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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食在中国： 认知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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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对健康和环保植物基食品需求旺盛，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机会。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
大市场，同时政府也推出了多项促进健康和可持续消费的重大政策。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政策于2016年10月发布，强调公共卫生应成为未来所有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

2020年9月发布的“3060”双碳目标，提出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力争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
并在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蓝图，强调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呼吁各
省增加粮食产量。

为实现这些政策目标，植物基食品市场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告将探讨中国消费者对植物基食品的接受程度以及对其利益的认知度。

报告还分析了消费者在了解蔬食饮食对健康和环境的益处后，摄取蔬食食品的意愿变化，并排
行列出哪些益处描述对消费者最具吸引力。调研中所有描述均基于国际科学期刊上同行评审
的研究。

报告还辨析了促进和阻碍消费者摄入更多蔬食的主要因素，详细描述了对蔬食食品或引入蔬
食为主的饮食方式的消费者群体画像。

Source Maridav,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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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同时介绍了普罗维植植物基饮食影响指数和认同程度与说服力矩阵，帮助行业制定更有
效的传播营销策略，并用于衡量行业和消费者意识的进展。

上海交大医学院沈秀华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以植物为主、低盐、低饱和脂肪和低
添加糖的饮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欢迎食品制造商、机构和供应商共同努力，鼓励消费者采取均衡和可持续的饮食
习惯。”

关于普罗维植

普罗维植是一个致力于改善全球粮食系统的组织，其愿景是让人人能够选择更健
康、更美味，同时有益于全球人类、动物和地球的食物。

普罗维植致力于2040年前实现将全球50%的传统动物产品替换为植物基和细胞培
养食品，提高人民对植物基饮食好处的意识。 普罗维植的五个驱动因素包括身体健
康、环境友好、粮食安全、动物保护和美味植食。

研究目标
在本报告中，普罗维植评估了中国消费者对蔬食饮食方式的利益以及过度食用肉类食品对健康
和环境影响的认知。

报告旨在为植物基食品行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见解，为媒体宣传策略提供方向，提升传播有效
性，以提高植物基蛋白食品在中国市场的普及。

通过主动且具教育意义的传播方式，与政府机构、企业和非政府组
织合作，普罗维植积极推动植物基食品的接受度，并支持仍处于初
期阶段的细胞培养肉行业发展。

无论是蔬肉都吃、弹性蔬食、普通素食或严格素食，普罗维植都热
情欢迎每一位在饮食旅程中任何阶段的人。

美味植食 身体健康 粮食安全 动物保护 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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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报告还指出食品制造商在公众教育中的作用，加强消费者对植物基饮食的营养价值和对全
球气候危机的贡献的认知。

本报告还探讨了消费者缺乏植物基饮食意识的主要痛点，以便进一步响应《“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3060”双碳目标、《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等政策方向。

研究方法
调研者筛选标准
2024年4月，普罗维植委托独立研究公司凯度，对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的一千
名消费者进行调研。 调研者平均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年龄阶段：18-24岁、25-34岁、35-44岁和
45-60岁。

调研者家庭月总收入均在1.5万元至4万元以上。在所有参与者中，400名为男性，600名为女性。
调研者均为家庭中的日常饮食决策者，并抱着开放的心态，愿意尝试植物基食品（即不排斥蔬
食）。

问卷列出15项关于蔬食及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的描述。调研者针对每项描述表示是否认同，
并被告知每项描述均具有科学研究的证实。

2024年4月，普罗维植委托独立研究公司凯度，对1000名消费者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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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是最健康且最可持续的。

2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能够降低体脂指数（BMI）和肥胖率，进而降低心脏病、中风、高血压
和高胆固醇的风险。

3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有助于预防和控制2型糖尿病。

4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可以帮助女性降低激素相关疾病（如乳腺癌）的风险。

5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可避免因动物食品引起的抗生素耐药性风险。在中国，超过一半的
抗生素被用于畜牧业，当细菌对抗生素发生耐药，这些细菌造成的感染会变得更难治
疗，导致医疗费用增加和死亡率上升。抗生素耐药性是对目前全球卫生、食品安全和
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

6 蔬食，特别是豆类/豆科植物，能为人体提供充分的蛋白质，和传统肉类相比，蔬食还
可以避免摄入胆固醇和不健康的饱和动物脂肪。

7 绿叶蔬菜（如羽衣甘蓝、大白菜、菠菜、卷心菜等），含有丰富的钙。某些绿叶蔬菜中的
钙的生物利用度（从食物中获取钙的效率）甚至超过乳制品。

8 通过食用富含铁的蔬食（如豆腐、扁豆、藜麦和芝麻）和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和蔬菜，人
们通常可以避免缺铁的问题。

9 在使用自然资源（如耕地、淡水、能源等）上，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比畜牧业更为节能和
高效。

10 畜牧业贡献了高达20%的温室气体排放。相较于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以蔬食为主的饮
食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以上。

11
牛肉和乳制品生产是人为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甲烷在释放到大气后的前20年内，其造
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采用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能够将与饮食相关的甲
烷排放量减少90%。

12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有助于减少饥荒。目前75%的大豆被用作动物饲料，如果这些自然资
源直接用于种植人类食物，就能养活更多人，有助粮食安全。

13 每年，高达800亿只陆地动物和2.3万亿只海洋动物被屠宰。以蔬食为主的饮食不仅可
以大幅减少动物的屠杀，还有助于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 。

14
畜牧业占用了80%的耕地并导致高达80%的雨林破坏，是导致物种多样性减少的主
要原因。目前，大约25%的现存物种面临灭绝风险，而到2050年，预计将有88%的物种
会失去它们的栖息地。以蔬食为主的饮食可以帮助释放土地、水资源和森林等自然资
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有效保护物种多样性。  

15 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提供了来自蔬菜、谷物、豆类、坚果和水果的丰富口味，能够带来美
味且令人满足的餐食。  

关于蔬食饮食的描述 
调研者根据15项基于身体健康、环境友好、动物保护、粮食安全和美味植食的相关蔬食描述，评
估是否同意。

除了美味植食描述外，所有描述均来自全球权威机构的科学研究报告，结论均已被证实。

调研者对每项陈述需选择 “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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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者在得知每项描述均被科学研究证实后，再次阅读所有描述，并被问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
饮食中增加更多蔬菜，或尝试以蔬为主的饮食方式，从“非常愿意”、“比较愿意”、“一般”、“比较不
愿意”或“完全不愿意”中选择一项。

最后，调研查者从十五项描述中选择他们认为最具有说服力的五项，以增加更多蔬菜，或尝试以蔬
为主的饮食方式。

该调研由凯度于2024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进行。

研究结果
饮食模式
在调研中询问了参与者在过去三个月中的饮食模式和习惯，结果显示：

66%的调研者蔬肉都吃，即在日常饮食中同时包含蔬食和肉类。

32%的调研者将自己描述为弹性蔬食者，即每周食用几次植物基食品或膳食。

1.5%的调研者表示他们是普通素食者，即吃鸡蛋和牛奶，但不吃肉。

0.9%的调研者称自己是严格素食者，即不食用任何动物及动物副产品。

消费者对蔬食饮食的认识
调研显示，总体而言，中国消费者对蔬食饮食的认知仍有提升的空间和必要性。

对于15项描述（其中8项针对身体健康、3项针对环境友好、2项针对动物保护、1项针对粮食安

受访者饮食方式分布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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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1项针对美味植食），一千名调研者对蔬食
和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好处的认知水平只有
49%。

针对身体健康和营养价值的相关描述最为被调
研者认同。

具体来说，56%的调研者认为以蔬食为主的饮食
能够降低体脂指数（BMI）和肥胖率，进而降低心
脏病、中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的风险。45-60岁
人群的同意程度更高，有63%的人同意这一说
法。

52%认为绿叶蔬菜（如羽衣甘蓝、大白菜、菠菜、
卷心菜等）含有丰富的钙，且某些绿叶蔬菜中的
钙的生物利用度（从食物中获取钙的效率）甚至
超过乳制品。

另有51%认为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是最健康
且最可持续的，特别是在弹性蔬食人群中，这一
比例更高，达56%。

共有51%同意通过食用富含铁的蔬食（如豆腐、扁豆、藜麦和芝麻）和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和蔬
菜，人们通常可以避免缺铁的问题。

总共51%的人认为，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提供了来自蔬菜、谷物、豆类、坚果和水果的丰富口味，
能够带来美味且令人满足的餐食。

以上结果表明，特别是针对已经有意增加蔬菜摄入的老年人群和弹性素蔬食人群，扩大重点沟
通蔬食的健康益处是增加植物基产品销量的有效方案之一。

关于蔬食及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好处的认同|前5

普罗维植
影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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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益处相比，蔬食对环境友好的相关描述受到较低认同，突出提升认知度，达成更高的沟
通转化率至关需要。

例如，只有49%的调研者认为，在使用自然资源（如耕地、淡水、能源等）上，以蔬食为主的饮食
比畜牧业更为节能和高效。

另外，只有46%同意牛肉和乳制品生产是人为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甲烷在释放到大气后的前
20年内，其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采用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能够将与饮食相
关的甲烷排放量减少90%。

同样在排放方面，只有42%同意畜牧业贡献了高达20%的温室气体排放。相较于以肉类为主的
饮食，以蔬食为主的饮食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以上。

在产品包装或相关宣传材料上使用标签可以更好地突出蔬食对环境的友好，并引用科学研究
来提升可信度。

关于蔬食及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好处的认同|6-10

Source IriGri,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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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改变饮食习惯的愿意程度
被告知15条描述均受科学研究证实后，令人惊
讶的98%调研者表示“非常愿意”或“比较愿意”
改变饮食习惯，摄取更多蔬菜，或尝试以蔬为主
的饮食方式。

57%的调研者表示“非常愿意”改变饮食习惯，
显示愿意摄取更多蔬食的调研者比例颇高。

在弹性素食人群中，64%表示“非常愿意”改变
饮食习惯，表明这部分人群对进一步减少动物
类产品摄入的意愿更强。

即使是蔬肉都吃的调研者中，有54%在了解到
蔬食的好处后也表示“非常愿意”做出改变，这
尤其是鼓舞人心。

以上反馈表明，不仅是弹性素食者，甚至是目前
对蔬食考虑较少的蔬肉都吃人群，也能被推动
在日常饮食中选择更多植物基食品 。 昊 周,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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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认同程度与说服力的矩阵分析
本报告引用了认同程度与说服力的矩阵分析，旨在帮助企业和相关机构进一步了解调查结果，
充分利用数据和分析，从而纳入营销和传播策略。

该矩阵有效定位了15项蔬食利益描述，显示每项描述的认同程度与改变饮食的说服力程度是
否一致。

矩阵明确指出15项描述中，哪些得到了调查者的强烈同意，同时也具有强烈说服力，可让他们
多摄入植物基食品。

矩阵的“强认同和强说服力”部分（右上角）仅包含四项描述，全部基于身体健康。这表明在向消
费者推销植物基食品时，有关身体健康的描述比环境友好和美味等因素更具影响力。提示：这
些描述可以更多地利用来增强说服力和突破效果。

“低认同/强说服力”（左上角）的方框也相当值得关注，突出抗生素耐药性、雨林与生物多样
性、甲烷排放以及减少饥荒等描述，虽然认同度较低，但仍有强烈的说服力去推动更多蔬食饮
食习惯。提示：植物基食品制造商可以在这些方面提高消费者意识，鼓励更多的植物基饮食。

“强认同/弱说服力”的方框（右下角）显示一些虽然受到认同的描述，但并不能激励消费者更
多地采纳蔬食习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方框包含了与身体健康、环境友好和美味植食相关的
各种描述。提示：制造商可以将认同度高的描述与强说服力的描述相结合，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在“低认同/弱说服力”（左下角）的方框，是消费者不但认同度低的，并且缺乏推动力的描述，包
括女性激素相关疾病、降低动物屠宰，以及植物基食品比动物基食品产生更少的温室气体排
放。 提示：这些描述在传播沟通中属于低优先级。

Q1.  对于您刚刚看过的每一句描述，请问您的同意程度是 ？
Q3. 请问哪些描述最具有说服力，让您愿意在目前的饮食中增加更多蔬食（蔬菜、豆类、坚果、谷类等），或尝试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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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更多蔬食的促进因素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调研者被问及哪些因素会最有效促使他们在当前饮食中摄入更多蔬食（例
如蔬菜、豆类、坚果、谷物）或尝试以蔬为主的饮食。

蔬食“有益健康”是调研者认为摄入更多蔬食的最大推动力。共有46%的调研者选出了该因素，
其中45-60岁人群的认同度更高（58%）。

采取更多蔬食的第二大动机是“营养丰富”——同样是与健康相关的因素——总共有39%的调
研者表示认同。

第三大因素是“食物更安全”，受到35%的调研者的认同，突显了消费者对植物基食品相对于动
物基食品有更高的信任感。 排在第四的是“食材更加新鲜”，30%的调研者对此表示赞同。

第五大因素是“更环保”，虽然只有24%的人选择这一因素，但也值得注意。报告发现，家庭月总
收入超过4万元的调研者对此因素的认同度较高，达35%。

摄入更多蔬食的阻碍因素 
调研者同时选出了他们认为在当前饮食中摄入更多蔬食（例如蔬菜、豆类、坚果、谷物）或尝试
植物性饮食的最大阻碍。

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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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的调研者认为“食材不够新鲜” 是购买植物基食品的最大阻碍。

“不够美味”是第二大障碍，被31%的调研者选择。

排名第三的是蔬食“不知能否满足营养要求”，30%的调研究者将此视为转向蔬食的阻碍因素。 
其次是“烹饪不方便”，占23%。

以上阻碍因素都值得中国的植物基行业企业关注，强调分享植物食材新鲜、易于烹饪和美味食
谱的需求和机遇。

研究结果
瞄准正确的消费人群对于有效传达核心信息至关重要。本调研分辨出调研者的基本特征和饮
食方式，有助于建立具有强烈意愿摄入更多蔬食的消费者画像。

相对于男性(41%)，更多女性(59%)表示“非常愿意”摄入更多蔬食。在所有年龄阶段中，表示“
非常愿意”的比例在24%至27%之间，其中27%为年龄最大的40-60岁人群。

调研者的居住城市存在意愿差异。北京只有30%的调研者表示“非常愿意”摄入更多蔬食，而上
海和广州的调研者比例高达35%。

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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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月总收入来看，收入在1.5万元至2.5万元之间的最低收入档次人群最愿意摄入更多蔬食
（29%），而家庭收入档次最高在4万元以上的人群最不愿意摄入更多蔬食（16%）。

在饮食方式方面，64%的弹性蔬食人群表示“非常愿意”向以蔬食为主的饮食方式转变，而54%
的蔬肉都吃人群同样表示“非常愿意”。

调研还显示，54%强烈愿意摄入更多蔬食人群喜欢在休闲时间在线观看视频内容，比起只有
8%喜欢下棋的人群。

在喜欢阅读和听音乐或播客的调研者中，分别有36%和34%较有意愿多吃蔬食。另外，喜欢户
外运动的人群中有42%有意愿转变为蔬食饮食。

从日常环保行为的角度来看，通常选择绿色食物的人群，特别是绿叶蔬菜，更愿意改变饮食习
惯。这种消费者认为自己有日常环保的习惯，会优先考虑保持均衡饮食。

社交媒体是获取健康饮食信息的最受欢迎的平台。调研显示，使用小红书和微博等平台的人群
最有意愿转向蔬食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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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摘要
机遇 
该报告结果表明，在中国推广蔬食饮食仍具有很大潜力，需要提高消费者对其利益的认识。

调研发现平均只有49%的调研者意识到蔬食有益于人体健康和地球环境。

然而，一旦了解到蔬食带来的15项各种益处描述后，98%的调研者表示愿意在日常饮食中摄取
更多蔬食，其中64%的弹性蔬食者表示非常愿意这样做。

本报告研究的消费者意愿程度和意识水平为植物基食品制造商创造了许多机遇，包括：

 ● 制造商可以在营销传播中引用认同程度与说服力的矩阵中表明的强认同和强说服力的
身体健康因素，如降低中风率、降低血压，高铁含量等。

 ● 制造商亦可以引用矩阵中表明的低认同和强说服力的因素，加大传播来发展市场潜在空
间。

 ● 对于认同度较高但说服力较弱的因素，应从更加亲近消费者的角度来描述这些因素，提高
说服力。

 ● 就人群画像而言，本报告提出的数据有助制造商更清晰了解对蔬食有更高购买意愿的中
国消费者。 相关数据结论包括：

 ● 上海和广州等南方城市的目标受众比例更大。调研者表示尝试蔬食更强烈的意愿。

 ● 与高收入家庭相比，家庭月总收入在1.5万元至2.5万元之间的人群更愿意摄入更多蔬食。

 ● 弹性蔬食者更有可能转变到以蔬为主的饮食方式。

除了饮食方式，日常爱好和生活兴趣也能预示更有可能摄入蔬食的人群。音乐和播客爱好者、户
外运动爱好者、热爱绿色食品人群、艺术爱好者、经常参加公益的人群以及对健康环保普遍认知
度较高的人群，都是有强烈意愿摄入更多蔬食的人群特征 。

目前中国市场最大的营销机遇是提高推广蔬食的健康益处。

Source siewwy84,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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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根据调研结果，普罗维植建议采取以下行动来激励中国消费者摄入更多的蔬食或向以蔬食为
主的饮食方式转变。

目标人群
南方城市的人群对尝试蔬食饮食或减少动物食品摄入意愿更强。

可支配收入较低的人群更倾向于尝试新产品。调整蔬菜等农产品的价格可以更好推动蔬食的
摄取。

行业方案
为了针对消费者对蔬食饮食的健康、口味
和新鲜度顾虑，建议在社交媒体上加大强
调蔬食的营养价值和美味，提高意识。

清晰表示植物基食品的营养价值对于消
除消费者误解是必要的。

更多的建议方案包括：

 ● 食品品牌应致力宣传产品的健康优
势，确保营养信息方便获取且易于
理解。

 ● 提升消费者对营养成分和食品加工
过程的认知，帮助他们做出更健康、
更可持续的饮食选择。

 ● 继续研发和投资更健康、更美味的
肉类替代品。

 ● 加强消费者教育活动，提高他们对
植物基食品及其营养优势的认识，
并在选购健康蔬食产品时提供指导。

植物基食品不仅需要模仿动物基产品的味道，还必须满足相同的营养要求，并在食品包装上清
晰标示。

相关报告表明，富含蛋白质、铁和钙的蔬菜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

营销活动和策略应进一步当强调植物基食品和奶制品替代品的营养价值，以更有效地提高消
费者的蔬食饮食习惯。

Source Toni,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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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和选择不仅影响个人健康，还影响全球环境生态健康。

蔬食饮食为消费者提供了健康、美味和地球友好的饮食方式，但目前中国消费者对此的认识仍
然较低。

本报告突出了消费者对蔬食饮食的认知强弱主要推动因素以及企业和机构等利益相关者能采
取的方案来促进蔬食的摄入。

中国食品制造商应当把握消费者目前对蔬食饮食已有的意识，进一步扩大市场认识和需求。

中国的深厚烹饪文化一直满足不断变化的口味需求。植物基食品等可持续蛋白将为中国的食
品和肉类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通过这份报告的研究分析和建议方案，植物基制造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消费者意识，促进健康
蔬食食品的创新，并推动植物基食品的销售。

“植物性饮食不但能改善个人健康，降低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同时也是实现我国
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摄入不仅不仅能有效减少碳足迹，还能构建可持续发
展的美好未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对外合作交流部主任、副研究员
张志强补充道。

“随着消费者对蛋白质需求的增加，植物性肉类替代品可以帮助中国变得
更加自给自足，确保 粮食供应，同时减少排放。这些食品在生产同量蛋白质
的过程中，能够节省耕地和淡水等资源， 帮助中国减少对进口肉类食品和动
物饲料的依赖。”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对外合作交流部主任、副研究
员张志强 

“中国拥有悠久的植物饮食传统和丰富的健康植物食材。本期研究有利于
帮助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植物基食品行业向消费者传达植物性饮食带来
的好处，更有效地突出植物性饮食在健康、环保、烹饪等方面的优势。希望我
们能够继续同心协力，创造一个对人类、植物和动物均友好的粮食系统。”

普罗维植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Shirley Lu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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