖产品？日前，科

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开展的“中国消费

者甜味剂认知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消费者

在选购无糖食品和饮料时存在被误导的可

能。甚至有一些宣称“无糖”的食品品尝起来

甜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甜的并不“正宗”。

“之前为了赶潮流也体验了一些无糖食品，但

没想到吃起来也很甜，而且那种甜很奇怪，口

感并不好。”有消费者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表

示。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低糖、无糖、0糖等健

康饮食习惯，无疑将成为多数消费者的新“食”

尚。

有糖无糖辨别难

以饮料行业为例，《2021中国无糖饮料市

场趋势洞察报告》显示，无糖饮料市场规模从

2014年的16.6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17.8亿

元，年增长率为38.69%，远超饮料行业总增长

率；2025年市场将增至227.4亿元，5年内实现

规模翻番；2027年，该市场将继续攀升至276

亿元规模。

中国消费者甜味剂认知调查也显示，当前

无糖饮料市场渗透率最高，并且多数消费者认

为无糖更健康。

具体来看，在健康消费潮流下，市面上以

甜味剂替代糖的无糖食品和饮料越来越丰富，

在各品类中，无糖饮料渗透率最高。调查显

示，近85%的消费者尝试过无糖碳酸饮料，其

次是无糖咖啡饮（66%）和无糖口香糖（59%），

而无糖冰淇淋和无糖巧克力等品类尚有待进

一步开发。

糖摄入过多会增加龋齿、超重和肥胖出现

的风险，随着健康中国行动的实施，越来越多

消费者了解到过量摄入添加糖对身体的负面

影响，无糖食品和饮料成为消费者心目中更加

健康的选择。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消费者选择

无糖产品的首要因素是“更健康”。另有近

18%消费者因“好奇”选择无糖产品。

相较于过去“看价签”选商品，如今除了关

注价格，很多消费者还将目光聚焦在配料表

上，而对不少消费者来说，在配料表中“糖”这

一项尤其受到关注。

很多消费者在选购食品和饮料时会查看

标签，调查发现，近八成消费者通过“不含蔗

糖”“0蔗糖”等标识判断产品是否无糖，存在被

误导的可能。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

长丁钢强指出，“0蔗糖”只是不含蔗糖，不一定

是无糖，消费者还需要看一看配料表中是否有

果葡糖浆、结晶果糖、蜂蜜、浓缩果汁、果酱等

含糖配料。

调查同时发现，消费者对糖和甜味剂的认

知较为模糊，存在大量混淆，如约70%的消费

者认为糖精是糖，实际上，糖精是一种人工合

成的甜味剂；约60%的消费者认为三氯蔗糖、

甜菊糖是糖，而这两种物质其实是高倍甜味

剂；近30%的消费者认为结晶果糖不是糖，而

结晶果糖其实是糖类中化学活性最強的糖。

健康意识在提升

无糖食品作为健康产品已经越来越为人

们所认知与接受，那么什么是无糖食品呢？据

了解，对于无糖食品，国际通用的概念是，无糖

食品不能加入蔗糖和来自淀粉水解物的糖，包

括葡萄糖、麦芽糖、果糖、淀粉糖浆、葡萄糖浆、

果葡糖浆等。但是，它必须含有相应于糖的替

代物，一般采用糖醇或低聚糖等不升高血糖的

能替代蔗糖的甜味剂品种。

糖的过量食用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

多重危害，减糖之所以成为消费热潮，正是因

为很多消费者已经明显意识到糖这一“甜蜜的

负担”。那么如何正确选购“无糖”食品呢？

北京市丰台区某社区医生表示，首先，要选

择正规大厂家生产的无糖食品，这样对所标示

的“无糖”更有保障；其次，要关注制作无糖食品

的主要原料的含糖量，如凡含淀粉的食物都含

糖；再次，选购无糖产品不仅要看其是否标注

“无糖”的字样，还要看其配料表中显示是用何

种甜味剂代替了有关糖类，因为其中可能含有

葡萄糖等其他糖类；最后，不仅要看食品的包装

上有无蔗糖，还要考虑食物本身是否含糖。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

建议，应当加强公众科普，指导消费者正确认

读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合理选购食品。此

外，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患者还应注意食品配

料中可引起血糖升高的面粉（小麦粉）、淀粉等

成分，或参考医生建议选择产品。

“在我

国食品饮料

行业呈现多

元发展的大背

景下，减糖也为

企业创新打开了

一扇窗。”谈及对

2023 年食品饮料消

费市场有何展望，上述

社区医生认为，随着收入

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

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不断升

级，以及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人

们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意识

愈发强烈，对低脂、少油、少盐、低糖、

无糖等产品更加青睐，这不仅是未来消费

趋势之一，也为饮料、食品行业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商家也会加强研发，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的选择。市场上“无糖”商品销量不断提

高的趋势充分说明健康饮食、健康消费将是大

势所趋。

记者从2023北京市朝阳区

“两会”获悉，经过8年的发展，国

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各项工作

成绩颇丰：截至2022年10月底，

国家文创实验区共有文化企业5

万家，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1397家，占全区的55.5%，占全市

的24.5%。区域内汇聚了掌阅科

技、宣亚国际等43家上市（挂牌）

企业，影谱科技、得到APP、太合音

乐等3家数字文娱独角兽企业，引

领全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作用显

著。其中，数字文化企业成为引领

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作为“首创郎园”品牌的发源地

和大本营，郎园Vintage文化创意产

业园已在国家文创实验区运营十余

年。“近几年，我们主动拥抱互联网，将

文创实验区的‘文化科技融合’经验推

广到更多区域。”首创郎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在文化科技融合方面，首创郎

园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在北京打造全国

首个“元宇宙”主题商场——BOM嘻番

里，在浙江嘉兴乌镇和福建厦门翔安区，

充分利用互联网打造“空间+内容+产业”

融合运营的方法论和运营管理服务。

在文化科技融合的大浪潮下，如果说首

创郎园更侧重“文化”，那么E9区创新工场便

是将“科技”打造成极致的所在。E9区创新工

场坐落于朝阳区东南部，以推动文化科技融合为

产业定位，近年来，园区乘着国家文创实验区数

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东风”，不断扩充赛道、吸引企

业落户。目前，园区入驻企业148家，引入了强氧科

技、观正文化、特斯联科技、智齿博创、鲸世科技、元境数字、得物APP

等一批文化科技融合领域的领军型企业，其中文化科技类企业占比

超过88%，涵盖数字创意技术、元宇宙、5G数控及云计算、人工智能

物联网、3D裸眼呈现、虚拟现实增强等多门类。

“我们着力将园区作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的主要阵地，贯彻‘产

业集聚、以点带面’的发展思路，积极发挥重点园区创新引领作用，主

动培育和引入数字文化企业。”国家文创实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托互联网平台发展壮大的印象笔记，在入驻国家文创实验区

以来，凭借软件与智能硬件相结合的业务形态，实现了“用户增长率、

用户活跃度增速、营收增速、订阅收入增速”等关键性数字的连续翻

倍增长。“作为一家一站式信息处理平台，印象笔记将积极进行技术

突破，增强数字化能力，朝着成为更受用户青睐的、更智能的‘第二

大脑’方向迈进。”印象笔记高级副总裁乔迁表示。

“综合考虑国家经济形势向好、市场欣欣向荣、政府利好政策

频出这三个方面因素，我们认为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也对未

来充满信心。”亚洲华纳(北京)音乐娱乐咨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杨

悦说道。目前，企业也在积极尝试利用新技术、新平台推动业务

发展，在AI歌曲制作、虚拟歌手打造等方面不断探索尝试。

放眼整个文创实验区，像印象笔记、华纳音乐这样的公司不

在少数。国家文创实验区制定和发布了全市首个《文化创意企

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指南》，目前实验区内文化企业取得

国家高新技术认定数量近1500家，引进和培育了央视频、掌

阅科技、印象笔记等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企业，

发掘了数字力场、智链合创、中阆文博等文化科技潜力型

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在“文化+科技”新引擎的驱动下，实验区文化产业

规模持续壮大，各项指标不断攀升。2022年 1—10

月，文创实验区规模以上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

的 16 个行业实现收入 430.3 亿元，同比增长

10.8%。截至2022年10月末，文化新业态收入

规模占文创实验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比重为

33.8%，比2021年提升了1.3个百分点。文化

新业态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上涨

3.6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收入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42.1%，比2021年进一步提

高了2.2个百分点。

家庭、健康、新鲜、运动成消费关键词

“文化+科技”引擎驱动

国家文创实验区
“绽放”文化新业态

■ 本报记者 阎 密

甩掉甩掉““甜蜜的负担甜蜜的负担””健康饮食渐成新健康饮食渐成新““ ””尚尚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回顾2022年的消费市场可以发现，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会更多地选择为热爱

与需要买单，也希望自己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更有价值。”日前，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

究院结合2022年度搜索及消费趋势发现，2022年消费者更爱为家庭、健康、新鲜、运动

买单，同时消费行为更倾向于精打细算、青睐平价好物、享受即买即得的体验。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晖认为，从关注消费本身到聚焦消费的价值，消

费理念的升级也会驱动新的增长。展望2023年的消费市场，创新产品将朝着更加实用

的方向发展，购物人群与使用场景将更加聚焦；更多实物商品及服务产品将通过线上拓

展走向价格公平，让更多消费者更直接地获取低价；服务也将向着更透明、更便捷、更全

链路的方向发展，以满足消费者对购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需求。

价值型消费驱动消费新增长

消费市场增长呈现四大亮点

在回归家庭、健康生活的大背景下，结合

平台数据梳理2022年消费市场增长亮点，京东

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发现，与有温度的家、

守护健康、餐桌上的新鲜味、运动社交相关的

品类表现最为喜人和值得关注。

在家庭消费方面，消费者更倾向于有温度

的消费，期待消费带来温暖的慰藉和情感的传

递。2022年消费趋势显示，处方猫粮、处方狗

粮的成交额同比增长分别达303%、217%。同

时，如香薰、氛围灯、工艺摆件等增添家居氛围

感的走心消费也持续增加，家装软饰的成交额

同比增长达215%。此外，世界杯期间的数据

显示，消费者更懂得提升家庭间的亲子乐趣，

开赛后一周不少父母为孩子选购了足球相关

的配饰与玩具，其中儿童足球配饰成交额环比

增长 326%、儿童足球玩具成交额环比增长

169%。

在健康消费方面，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

增强，催生出大健康消费理念，营养消费、医疗

器械、消费医疗等相关行业市场均呈现稳步上

升的趋势，消费者也开始逐步关注居家场景下

的自我及家庭健康管理。2022年消费趋势显

示，成人尿裤、安全防护、助行器、康复辅助、家

庭护理类等产品销售实现高速增长，其中成人

尿裤、安全防护等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200%。同时，家用医疗器械逐步智能化发展，

其中智能提醒指尖血糖仪成交额同比增长

678%，高精度血氧仪、心电监测仪同比增长

379%和155%。此外，保健茶饮成交额同比增

长250%，清咽利喉类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50%，益生菌、矿物质、钙、肠胃养护等产品成

交额增速较快，其中叶黄素、维生素C等产品同

比增长超过140%。

在食品消费方面，健康生活也体现在消费

者对于“吃”的要求更高，在注重便捷性的同时

更注重成分和健康。2022年消费趋势显示，低

温海产干货、预制菜肴套餐等成交额实现2倍

以上增长，低温奶、新鲜蛋糕的成交额也超过

80%。同时，随着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下沉，以

及数字技术的助力，消费者无论身在何方，都

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数据显示，2022年云南

小粒咖啡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30%，宁夏盐池

滩羊、锡盟牛羊肉、宁德大黄鱼的成交额同比

增长也都超过60%。

在运动消费方面，2022年消费趋势显示，

户外装备中便携桌椅床、帐篷/垫子、军迷装备、

睡袋/吊床、救援装备、野餐用品的成交额同比

增长分别达329%、116%、94%、86%、76%和

65%。消费者在户外运动方面更倾向于带有社

交属性的项目，羽毛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依

旧火热，相关装备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60%，

飞盘、腰旗橄榄球等更是成为今年炙手可热的

时尚运动。此外，消费者也不忘分享家庭健身

的体验，这也让局部健身小型器材热销，夹腿

器、娃娃跳/弹跳器、握力器、壶铃、杠铃的成交

额同比增长分别达495%、269%、181%、148%

和137%。

更重精打细算、平价直给、即买即得

随着消费者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从

功能和价位上更明确自己的需求，消费不仅更

加理性，也更加追求消费的长期价值和确定

性。2022年消费趋势显示，细分功能型的家用

电器类产品受到更多关注，保持家庭清洁卫生

的家用洗地机、快速干衣又护衣的烘干机、深

层去污除垢的洗鞋机等细分功能产品成交额

分别同比增长229%、220%和497%。另外，空

气炸锅、吹风机等热门品类也因不断注入更加

明确的功能基因，使其产品在2022年依旧取得

亮眼表现，空气炸锅与电吹风机成交额同比增

长均超100%，“不翻面空气炸锅”“便携大功率

电吹风”等成为下半年消费者的关注焦点。

通过用户调研，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

院发现，绝大部分消费者在做购物决策时都少

不了要精打细算一番，会看重价格、产品、服务

是否达到了“极致性价比”，电器市场更是如

此，消费者同样希望用更合适的价格购买到更

满意的电器商品、享受更优质的服务。销售情

况也证明了这一调研结果。2022年前三季度，

京东通过以旧换新方式选购新手机的订单量

同比增长240％；通过以旧换新选购电脑数码

产品的订单量同比增长373%；家电以旧换新

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59%，为超百万家庭实现

旧家电换新。

在笃定消费的同时，消费者也更倾向于

“工厂货”的平价直给，2022年消费趋势显示，

京东京造宠物生活、传统滋补、酒类、家居日

用、食品饮料类等产业带产品的成交额分别实

现664%、192%、175%、135%和132%的高增

长。2022年“双11”，京东京造苏州蚕桑产业

带成交额环比“6·18”期间增长近12倍；大连海

参产业带成交额环比增长超4倍；台州智能卫

浴产业带成交额环比增长近200%；慈溪小家

电产业带成交额环比增长约150%。

此外，2022年有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了

“即买即得”的便捷消费体验，从“应急买”“大

促买”到“全品类日常买”，即时零售正成为备

受消费者青睐的主流购物方式。作为链接线

下超20万家实体门店，以“线上下单、门店发

货、商品小时级甚至分钟级送达”的即时零售

平台如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2022年前11个

月数据显示，各品类消费均迎来增长。如生鲜

品类方面，烧烤小吃等半成品食材销售额同

比增长330%，火锅食材销售额同比增长

170%；3C数码方面，电视机销售额

同比增长超10倍，生活电器同

比增长240%，手机同比

增长135%；快消

品类方面，白酒同比增长210%，婴儿喂

养用品同比增长140%；时尚家居方面，

童装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倍，运动户外

同比增长 350%，香水彩妆同比增长

230%。

此外，2022年全国多地疫情散发，

京东到家、京东小时购发挥即时零售优

势，链接线上消费需求和线下门店供

给，积极响应并与各地政府密切配合，

奋战在保供一线，推动并保障本地实体

门店商品供给上线，联手商家品牌提

供本地化服务，全力保障消费者民生

商品的供给与配送。

刘晖表示，回顾2022年的消费

市场可以发现，这一年消费者更为理

性，追求更长期、更丰富的价值型消

费。他们需要更适合自己的商品、

更实在的价格、更贴心和增值的服

务，从产业侧来看，这样的用户需

求也会带来行业对成本、效率的

进一步关注，牵引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2023年，有更多产业带

制造能力将通过京东等企业

更直接、顺畅地链接到消费

者，提供更具性价比的商品，

同时，服务也将更增值，能

够带来实际价值的服务会

得到长足发展，如以旧

换新、价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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