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O N T E N T S

01 前言

02
02

03

04

05

06

07

调查结果

09 结论

无糖饮料市场渗透率最高

近半数消费者对甜味剂安全性存疑

消费者对不同甜味剂的接受度差异显著

无糖产品的选择以健康驱动为主

消费者对代糖的健康效应观点不一

“看了，又好像没看”

目  
录



甜味剂又称代糖，是一类食品添加剂，能够赋予食品甜味，因其工艺性能稳定、安全性

好，过去100多年间在全球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日化等行业。

以甜味剂全部或部分替代添加糖已成为食品行业发展趋势。《健康中国行动》中的“合

理膳食行动”鼓励全社会共同“减盐、减油、减糖”，并提倡城市高糖摄入人群减少食用

含蔗糖饮料和甜食，选择天然甜味物质和甜味剂替代蔗糖生产的饮料和食品[1]。

但围绕甜味剂的安全性及其健康效应，在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中存在不少争议，不利

于消费者的认知与选择。为了解我国消费者对甜味剂及相关产品的认知状况，更好地

践行健康中国行动，引导公众“科学三减”，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开展了本次

调查。

调查围绕两方面内容进行设计，一是消费者对食品甜味剂的认知状况，二是消费者对

相关概念和产品的辨别能力与接受程度。

本次调查采取线上随机发放问卷的形式，覆盖我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回收有

效问卷5112份。受访者中，男性2488人，占比48.67%，女性2624人，占比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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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无糖饮料市场渗透率最高

在健康消费的趋势下，市面上以甜味剂替代糖的无糖食品和饮料越来

越丰富，在各品类中，无糖饮料渗透率最高。调查显示，84.58%消费者

尝试过无糖碳酸饮料，其次是无糖咖啡/茶饮（65.96%）和无糖口香糖

（59.23%），而无糖冰淇淋和无糖巧克力等品类尚有待进一步发展。一

方面是相较其它无糖食品，无糖饮料种类多样、口味丰富、价格低，可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无糖饮料市场增长

势头良好，企业进行产品营销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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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甜味食品/

饮料，您吃/喝

过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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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数消费者对甜味剂
安全性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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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甜味剂科学共识（2022）》[2]指出，我国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对

包括甜味剂在内的食品添加剂实行严格的上市前审批制度，食品生产

企业按照规定，科学、合理地使用甜味剂是安全的。

但很多消费者的认知与科学界并不一致。调查显示，有12.21%的消费

者认为甜味剂不安全，另有38.50%的消费者对安全性存在疑虑，两者

相加接近半数。这很可能是由于很多消费者认为食品添加剂是“化学

物质”，从而产生抗拒心理，甜味剂并不能独善其身。

相对而言，消费者对天然来源甜味剂的安全性更放心，调查显示，

51.72%的消费者认为“天然代糖比人工代糖更安全”。由此可见，以甜

叶菊、罗汉果、甘草等天然植物为原料的甜味剂拥有良好应用前景。

“代糖是安全的” “天然代糖比人工代糖更安全”

49.30%

38.50%

12.21%

51.72%

33.80%

14.47%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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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受访者对甜味剂

安全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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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不同甜味剂的接受度
差异显著

甜味剂的安全性基于严格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已得到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权威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和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肯定，且结论均为：按照相关法规标准使用甜

味剂，包括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都是安全的。

但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不同甜味剂的接受度存在明显差异，且对糖醇类低倍甜味剂和天然

来源甜味剂接受度明显更高。比如，对于木糖醇和麦芽糖醇的接受度分别为58.06%和

55.79%，是仅有的两种接受度超过白砂糖的甜味剂；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糖苷的

接受度相对其他品种也比较高。木糖醇在口香糖有广泛应用，多年来充分的消费者教育使

木糖醇口香糖成为了无糖口香糖的代名词，健康形象深入人心。

消费者对人工合成的高倍甜味剂的接受度较低，这些甜味剂更容易被消费者视作“化学物

质”。比如糖精的应用已逾百年，但消费者接受度却只有7.04%。此外，62.45%、42.02%消

费者对甜蜜素、安赛蜜的接受度较差。阿斯巴甜在人工合成甜味剂中表现较好，这可能是

由于阿斯巴甜在食品行业目前应用较多，消费者教育投入较多，具备一定认知基础。

调查结果

受访者对不同甜味

物质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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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无糖产品的选择以健康驱动为主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糖摄入过多会增加龋齿、超重和肥

胖发生风险[3]。随着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年）[4]、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推动实施，越来越多消费者了解到过量

摄入添加糖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无糖食品和饮料因此成为消费者心目

中更加健康的选择。

调查显示，接近半数消费者认为代糖比糖更健康，超过6成消费者选择

无糖产品的首要因素是“更健康”。“健康”是比“安全”更高一层次的需

求，尽管近半数消费者对甜味剂的安全性并不放心，但似乎在健康驱

动下，他们并不排斥这类产品。

另外，有近18%消费者因“好奇、尝鲜”选择无糖产品。可见品类拓展和

产品创新依然是推动甜味剂消费的有效手段之一。

更健康

好奇，图新鲜

喜欢这个口味，与是否使用代糖无关

朋友推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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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消费者选用代糖食

品/饮料的原因



“低糖饮料能减肥”

“代糖基本不提供能量”

“代糖不会升高血糖”

“代糖比糖健康”

“代糖会让人越来越喜欢吃甜食”

“代糖会刺激食欲，让人吃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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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消费者对代糖的健康效应观点不一

甜味剂能够赋予食品甜味，只提供较少能量或不提供能量。且甜味剂几乎不会

影响血糖，目前它已被应用于糖尿病患者的膳食选择。尽管消费者因追求健康

而选择含甜味剂的食品饮料，但他们对甜味剂健康效应的了解依然不足。调查

显示，仅有32.16%的消费者认为甜味剂基本不提供能量，34.58%的消费者认

为甜味剂不升高血糖，通过加强甜味剂健康效应相关的消费者教育，将有助于

提高接受度。

甜味剂与食欲、成瘾和肥胖的关系是近年来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调查显示，

22.92%的消费者认为甜味剂会刺激食欲，23.55%的消费者认为甜味剂会让人

越来越喜欢吃甜食（上瘾），24.73%的消费者认为甜味剂可以减肥。实际上，膳

食能量摄入以及饮食行为的干扰因素复杂，这是科学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根本原

因。饮食健康的关键是合理膳食、吃动平衡，包括主动控制对甜食的过度追求。

总体来看，消费者在甜味剂的健康效应方面的认知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即正确

认知和错误认知均不构成绝对多数，争取态度模糊的中间派成为影响舆论方向

和消费者选择的关键。

调查结果

消费者选用代糖食品/饮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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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上写明“不含蔗糖”、“0蔗糖”

包装上写明该产品“无糖”

营养成分表中标示糖含量为0

其他方式

配料表中没有“白砂糖”、“果葡
糖浆”等含糖配料

80%60%40%20%0%

“看了，又好像没看”

很多消费者在选购食品和饮料时会查看标签，调查发现，

近八成消费者通过“不含蔗糖”、“0蔗糖”等标识判断产品

是否无糖，存在被误导的可能。“0蔗糖”只是不含蔗糖，不

一定是无糖，消费者还需要看一看配料表中是否有果葡糖

浆、结晶果糖、蜂蜜、浓缩果汁、果酱等含糖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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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受访者判断“无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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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调查同时也发现，消费者对糖和甜味剂的认知较为模糊，存在混淆。

比如70.42%、63.07%、58.37%的消费者误认为糖精、三氯蔗糖、甜菊

糖是糖，27.15%的消费者误认为结晶果糖不是糖，且是否有阅读食品

标签的习惯对此并不会产生影响。

从数据来看，多数消费者倾向于将含有“糖”字的成分判定为糖，因此

甜味剂名称中常见的“糖”字容易给消费者带来困惑。建议加强公众科

普，指导消费者正确认读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合理选购食品。此外，

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患者还应注意食品配料中可引起血糖升高的面

粉（小麦粉）、淀粉等成分，或参考医生建议选择产品。

调查结果

以下甜味物质，

哪些属于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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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者对糖、甜味剂的认知依然模糊，

对食品标签的理解存在较大混淆，应当继

续加强相关科普宣传，帮助公众正确识别

糖、含糖配料与甜味剂。

结论

我国消费者对甜味剂的安全性和健康效应

的认识有待提高，应当加强消费者科普，破

除甜味剂认知误区，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相

关产品，培养健康膳食习惯。同时在负面舆

情出现时，应当及时进行科学解读和舆论引

导，避免甜味剂和食品行业被污名化。

01

02

消费者对使用甜味剂的食品接受度较好，

且对天然来源甜味剂的接受度更高，食品

行业应继续加大创新研究，开发出更受消

费者喜爱的减糖、无糖产品。

由于消费者对糖、甜味剂、代糖等概念认知

模糊，因此部分问题的回答可能与真实认知

状况存在一定偏差。关于甜味剂沟通策略等

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未来可以继续开展相关

调研。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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