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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糖健康饮食市场投资观点示意图

探究原料迭
代升级

研究“无糖”
爆发的原因

核心研究点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 代糖相对于全蔗糖：优势在于不
参与代谢、热量较低；防蛀牙；
抗氧化不影响口感等。

• 现有代糖并不是“无糖”最优解，
仍有其他原料可升级优化、益于
健康、应用范围更广，因此本报
告将研究其他更优新物质，不断
扩容升级无糖市场发展。

寻找原料更优解
扩容市场发展

• 零糖零卡因符合健康生活发
展已成大势所趋。

• 凭借品类升级、技术优化、
消费需求驱动、用户群体扩
增等变化实现价量齐升驱动
市场更大容量发展。

零糖具有发展潜力 市场发展关键

糖过剩成“负担”

随着时间的迁移：糖工业化生产以及人民生活
质量升级，糖的摄入从稀缺变为过多，糖逐渐
成为负担。
肥胖率、相关疾病患病率同步上升，严重威胁
人类身体健康。
为应对该局势，全球多国相继征收“糖税”，
用税控制相关产品消费量，帮助民众恢复健康。

原料优化，助力爆发消费需求健康化

中国各项政策的指引+
民众健康生活、体重管
理需求同步下，减糖行
动正式开始，“无糖”
相关产品备受关注。

赤藓糖醇原料的真正实现口
感、健康二合一，匹配消费
者当下核心消费需求。
元气森林也借此成功打开
“无糖”饮料市场。

0.0-1.0时代

为呼应“减糖”趋
势，人工代糖凭借
其不升糖、低热量/
零热量优势开始替
代蔗糖逐步应用在
饮料、食品市场。

2.0 时代-现阶段

人工代糖虽然减糖性能已满
足零糖标准，但健康安全性
有部分隐患、且部分原料口
感还原度低，所以开始发展
引用天然代糖和糖醇，凭借
从植物果蔬中提取的性质，

提升安全性且口感优胜清爽。

3.0 时代-（优化2.0，共存发展）

现有天然代糖或糖醇（以赤藓糖醇为主）已优化大部
分健康安全指标，但仍存在大量服用影响肠胃消化的
威胁，同时热度过高导致成本价不断走高。

于是我们又发现以阿洛酮糖为主的新物质，凭借其易
消化、抑制肥胖和糖尿病、产能充足等优点可以作为
无糖原料发展的3.0阶段，优化2.0时代的发展不足，
为市场扩容。

• 掌握原材料是行业发展
的关键-控制成本、技术。

• 横纵拓展产品面，定时
推出新品增加品牌记忆
点和树立市场地位。

• 通过原料+功能+营销建
立自有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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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分析市场发展原因 1

溯源：剖析原料本身特性 2

落地：推算市场发展空间 3

发展：解密行业发展关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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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糖”摄入过多的危害
肥胖率、疾病患病率上升影响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指出，过多摄入游离糖会增加龋齿、肥胖、糖尿病和高胆固醇血症等疾病的患病风险。而含糖饮料是其
摄入主要源之一，世卫组织建议成人每日摄入糖最好在25g左右，但一般含糖饮料单瓶含糖量大于25g。

根据我国《国民检测公报》可知，占人口基数最多的18岁以上成年人群体2020年超重或肥胖率已经超过一半（50.7%）；
呈逐年增加趋势，2000年到2020年超重率从22.8%提升到35%，20年间超重人群占比增加12.2%；肥胖率2020年相比
2000年以一倍速度增加（从7%增加至14.6%)。同时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发现过去近15年中成人（患
病主流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从9.7%增加到11.9%，新增患病人数超过5000万人。

来源：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国民体质检测公报，idiabetes，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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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糖”摄入过多的危害
多国开始征收糖税控制民众糖量摄入
糖、脂、油等高摄入是引发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等相关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过量糖摄入带来的危害已经严重威胁居民
身体健康。WHO建议，如果对含糖饮料征税使零售价提高至少20%，相关产品消费量就会相应减少，从而总体降低“游
离糖”和热量的摄入，可以改善营养，减少肥胖、糖尿病和龋齿等疾病患病人数。
为此各国开始征收糖税，帮助居民减糖恢复健康生活。据中国医药报指出：含糖饮料消费量每减少10%，就将降低至少
18万人患上2型糖尿病的风险。征收糖税最早的挪威通过此举减少相关产品消费量，人均摄糖量减少，从而居民肥胖率下
降，目前是全球公民肥胖率最低国家之一。

来源：idiabetes，世界卫生组织官网、艾瑞咨询自主研究绘制。

国家 征收方式 实施效果

挪威 每升含糖饮料征税约为 2.49 元 目前挪威是居民肥胖率较低国家之一。

墨西哥 每升含糖饮料约为 0.14 元
征税一年后，含糖饮料的销售量减少了 6%；每人年均

少喝4升含糖饮料
糖税”可使墨西哥的肥胖率年均下降2.5%

法国 每百升7.5欧元 为政府带来每年3.7亿欧元收入

印度 对含糖饮料征税20%+ 预防1000万超重/肥胖及40万2型糖尿病案例的发生

匈牙利 4%税率 汽水销量减少19%

智利
大于6.25g/100ml征收18%

含糖饮料人均消费量从3.5L降低到2.7L
小于6.25g/100ml征收10%

英国
大于8g/100ml，24便士/L

含糖饮料糖含量降低了11%，热量降低了6%
大于5g/100ml，18便士/L

各国征收糖税情况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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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主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
国家引导且国民自身健康意识提升，主动追求减糖
以“糖税”出发，政策引导减少蔗糖饮料消费。我国从2016年起相应出台各类健康规划/计划，从知识传播、标准界定及
引导角度鼓励大家减少糖摄入，控制肥胖超重，从而预防糖尿病等相关疾病；天然甜味剂更好替代蔗糖，保留“吃点糖”
的需求。同时《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中提出鼓励相关生产经营者使用天然甜味剂取代蔗糖。代糖、零糖相关产
业也由此得到了发展驱动力，开始逐步进入民众生活成为重要部分。
民众健康意识觉醒，开始注意到摄入糖过多的危害，注重“吃”的成分和含量。同时体重管理需求日渐明显，日常饮食中
优先选择少盐少糖低脂肪的食物，零食饮料偏爱“无糖”系列。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国民健康意识提升的驱动下，食品饮料
行业掀起低糖/无糖消费热潮，“一点甜的口感”“热量无压力”“不含糖”的代糖蔚然成风。

来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及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政策 时间 核心内容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 2016年 健全居民营养检测制度，重点解决部分人群油脂

等高热能量食物摄入过多问题。

《国民营养计划（2017-
2030）》 2017年

全面实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推进“三减三
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等专项行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 2019年

鼓励发展采用发酵法工艺生产多元糖醇及生物法
化工多元醇、功能性发酵制品等的开发、生产、

应用。

《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2019年

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重点鼓励全社会减盐、减油、
减糖，提倡到2030年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

5g，人均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高于25g。

行动倡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品安全标准允许
使用的天然甜味物质和甜味剂取代蔗糖，科学减

少加工食品中的蔗糖含量。

• 成分党：从成分来看，受
到健康食品应该少添加、
低脂等观念的影响，0卡
、0脂、膳食纤维、无反
式脂肪酸等都是人们购买
食品时关注的关键字。

• 控总量：大多数成人和老
人会注重饮食中糖、油、
盐的摄入总量。

• 戒糖饮：消费者开始戒掉
奶茶、零食、可乐等含糖
饮料。无糖饮料、低卡零
食成为更多人首选。

健康意识、
减肥健身
意愿觉醒

• 近年，Z时代
消费者甚至是
大部分中年人
的体重管理需
求增加，大家
会刻意追求减
脂、低热量的
饮食方式，这
其中超过半数
的用户有严格
的控糖习惯。

中国关于减糖控糖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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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零糖未成功原因
固有饮品难以突破，口感、健康无法兼顾
此外虽然“无糖”饮料并不是现今才有的新兴产物，早在 1982 年就产生了无糖健怡可乐，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无糖”饮
料的爆发，主要是由于原本的产品原料有影响健康的可能性、口感还原度欠缺没有真正实现高还原低热量的效果、同期可
口可乐推出健怡和零度两种饮料，产生内部产品竞争，从而引发影响销量的问题，此外最重要的经典可口可乐产品形象根
深蒂固，无糖吸引力不强无法满足预期，影响了消费者喝可乐饮料核心需求，无法满足口腹之欲所以最终未能持续发展。
通过研究无糖饮料首次发展的失败，侧面反映出现今“无糖”大爆发的成功之处：研发选取真正符合健康安全且保证口感
的原料、建立新产品线与用户求健康高度匹配给予消费者新体验，带给市场更多发展空间。

来源： 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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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有健康隐患
原始的健怡可乐使用阿斯巴甜可能会诱发脑癌、导致免疫力低下；
并且阿斯巴甜属于化学合成甜味剂，相比天然提取的甜味剂，消
费者会存在排斥消费心理

口感还原度差
对比原味可口可乐，健怡和零度版本口感并没有做到高度还原，不少
消费者反应味道淡化很多，大大削弱用户购买欲望，导致销量下滑。

内部产品线同类排斥影响
健怡可乐销量下滑大约在2005年，同期可口可乐推出零度可乐系
列，这两者在产品定位和核心价值上相似度很高，模糊的产品规
划显然会影响到健怡可乐的增长空间

原有产品形象根深蒂固
可乐有悠久的经典历史，早已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成熟的口感、价格等消
费教育，大众对原有可口可乐的形象根深蒂固，追求气泡和甜味口感带来
的“重“快感，健怡或者无糖的出现虽然是为了健康，但是影响了消费者
喝可乐的核心需求，无法满足口腹之欲所以失败。

初期发展零糖失败原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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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糖趋势下的市场布局

元气森林非常隆重地将饮品成分“赤藓糖醇”作为主要卖点，着重强调这是市场上唯一经生物发酵法天然转化和提取制备
而成的糖醇产品，成功作为饮品界第一个成分党打开了消费市场。2019年618期间，元气森林在天猫卖出226万瓶饮品，
拿下“天猫水饮品类销量及销售额第一名”，2020年前五个月，共计售出1.9亿瓶，总销售额达到6.6亿元，成功打开了
无糖饮品市场。
目前我国处于无糖碳酸饮料发展初期，相较于欧美国家至少还有十倍提升空间；无糖茶饮处于爆发初期，销量占比仅占
5.2%；其他饮料品类中也具备潜力，尤其是市场占比较高的功能性饮料，果汁饮料、蛋白饮料此类健康营养属性较高的
饮料也是无糖饮料新的渗透方向。

来源：天猫官网，东兴证券，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经典品牌推陈出新，新兴品牌层出不穷

经典品牌

产品 东方树叶（农夫山泉） 尖叫（农夫山泉） 乌龙茶（康师傅） 茶里王（康师傅） 脉动（达能）

价格 500ml/5.5元 500ml/5.5元 500ml/3元 500ml/3元 600ml/5元

口味
红茶、绿茶、茉莉花茶、乌
龙茶、青柑普洱、玄米茶、

桂花乌龙

柠檬味、西柚味、青
芒味、白桃味、海盐
柚子味、海盐青桔

蜜桃乌龙茶、乌龙茶 日式绿茶、台式乌龙茶、茉
莉红茶

低糖：雪柚橘子、桃子、青
柠、仙人掌、芒果、菠萝

0 糖 0 卡：香水柠檬味、白
桃味

新兴品牌

产品 燃茶（元气森林） 外星人电解质水（元
气森林） 气泡水（优之良饮） 无糖气泡水（喜茶） 奈雪气泡水

（奈雪的茶）
价格 500ml/6.5元 500ml/6.5元 480ml/5元 500ml/5.5元 500ml/6元

口味

桃香、醇香、草莓茉莉乌龙
茶、无糖烘焙乌龙茶、金桂
乌龙茶、荔枝海盐味、西柚

味、青柠味

白葡萄芦荟味、白桃
味、小雏菊味、百香

芭乐味

蜜橘味、白桃味、白草莓
椰子味、樱花白葡萄味

海盐荔枝味、海盐柚子味、
巨峰葡萄味、菠萝百香果乳

酸菌味、青提软酸菌味

白桃味、意大利柠檬味、葡
萄味、荔枝味

各类低糖/零糖产品汇总（部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