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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功能性食品发展对中国药膳产业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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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并总结了日本功能性食品发展的历程#发展特点

及管理经验$提出其对中国药膳产业发展的启示$指出政府

主管部门应明确管理责任$加强市场监管$同时企业需要加

大科技创新$吸取中华优秀的中医文化$发掘药食同源的产

品精髓$努力地开发出新产品(

关键词$功能性食品&药膳&药食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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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食品是指具有营养功能$感觉功能和调节生理活

动功能的食品!各国对功能性食品都有一定的研究%日本是

世界上较早提出'功能性食品(概念的国家之一!早在
$%

世

纪
&%

年代初!日本科学院在政府的支持下!确立了国家研究

计划'食品功能的系统分析与开发(

.

#

/

%在此计划执行期间!

营养学家$食品科学家$药理学家等各类相关专家进行了广

泛而 深 刻 的 探 讨!提 出 '特 定 功 能 性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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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

$

/

%与此同时!给

出了两个分类标准"根据产品功能分类和作用机理分类%根

据产品功能分类可分为
&

类!分别是改善肠胃环境类$降低

血胆固醇类$降血压类$增强矿物质吸收类$预防龋齿类$降

低血糖水平类$降低血甘油三脂水平类$改善骨健康和强度

类&根据作用机理则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所含作用因子在

消化道中起促进吸收的!这一类主要是指益生菌类&第二类

是所含作用因子被消化系统吸收后才发挥生物功能的%在

目前的
5W\[]

中!绝大部分属于第一类.

!

/

%

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对'功能性

食品(的监管!其中监管体系比较完善的有美国$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地区.

"

/

!而日本的监管体系尤为突出%

#

!

日本功能性食品发展历程
#*#

!

起步阶段

从
$%

世纪
&%

年代初至
2%

年代初!功能性食品以豆制

品和奶制品为主!主要是增强人体营养%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根据食品本身的成分来推测它的功效!缺乏科学的论证依

据!食品的功能也缺乏有效的评价.

1

/

%

#*$

!

发展阶段

从
$%

世纪
2%

年代中期至
2%

年代末!功能性食品发展

的主体是益生菌类%日本在国家大规模资助研究项目的支

持下!开展了食品生理效应研究!对功能性食品的研究更加

深入!经过了动物和人体试验!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功能性食

品的功效以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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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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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阶段

从
$%

世纪初至今!是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研究深入到

功能性食品的功能因子结构$含量和作用机理%如益生菌改

善肠道的途径!抑制消化酶的食品物质被用作
5W\[]

的功

1%$



能成分等等%除了消化酶之外!用生物和化学的方法研究肠

道解毒系统催化氧化和共轭反应!提高有害疏水化学品的亲

水性!从而降低功能性食品中的毒性!增强对肠道吸收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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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功能性食品发展特点
$*#

!

生产规模大#产品种类丰富

日本的功能性食品的市场需求量很大!生产功能性食品

的企业数量众多%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富士经济(的调查数

据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预防$滋补型商品销售额

逐年递增.

&

/

!

$%#/

年日本功能性食品的市场规模已达到约

#*"

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功能性食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根据1日本食品卫生调查2数据显示!早在
$%%.

年!日本功能

性食品的数量就达到了
1/2

种!其中有
.1

种为益生菌类&到

了
$%##

年!日本的功能性食品数量达到了
2/%

种+图
#

,%发

展至今!日本的功能性食品数量已经超过了
#%%%

种!而益生

菌类仍然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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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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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功能性食品数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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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为导向#新产品研发迅速

日本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老龄化程度高%因此!

增强免疫力!减少患病风险成为一个永不饱和的需求.

#%

/

%

日本的功能性产品生产企业善于敏锐地识别市场需求!及时

开发新产品%如增强免疫系统类的功能性食品和抗疲劳产

品%许多企业会根据最新的科研成果迅速进行增强免疫系

统类的新产品研发!但是由于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异常复

杂的代谢系统!许多功能性食品虽然声称有调节免疫系统的

功效!并且某些因子确实有改善作用!但这些作用因子一旦

进入人体!能否很好地发挥功效并未得到确切的证明%因

此!日本卫生部对这些功能性食品的审核还是很严格的!至

今没有一项调节免疫系统的产品获得合法的
5W\[]

地位!

这也成了很多企业发展的方向.

##

/

%又如抗疲劳功能产品!

早在
$%%!

年!日本便展开了抗疲劳类食品全国性研究计划!

计划开展后!各类抗疲劳类食品层出不穷!获得了很好的销

售市场!其中'能量饮料(数量最多!其市场规模每年都要超

过
1%%

亿日元%各企业研究的重点在于!希望通过生理学和

生物化学上的理论知识阐明不同功能性食品中组分与人体

新陈代谢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

#$

/

%

$*!

!

针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的产品细分

日本的很多企业家都很有战略眼光!总是把眼光聚焦在

消费者的需求上!一旦发现市场上消费者某种需求在扩大!

该类产品便能很快地被生产出来!因此他们的产品总是很有

针对性!功能性食品也是一样%如今!功能性食品的研究已

经进入第三阶段!其技术也深入到了分子水平!这类产品在

市场上屡见不鲜%这些企业在生产前会做广泛的调查!根据

不同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饮食状况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

因素细分消费者群体!做出相应的研究!从而生产出适合不

同人群的功能性食品!因此!这些功能性食品也具有鲜明的

个性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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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健康保健知识的宣传

疾病的预防远远比治疗更加有效!做好疾病的预防离不

开健康知识的宣传!在这一点上!日本做得卓有成效%日本

功能性食品生产企业已经不局限于通过广告来吸引消费者!

而是通过宣传保健的理念让消费者发自内心地接受从而自

主地去选择这些功能性食品.

#!

/

%日本很多杂志经常强调饮

食$运动和休息的适当结合对于健康生活的重要性!特别是

在饮食方面!适当平衡营养素的摄入量及避免过量或不足是

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服用功能性食品来增强体内营养素的

摄入%

!

!

日本功能性食品管理经验
!*#

!

明确的法律地位

功能性食品的概念起源于日本!日本是唯一从法律上界

定功能性食品的国家%在日本!功能性食品被定义为特殊健

康用途的食品!即
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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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于
#22#

年创立!迄今为止有超过
1%%

种

5W\[]

产品成功通过了申请评审%许多功能性食品虽然

尚未提交正式的
5W\[]

认证!但允许公司先期进行研发生

产%待审批认证正式完成!各公司拿到认证证书之后!便能

迅速将生产好的产品投入市场.

#"

/

%

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可能发生!甚至在美国也不会发生%

美国并无'功能性食品(的说法!而是被称为'膳食补充剂(!

从名称上就避开了产品功能的宣称!仅仅看成为正常饮食之

外的补充%虽然消费者和企业对功能性食品的兴趣很高!但

功能性食品并没有法律定义!这给美国的功能性食品进入市

场造成了很大的阻力%而日本则不同!日本有明确的法律确

立功能性食品的地位!这对其进入市场以及后期发展壮大都

有着很大的帮助%

!*$

!

严格的标签管理

日本虽然有法律保护功能性食品的地位!并支持它的发

展!但并不代表政府会降低功能性食品准入门槛!导致产品

良莠不齐!造成市场混乱%相反!日本政府对功能性食品采

取较为严格的标签管理办法!要在标签上明确功能性食品的

作用机制$成分构成以及对人体的作用!并且标签内容必须

与申报时的检测结果一致!标签应清晰$正确!避免任何误读

的产生.

#1

/

%目前对于日本的
5W\[]

!除了钙和叶酸外!不

允许标签中含有治疗疾病或者降低疾病风险的说法%制造

商可以强调他们产品的特点来促进销售.

#.

/

%

!*!

!

严谨的审批程序

日本制定了严格周密的功能性食品审批程序!所有的功

.%$

市场分析
!

$%#&

年第
##

期



能性食品在投入市场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最后获得由

卫生$劳动$福利部颁发的许可证!才能获得合法的地位%企

业研发生产出功能性食品之后!要想获得市场准入!首先要

进行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证明确有功效之后!将证明材料

和申请表一起交给地区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然后!由管理部

门召开各界人士听证会!如果听证不通过!直接拒绝申请&如

果大多数认同!则首先交给药品委员会和食品委员会!做出

安全性评价!接着由厚生省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提出

建议&厚生省结合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写成文字材料报给国家

健康营养研究所!验证产品的活性成分%验证失败的拒绝申

请!验证成功的则将各种文件全部上交给卫生部作最终审

核%如果发现问题!仍然拒绝申请!通过终审的发给许可证

书!获得合法地位.

/

/

%

图
$

!

日本功能性食品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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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功能性食品的发展对中国药膳产业
发展的借鉴意义

"*#

!

政府应明确管理责任#加强市场监管

较之于日本的功能性食品市场监管!中国在功能性食品

方面的管理存在责任不明确的弊端!市场监管也略显混乱!

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都可以管!而最终结果是都没有管

好%比如中医药膳的市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和卫生与健康管理部门等都可以来监管!存在监

督管理责任分散化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医药膳产业化的发

展%因此!中国相关部门要明确中医药膳行业的管理责任!

明确中医药膳的合法地位!促进中医药膳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中医药膳行业的市场监管也不到位!充斥着

很多假冒伪劣的产品!这些产品拉低了消费者对中医药膳的

信心!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假冒伪劣产品将好的

产品赶出了市场!严重阻碍了中医药膳行业的发展%中国需

要严格中医药膳产品的审批程序!核查企业上报的数据!严

格准入制度!同时加大监督执法检查力度!不仅要查处假冒

伪劣产品及其生产企业!而且要对其所在区域的监管部门实

行问责制!力争从源头上消除假冒伪劣产品的生存土壤%

"*$

!

加强企业科技创新#努力开发新产品

功能性食品已经发展到第三阶段!不仅要通过严格的生

物有效性试验!还要明确其分子间作用机制原理!这对科技

的要求越来越高.

#/

/

!因此!要在中医药膳产品上有所突破!

一定要加大科技投入!增强中医药膳产品的科技含量%另

外!在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也要注意做到针对性!根据不同

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饮食状况和生理机能而设计研发个

性化产品!改善人体机能状况%

"*!

!

传承中医文化#指导药膳产品开发

中国中医药膳产品开发要从千百年来形成的丰富的中

医药文化中吸取养分%中医药文化中的'治未病('辨证论

治('药食同源(等思想均对中医药膳产品研发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治未病(的思想体现出中医对预防保健的看重!未

病先防!防重于治&'辨证论治(主张根据每个个体的情况不

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药食同源(倡导'寓医于食(!既将

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既具有营养价值!又可防

病治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因此!中国中医药膳产品开发

要以预防保健为重点!同时在研发产品时跟据群体差异而设

计不同的方案%此外!还要充分吸收药食同源目录里的精华

产品!使这些功能效果得到大家广泛认可的资源成为中医药

膳产品开发的原料来源!研究其中的功能因子!提取其中的

功能性成分!不断开发出新的中医药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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