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健康消费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

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有关工作要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现制定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等各方作用，结合新趋势和新

需求，针对重点领域、典型区域、关键群体创新政策举措，构建商旅文体健等消

费业态融合发展格局，培育和发展健康消费领域新质生产力，提升健康商品和服

务供给质量，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健康消费需求。

二、主要任务

（一）提升健康饮食消费水平。加强优质农产品产销衔接，鼓励批零企业设

立优质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组织专场销售活动。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开展有

机食品认证有效性抽查。实施促进营养健康专项行动。强化餐饮营养健康工程建

设，引导餐饮企业推广使用食养指南。指导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高血压、2

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症等患者提供合理膳食和科学运动指导要点。

（二）优化特殊食品市场供给。深化特殊食品注册备案制度改革，完善保健

食品事前审评和事后评价机制，畅通保健食品新功能及产品审查注册。鼓励企业

加强工艺研发、产品创新、品质管控，着力发展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开展网

络市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价监竞争守护等专项行动，依法查处虚假宣传等违法

犯罪行为，加大保健食品、“一老一小”等领域价格违法打击力度。



（三）丰富健身运动消费场景。支持地方建设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全民健

身中心、社会足球场等场地设施，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场地器材补短板项

目。开展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试点，提供健康测评、健身指导、运动康复等服务。

推动各类体育场馆开放共享，鼓励机场、公园、购物中心等引入微型健身房。积

极培育冰雪、马术、赛车等具有消费引领特征的时尚休闲运动项目。

（四）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举办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深入实施“体

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户外运动 活力山水”

等行动，持续增加优质体育消费供给。加快运动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

赋能和智能应用，推出小体积、便携式智能健身和户外运动装备器材。鼓励优质

科研团队开展科技攻关，重点支持可穿戴运动电子产品与运动器械发展与迭代、

数字体育平台、业务系统等。

（五）增强银发市场服务能力。支持面向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养生保健、健

身休闲等业态深度融合，促进慢性病管理、生活照护等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研发应

用。鼓励电商平台、商场超市等开发老年人适用版面或设施，设立银发消费专区，

便利线上线下消费。支持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研发适老化产品用品，提升居

家养老安全性、便利性。推动景区设备设施适老化改造，开通老年旅游专线，丰

富银发旅游产品供给。大力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强化产业推广应用和服务体

系建设，探索建设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并面向老年人提供科普展示、评估配置、

租赁销售等服务，就近就便满足老年人对康复辅助器具的需求。提升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品质，积极开展“智慧广电+养老服务”，通过有线电视、广电 5G 等

方式，开发场景式、体验式、互动式养老服务消费场景。



（六）壮大新型健康服务业态。大力发展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

新型服务业态，提升差异化、智能化、定制化服务能力。鼓励体检机构向专病专

检和检前检后延伸，倡导重大疾病早筛早检，推广健康体检创新产品和检验检测

手段。促进健康体检结果大数据应用，适时发布健康提醒。积极落实《关于进一

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七）引导健康产业多元发展。加快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机构，

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发展医

疗旅游、生物医药等健康产业。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开展国

际合作康养服务。开发和推介体验性强、参与度广的康复疗养、休闲养生等健康

旅游路线和产品。加快智慧理疗技术推广应用，推动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产品进

入临床试验。

（八）强化药店健康促进功能。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引导零售药店拓展健康

促进、营养保健等功能。指导地方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本地区

医保支付范围。支持“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创新，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

平台，深化医保电子处方应用，推动电子处方在定点医药机构顺畅流转，满足便

捷医药服务需求。发挥零售药店执业药师优势，开展合理用药、慢性病管理等健

康知识咨询和宣传，推广健康消费理念。

（九）组织健康消费促进活动。按照消费促进总体工作安排，统筹全国展览

展销、交易大会、宣传推广等活动，促进健康产品消费扩大。深入实施消费品“三

品”专项行动，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促进食品工业提质扩需活动，



扩大优质健康食品供给和消费。加大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健康类品牌招展招商

力度，加强展览展示、供需衔接。

（十）宣传推广健康理念知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开展中医养生保健、

营养指导、药膳食疗等活动。落实“合理膳食健康生活”专题科普宣传方案，制

定实施年度宣传计划。以全民营养周、中国学生营养日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推

动开展“体重管理”等主题宣传，指导公众健康膳食自律管理。开展食养知识进

社区公益活动，普及一日三餐科学食养。鼓励学会、协会组织专家开展面向公众

的健康科普活动专业培训工作。引导各级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视听平台开办优质

健康科普节目，鼓励优秀健康消费类作品创作，普及健康生活知识。

三、保障措施

建立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地要充分认识促

进健康消费的重要性，细化任务分工，加强工作统筹；建立健全健康消费重点联

系企业制度，加强区域、人群、品类等数据分析，做好运行监测和趋势研判；及

时报送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开展经验交流，推广有效措施和典型做法。（正文有

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