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孙天骄

美编/高岳

校对/宜爽

星期五

2024年9月6日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章兴成

  在浙江杭州工作的李然(化名)最近爱上

了一款中药面包——— 拱墅区有一家烘焙店，

主打“药食无界”，推出了在面包配料中加入

麦冬、紫苏叶等应季中药材的中药面包。

  “中药面包，听起来就十分养生。”25岁

的李然说，因为自己经常会熬夜加班、看剧

等，生活作息不规律，所以想通过吃中药面

包的方式调理身体。“感觉起了点作用，也可

能是心理作用。”她笑言。

  一段时间以来，中药餐饮持续升温，从

中药面包到中药冰淇淋，从中药咖啡到中药

甜品，各种中药食品层出不穷，像李然这样

通过中药食品进行食补养生的年轻人也不

在少数。据《Z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18岁至35岁的年轻群体已成为养生消费的主

力军，占比高达83.7%，“药食同源+滋补类食

品”成为新生代消费首选。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中药食品的

粉丝后，也有不少网友提出疑惑：中药融入

餐饮，是否真的跟宣传的那样好，吃了更养

生、更健康？

中药+成流量密码

中药饮品火速出圈

　　“别催！养生面包，马上出炉！”

　　近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商场，记者看

到一家面包店打出这样的显著标语，时常有

在周围上班的白领和路人驻足观看。店内的

生意相当不错。

　　据店员介绍，店里主打养生吐司，紫苏配

牛肉、罗勒配鸡肉、乌黑桑葚等中药和传统食

材的搭配有多种可供选择，面包包装袋上有

“参”字样的参吐司里面也真的含有人参。

　　“我比较喜欢尝试新事物，中药面包是

中药和面包的跨界融合体，听上去比较吸

引人。”正在逛街的北京市民李女士说，在

看到店家打出的广告后，她立马下单了两

款热销商品，“吃起来有点怪怪的，总的来

说还能接受”。

　　“陈皮肉桂苹果酥、罗汉果蓝莓欧包、

枸 杞 原 浆 牛 角 包、蜂 蜜 黄 芪 胡 萝 卜 吐

司……”在某中药店，记者看到了更加丰富

的中药和食材组合，普遍售价为二三十元

一个。此外，这里还有不少中药甜点，如西

洋参枸杞布朗尼、火麻仁奇亚籽黄油大饼

干等，价格也不便宜，一小块蛋糕普遍售价

在40元以上。

　　据报道，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一家开

在中医院的饮品店，消费者进店就能感受到

浓浓的中药味扑面而来，楼上是中药店，楼

下卖中药饮品。在这里，喝之前要先把脉，然

后根据脉象告诉你能喝什么饮品。店内有本

草咖啡、神农咖啡、养生茶，搭配的糕点也以

养生为主，如茯苓糕、姜糖饼。

  记者梳理发现，随着中药冰淇淋、中

药咖啡、中药茶饮、中药面包、中药甜品、

中医药膳餐厅等中药餐饮业态持续涌现，

中药+餐饮成为新的流量密码。以中药茶

饮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30个

主打中药或草本养生的茶饮品牌，号称

“新中式草本茶饮”；在装修上，中药茶饮

普遍走“中药铺”风，门店中常使用药材、

药罐、药柜、穴位图等中医相关元素。

　　在社交平台上，各种关于中药奶茶、中

药咖啡、新中式养生茶饮店的种草帖和分享

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决明子、茯苓、桑葚

等成了奶茶、果茶、咖啡的最新“伴侣”，中药

茶饮精美的摆盘和店内中国风浓郁的氛围

感更是成了时尚博主们的新素材。

　　为何今年中药食品会火出圈？有业内人

士说，国潮的崛起、年轻人对于中医学的认

可以及对养生需求的增加，是中药饮品能在

今年火出圈的前提。此外，中药有它独特的

魅力和神秘感，也给了消费者一种全新的体

验，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社交传播需求。

中药不能随意添加

养生不能随便乱说

　　在中药餐饮持续走俏时，也有质疑之声

传来：中药能够随便添加到食品当中吗？

　　长期关注医疗与健康领域的北京瀛和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迪说，根据药品管

理法规定，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

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

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

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  

  其中中药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使

用的药用物质及其制剂，包括中药材、中药

饮片和中成药三类。中药材本身属于药品的

范畴，但在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中，有些中

药材也被视为食材，即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以下简称食药物质)。

　　“根据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中

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食药物质。食

药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

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如

今年8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

地黄、麦冬、天冬、化橘红4种新增的既是食

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的公告。并且根据《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

理规定》，食药物质是指传统作为食品，且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物质。因

此，如果在普通食品中添加了食药物质以

外的中药材，或者其他中药饮片、化学原料

药及其制剂等药品，可认定为在食品中非

法添加药品成分，应当依法进行处罚。”黄

迪说。

　　中药食品是否真的有养生功效，还是商

家的一种营销手段？

　　一名北京三甲医院的中医科医生表示，

中药的专业性很强，每种食物的偏性不同，

每个人体质各异，适合的配方也不同。商家

想要在专业性和适配度方面做好很难，健康

与味道好之间也不容易平衡。目前很多新兴

的中药食品更多以宣传养生观念、心理安慰

和文化认同为主。中药餐饮不等同于药品，

消费者对此要保持理性。

　　一家中药冰淇淋店的店员告诉记者，虽

然冰淇淋中有加一些草本的东西进去，但要

达到像中药一样的作用，是不可能的。而有

消费者向记者表示，其是冲着中药食品真的

可以达到养生目的而去的。

　　“将中医文化与当代健康管理相融合，

将天然草本与咖啡、膳食相融合，共同创造

美好的健康生活方式……”看到网上某中药

咖啡店铺这样的宣传后，记者准备购买一杯

试试看，结果询问客服被告知，他们的“草本

咖啡饮品”里并不含中药，如果想买中药食

品，可以买店内售卖的中药月饼。

　　不确定是否能够养生却以“养生”作为

卖点，不含中药却以“中药+食物”的名称售

卖，商家的这些做法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规定？

　　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主任郑中臣说，

对于想要宣传保健等功能的养生食品，需要

相关机构的证明。我国对具有特定保健功能

的食品有严格规定，必须经过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的批准，并获得保健食品的认证。这

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安全性评估和

效果验证。

　　在郑中臣看来，如果店铺售卖的商品标

明是草本、养生食品，但其中却不含中药，可

能被认定为虚假广告，涉嫌虚假宣传，或承

担相关法律责任。因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食品的标签和宣传材料需要真实准确，不得

误导消费者。

　　对于中药餐饮是否真的有养生功效，又

是否物有所值，不同消费者也有不同的

体会。

　　天津市的佳乐(化名)对中药食品的功效

期待值较高，她专门买过几次中药面包。“吃

过后感觉没啥效果，几十元的价格并不便

宜，以后再也不会买了。只有养成良好的作

息习惯，身体状态才能得到改善，吃中药面

包就能养生，好像不现实。”

　　“总之，消费者在选择中药食品时，应该

仔细查看产品标签和成分表，了解产品是否

经过相关机构认证，并对其宣称的保健功效

保持理性态度。同时，对于任何食品或补品，

都应该遵循适量原则，并在必要时咨询医疗

专业人士的意见。”郑中臣说。

明确含量确保质量

加强监督畅通投诉

　　中药餐饮市场目前发展势头正盛，但不

可否认的是，市场中存在一些商家以此为噱

头，借机炒高价格，部分产品除了质量存在

问题之外，还出现宣扬所售食品具有治病功

效等乱象。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

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中医药行业

的健康发展。

　　对此，黄迪建议，相关监管部门需恪守

职责，保持警觉，防止某些商家对中药食品

的功效进行不实夸大，误导消费者。对于那

些贪图利益、损害消费者权益、提供不合格

产品的商家，必须依法予以严格查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加强对中药餐饮行业的

合规培训。

　　“对经营者而言，关注并遵循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清单。加强进货检验流程，

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制度，确保所采购的中药

材原料从源头上符合质量标准。并依照中药

材的特定储存标准进行妥善管理，留意其保

质期及存储条件，定期对库存进行审查，并

迅速清除任何过期或变质的原料。严禁发布

任何虚假或误导性信息，通过欺骗性宣传误

导消费者。”黄迪说。

　　今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卫生健康

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文

化融入生产生活”“推动中医药文化加快从

内容供给向产品供给转化”。

　　受访专家认为，中药餐饮是近年来兴起

的一种养生方式，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

养生思路，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

了新的契机，扩大了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度，

实现了与时俱进的转型升级。

　　为推动中药餐饮市场健康发展，郑中臣

建议，相关部门应要求商家明确标注产品中

的中药成分，要求所有中药餐饮产品都有清

晰详细的标签，包括成分、含量、可能的副作

用和食用指南，提供易于理解的说明书，让

消费者在食用前能够了解产品特性和可能

的药物相互作用。同时建立价格监管机制，

对市场进行定期评估，确保售价与其提供的

价值相匹配。加强宣传，提高公众对中药知

识的理解，让消费者能够辨识哪些是真正的

中药养生食品，哪些只是借助中药概念炒作

的商品，让公众理解中药的功效和局限性，

避免盲目追求和误解。

  有关部门还应支持对中药在餐饮应

用中的研究，鼓励企业开发真正具有中药

养生功效的食品，以科学的方法验证其功

效和安全性。设立专门的消费者投诉平

台，对市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

处理。

　　“中药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

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

确保消费者在追求健康生活的同时，得到真

正的健康益处。”郑中臣说。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温远灏

  “宣传个口红，为什么要让女模特穿着短裙跪地上”“唇刷设计的

像男性性器官”“一个项目从立项到上市，需要经过多少把关审核，难

道真的没有一个人觉得有问题吗？在这样层层把关下，没想到还能推

出这种新品”……近日，某彩妆品牌“花××”推出新品，不少网友直

指其拍摄角度、剪辑手法及文案表达过于暧昧，有擦边之嫌。

  无独有偶，前两天，另一彩妆品牌“×兔”也因疑似擦边而登上热

搜——— 该品牌的双色提亮膏宣传图被指充满性暗示，整体效果令人

感到不适。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近些年，不少品牌的网络营销方案都因

擦边而引发争议，被消费者声讨和抵制，一些品牌方也很快出面道歉

并进行了整改，但仍有一些品牌方步人后尘，甚至有的屡教不改。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擦边营销暗含低级趣味、色情等不良内容，

违背公序良俗，建议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规范和法律，同时压实平台责

任，及时发现并处理不良广告，加大处罚力度，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和

消费者的监督力量，形成各方合力，让一些投机取巧的企业不敢进行

擦边营销。

擦边营销屡屡翻车

一些企业屡教不改

  事实上，这并非“花××”首次出现不尊重女性的情况。2022年5

月，其在社交平台发布卧蚕笔新品预告时配文称，“这也太细了吧”。

在评论区有网友进行不当评论后，该官方账号回复该评论“啊这是可

以说的吗”。相关言论引发质疑，有网友留言认为，“作为女生真的感

觉到不被尊重”。公司随后发布致歉声明，并对涉事员工进行了开除

处理。

  随着“花××”近日推出新品因造型擦边惹来质疑，还有网友扒

出该品牌之前发布的哑光唇泥产品名称设计同样有擦边嫌疑，如“亲

亲neinei”“亲亲阿咪”“亲亲小居居”等。

  据了解，“花××”和“×兔”都是近年来成立的新兴国货彩妆品

牌，都以年轻女性为目标消费群体。

  “明明是上脸的东西，为什么在取名、宣传时非得往性暗示上

靠？”有网友直言。

  对产品设计与宣传设计被指擦边，“花××”电商官方旗舰店回

应：针对您所反馈的问题，客服这里暂时不是很清楚，我们会提交专

员核实。“×兔”旗舰店也回应：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针对您的问

题我们很重视，这边尽快催促处理。

  对此，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园星认为，根据《化妆品命名

规定》和《化妆品命名指南》，禁止使用庸俗或消费者不易理解的词

汇，彩妆品牌方把擦边当作流量密码并不可取。擦边营销势必不会长

久，企业很可能会被流量反噬。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因擦边营销而“翻车”的品牌并不少见。

  近期，在某品牌汽车经销商直播间里，一位身穿超短裙的女主播

卖力地讲解着某款汽车的产品优势，当讲解到车内空间时，竟然使用

一些暗示性的语言，例如“这车的后排就是给一些小哥哥、小姐姐锻

炼身体用的”等。其从第二排探身到前排讲解中央扶手时，又被拍到裙底和腿部，该场直播录屏

画面也在网络流传，引来擦边质疑。最终，涉事账号被无限期封禁。

  今年5月，某饮品制造商因发布擦边广告被监管部门罚款40万元一事登上热搜。违法事实

显示，其在自设网站发布的宣传图文出现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商业营销的情形，并使用

“用椰子擦乳”“南太平洋美女很少‘飞机场’”等违背公序良俗的广告语，涉嫌违反广告法有关

规定。据悉，这已不是该公司首次因擦边而被罚，且其官网依旧展示着相关争议广告。

  “一些企业试图通过博人眼球的广告吸引顾客，却忽视了商业营销本质上仍属于公共传播

范畴。”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强告诉记者，根据广告法等相关规定，广告不得含有

淫秽、色情的内容，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

  “企业应慎重选择广告内容、广告用语，从尊重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在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

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创新。”代园星说，如果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

的，甚至可能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承担刑事责任。

商家追求短期流量

平台缺乏监管动力

  9月4日，成都一网友曝光了一段在车展期间一女子在展车车顶摆出大尺度动作引得众人

围观拍照的视频，视频中的女子身穿蓝色吊带和白色超短裙，甚至背对观众躺下并将其双腿伸

向空中；

  不久前，某奶茶品牌推出联名新品“小奶栀”，被不少网友质疑发音有擦边嫌疑，之后品牌

方将名字改掉；

  此前，某国产女性卫生护理品牌发布的一则安心裤广告中，女模特下半身仅穿着安心裤，

且拍摄角度被指宛若偷拍，涉嫌不尊重和侮辱女性；

  ……

  有报告显示，在近三年影响较大的营销翻车事件中，食品饮料、女性卫生用品、服务和汽车

行业歧视女性广告高发。从争议焦点来看，被指广告低俗和侮辱女性的营销居多。

  一些商家为何对擦边营销如此“执着”？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在“流量为王”的营销中，有些企

业为追求短期流量爆发，认为擦边营销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于是陷入误区，在广告中有意使用

一些低俗内容，希望借此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也有一部分企业是对内容的把控不到位，将低

俗当幽默，这是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出现了问题。

  陈强介绍，面对屡禁不止的低俗广告，有人总结出这类营销的“翻车三部曲”：第一步，某品

牌广告打擦边球上热搜；第二步，某品牌道歉；第三步，用低成本广告达到宣传效果。

  “按广告法规定，这类事件一般处2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与此获得的收益相比，违法成本偏低，这成为擦边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如果相关部门不

给予严厉处罚，提高违法成本，违法企业仅是不痛不痒地道歉、交罚款，那么擦边营销事件可能

还会增加。”陈强说，在一些企业看来，道歉对自身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能增加曝光度。

  代园星说，《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把互联网广告纳入了管理范围，但实践中针对擦边等乱

象，在法律上较难直接定义成违法信息。  

  “目前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中，除了规定的‘合法’和‘违法’信息之

外，还有一个概念叫‘不良信息’。针对‘不良信息’的界定比较宽泛，多数情况下是交给平台去

判断的。但对于平台来说，这些可能会带来流量，他们往往缺乏动力主动监管、杜绝此类现象。”

代园星说。

增加企业违法成本

严厉整治营销乱象

  在受访专家看来，擦边行为虽然目前在法律上尚无明确定义，但其在所传播的信息中暗含

低级趣味、色情等不良内容，不仅有违社会良好风尚，还可能触碰商业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

  近日，中央网信办专门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朗·网络直播领

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中重点整治直播过程中衣着暴露，刻意展示带有性暗示

或性挑逗的动作，言语挑逗，发布“软色情”“擦边”“泛黄”内容，严重破坏直播生态的行为。

  擦边吸引眼球、赚取流量的营销行为该如何得到有效整治？

  陈强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增加企业违法成本。同时，还需要

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和消费者的监督力量，以期形成各方合力，共同净化网络空间。

  “平台责任是互联网时代治理擦边行为的重要手段，平台运营者应当充分认识到其责任义

务。”在代园星看来，平台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和用户行为规范，加强对用户

行为的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理不良行为。同时，应当积极与相关部门合作，共同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

  记者注意到，目前有不少平台主动承担责任，严厉整治行业乱象。

  今年5月，有短视频直播平台发布《严厉惩治汽车行业“擦边”营销问题的治理公告（第二

期）》，明确提出将严厉打击直播间中的低俗擦边行为，确保汽车直播生态的健康发展。

  有社交平台严惩汽车行业低俗擦边营销，多名主播因违规被永久禁播；同时，还对搬运他

人视频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对内容与账号标签不匹配的内容，实施限流措施等。

  代园星说：“典型案例具有示范、指导作用，为引导正确的行业导向，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发

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强化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加强对相关行为的震慑。”

  “只有全社会都对擦边营销保持‘零容忍’、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商家才不敢、不能、不想

擦边。同时，作为企业经营者，更要有长远的品牌意识，爱护企业声誉，不能只为一时的热度和

短期利益，用擦边营销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陈音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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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药食品是真养生还是提价噱头？

从中药面包到中药冰淇淋 从中药咖啡再到中药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