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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调查报告(汇总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
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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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质量是吸引大学生消费的主要因素。从调查结果来看，
讲求实际、理性消费仍是当前大学生主要的消费观念。据了
解，在购买商品时，大学生们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价格和质量。

3、购买地点

我们经常在学校小卖部或者去大超市购买各种食品，如乐购、
沃尔玛等等。

4、品牌广告的影响

大学生是年轻的群体，他们追求时尚。各种明星代言的食品
深受大学生的信赖和喜欢。大品牌的食品容易使大学生接受，
品牌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

5、购买食品类型

买包装类食品比较多，男生比较喜欢肉类食物。女生则比较
喜欢糖果类食品。

九、结论

本调查报告通过对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从频率、方式、
内容等方面描述了目前大学生食品消费的基本状况和表现出



来的特征。并分析了男生和女生在食品消费时考虑的因素和
购买类型。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结果有以下几点：

1、大学生普遍都喜欢吃零食，是各种食品的高消费群体。他
们经常在学校小卖部或者去大超市购买各种食品。

2、他们购买视屏的价格在3~4元的比较多，一元以下和4~6元
也相对较多。

3、在购买食品时考虑的因素方面。女生比男生更有自主性，
他们喜欢各种包装可爱的食品

4、广告和品牌对大学生购买食品的影响非常大。

一、调查原因：

最近，同学么都用自己的零花钱到学校周围的小卖部购买垃
圾食品。我决定去问一问同学们，他们的零花钱是怎么花的，
于是我和小霏同学一起去进行调查。

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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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时间：20**年x月x日

二、调查地点：xx超市

三、调查目的：

现如今，我们已迈入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着。而物质生活充裕了
以后，健康自然便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健康长远意
义上讲并不是说你病了然后予以治疗，而是从平时就开始防



病，可是通过药物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现代人看来显然是极其
不可行的，常言说是药三分毒嘛。我们最容易实施和控制的，
我想应该莫过于食疗了。只有平时注意营养的科学合理搭配，
才能吃出健康、吃出漂亮、吃出长寿。食品业和医学在不断
进步着，于是功能性食品便应运而生了。功能性食品誉为21
世纪的'食品，是当今世界研究的热点。为了解人们对功能性
食品的了解程度，并在社会上普及功能性食品而做出此次功
能性食品调查。

四、调查员：xx(食品科技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xxx)

五、调查结果：联华超市内功能性食品上架情况汇总

六、结果分析：

1、联华超市销售的功能性食品大多是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
的，其他作用的功能性食品比例太少，甚至没有。

2、社会上对于功能性食品普遍常识的介绍很少，消费者对其
概念薄弱。

3、中国的功能性食品仍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存在标识不规范，
没有统一的标准，功能性食品市场也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
规则，虚假、夸大广告问题严重，造成消费群体视听混乱，
判断失误等。

4、保健食品的价格普遍偏高，对于其普及有很重要的影响。

七、综合建议

1、尽快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和规范功能性食品生产企
业和产品市场。

2、普及功能性食品的普遍常识，让消费者增强自身保护能力。



3、提高功能性食品成分的稳定性，提高其功效，争取消费者
的信任。

4、降低其成本，使价格降低，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性
食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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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时间：

xx年6月15日

二、调查地点：

xx超市

三、调查目的：

现如今，我们已迈入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着。而物质生活充裕了
以后，健康自然便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健康长远意
义上讲并不是说你病了然后予以治疗，而是从平时就开始防
病，可是通过药物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现代人看来显然是极其
不可行的，常言说“是药三分毒”嘛。

我们最容易实施和控制的，我想应该莫过于食疗了。只有平
时注意营养的'科学合理搭配，才能吃出健康、吃出漂亮、吃
出长寿。食品业和医学在不断进步着，于是功能性食品便应
运而生了。功能性食品誉为“21世纪的食品”，是当今世界
研究的热点。为了解人们对功能性食品的了解程度，并在社
会上普及功能性食品而做出此次功能性食品调查。

四、调查员：



李阳（食品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0651110509）

五、调查结果：

xx超市内功能性食品上架情况汇总

六、结果分析：

1、xx超市销售的功能性食品大多是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的，
其他作用的功能性食品比例太少，甚至没有。

2、社会上对于功能性食品普遍常识的介绍很少，消费者对其
概念薄弱。

3、中国的功能性食品仍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存在标识不规范，
没有统一的标准，功能性食品市场也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
规则，虚假、夸大广告问题严重，造成消费群体视听混乱，
判断失误等。

4、保健食品的价格普遍偏高，对于其普及有很重要的影响。

七、综合建议

1、尽快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和规范功能性食品生产企
业和产品市场。

2、普及功能性食品的普遍常识，让消费者增强自身保护能力。

3、提高功能性食品成分的稳定性，提高其功效，争取消费者
的信任。

4、降低其成本，使价格降低，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性
食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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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们已迈入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着。而物质生活充裕了
以后，健康自然便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健康长远意
义上讲并不是说你病了然后予以治疗，而是从平时就开始防
病，可是通过药物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现代人看来显然是极其
不可行的，常言说“是药三分毒”嘛。我们最容易实施和控
制的，我想应该莫过于食疗了。只有平时注意营养的科学合
理搭配，才能吃出健康、吃出漂亮、吃出长寿。食品业和医
学在不断进步着，于是功能性食品便应运而生了。

功能性食品誉为“21世纪的食品”，是当今世界研究的热点。
为了解人们对功能性食品的了解程度，并在社会上普及功能
性食品，我精心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随机调查各种年龄层
次、各消费水平的消费者，收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一、社会调查

1.调查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随机人群的调查发现，约15%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功能性食品，更不清楚功能性食品有什么功效;约62%的人对
功能性食品不是很了解，对其功效不认可，觉得效果不明显，
同时对功能性食品的鉴别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只有23%的人了
解功能性食品，了解其功效，并且知晓很多种类的功能性食
品和国内外大品牌。以下为部分被调查者的问卷分析结果。

大学生：对于功能性食品不了解;其效果不明显，开始有作用，
后来就没感觉;对于功能性食品不信赖;从广告等媒体知道某
些品牌的功能性食品。

30-40岁的阿姨：不太了解，也不用;孩子用过清华同方的产
品，家人用过海藻类的产品，使用过对肠胃有帮助的产品;看



过产品说明书和广告，但是仍然觉得对功能性食品的常识不
了解。

3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了解一点;功能性食品应补充微量元素，
力量蛋白元素，蛋白质;用过如安利、完美等产品;觉得是无
聊的消费;鉴定要有国家体系认证、说明、用法。

六七十岁的老人：了解;认为功能性食品纯属吵作;用过如深
海鱼油、螺旋藻、天然维e;不看宣传;广告要务实，可信度要
提高。不能看广告，要看疗效。

目前人们知晓的市场上销售的品牌主要有：钙尔奇、虫草乌
鸡精、脑轻松、血尔、血乐、太太口服液、氨基酸口服液、
口服免疫球蛋白、成长快乐等。

同时，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目前社会上对于功能性食品普遍
常识的介绍几乎没有，消费者对起其处于零概念，也导致了
虚假广告活动猖獗。中国的功能性食品仍处在不成熟的阶段，
存在标识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功能性食品市场也缺乏
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则，虚假、夸大广告问题严重，造成消
费群体视听混乱，判断失误等。另外，保健食品的价格普遍
偏高，对于其普及有很重要的影响。

2.调查建议

(1)尽快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和规范功能性食品生产企
业和产品市场。

(2)普及功能性食品的普遍常识，让消费者增强自身保护能力。

(3)提高功能性食品成分的稳定性，提高其功效，争取消费者
的信任。

(4)降低其成本，使价格降低，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性



食品的优势。

二、功能性食品

1.定义及分类

(1)据国际生命科学学院对功能性食品的最新定义，将其定义
为：已被证实具有令人满意的一种或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功能
的食品，“功能性食品”除了要具有适当的营养作用，还要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改善人体健康状况及降低患病风险的作用。
“已被证实具有令人满意的功能”的解释是：当以正常的`日
摄入量食用某种食品时，只有有证据证明它有益于人体健康，
或者以有效摄入量摄入某种食品时，其有益作用是众所周知
的，这样的食品才能被称为功能性食品。

(2)分类：

日常功能性食品(日常保健食品)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健康消费群
(诸如婴儿、老年人和学生等)的生理特点与营养需求而设计
的旨在促进生长发育或维持活力与精力，强调其成分能充分
显示身体防御功能和调节生理节律的工程化食品。

特种功能性食品(特种保健食品)着眼于某些特殊消费群(如糖
尿病患者，肿瘤患者，心脏病患者，便秘患者和肥胖症患者
等)的特殊身体状况，强调食品在预防疾病促进康复方面的调
节功能，以解决所面临的“健康与医疗”问题。

2.功能因子

功能性食品中真正起生理作用的成分，称为生理活性成分。
富含这些成分的物质则称为功能性食品功能性食品基料或生
理活性物质，即功能因子。

已确定的活性物质主要包括9大类，具体品种有上百种。



(1)活性多糖：包括膳食纤维、抗肿瘤多糖和降血糖多糖等。

(2)内能性甜味料(剂)：包括功能性单糖、功能性低聚糖、多
远糖醇和强力甜味剂。

(3)功能性油脂：包括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替代品、磷脂和
胆碱等。

(4)自由基清除剂：包括非酶类清除剂和酶类清除剂等。

(5)维生素：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e和维生素c。

(6)微量活性元素：包括硒、锗、铬、铁、铜和锌等。

(7)肽与蛋白质：包括谷胱甘肽、降血压肽、促进钙吸收肽、
易消化吸收肽和免疫球蛋白等。

(8)乳酸菌：特别是双歧杆菌等。

(9)其他活性物质：如二十八烷醇、黄酮类化合物，多酚类化
合物和皂苷等。

3.功能性食品在促进健康方面的作用

增强免疫力、抗衰老、调节血脂、调节血糖、调节血压、改
善胃肠道功能(促进消化吸收，调节肠道菌群，润肠通便，保
护胃黏膜)、改善骨质疏松、促进排铅、抗突变、抗肿瘤、抗
疲劳、提高应激能力、清咽润喉、保护化学性肝损伤、减肥、
美容、促进乳汁分泌、改善营养性贫血、改善睡眠、改善性
功能、提高学习记忆力、增进智力、促进生长发育、改善视
力、耐缺氧作用、抗辐射等。

4.市场上常见的功能性食品



自开发功能食品以来，各国各企业热衷研究的课题包括抗衰
老食品、抗肿瘤食品、防痴呆食品、糖尿病患者专用食品、
心血管病患者专用食品、老年护发食品和护肤食品等。

现在国内市场上主要的功能性食品是针对其作用而生产﹑销
售。常见的有补充微量元素、补血、补钙等。

5.目前存在的问题

(1)总体问题

a.产品结构不合理。现有22类功能性保健食品，无论从审批
数还是实际生产情况看，产品结构都很不合理，导致市场竞
争十分激烈。

b.企业分布不平衡。北京等6个沿海省(市)的保健食品企业的
总数约占全国一半，而新疆等西部地区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还不到北京的五分之一，说明我国保健食品企业的地域分布
及资源的开发利用都不合理。

c.科技投入少。，全国保健食品企业全年科研项目的经费支
出仅占销售收入的1.55%;而广告宣传费平均占销售收入
的6.54%，由于科技投入少，所以技术水平高、保健功效好的
新产品就很少。

(2)企业问题

a.保健食品不实宣传问题十分严重：广告用语明显带有功效
性，甚至有的公司篡改的广告中还以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和
组织的名义，为产品的功效做证明，违反了《保健食品广告
审查暂行规定》，误导了消费者。《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
第九条明确规定：食品广告中不得使用医疗机构、医生的名
义或者形象。



b.非法添加违禁物品问题时有发生。添加违禁药品比较突出
的情况包括：在生产调节血糖保健品中加入降糖药;在生产减
肥保健品时添加兴奋类药物;在生产抗疲劳保健品时混入“伟
哥成分”;在生产改善睡眠保健品时添加安定;在生产“增
高”类保健品时掺进激素;在生产免疫调节保健品时添加一些
中枢食欲抑制剂。

c.保健食品企业生产条件较差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d.非法生产经营保健食品的问题率禁不止。

(3)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需尽快加强对生产条件的审批，设立复查制度，对新功能的
审批进行规范，对转让产品进行限制。

(4)消费者的误区

许多消费者把功能性食品当成药品。其实功能性食品不是药
品，其区别主要体现在：

a.药品是用来治病的，而功能性食品不以治疗为目的，它重
在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与生理节律，增强机体的防御功能，
达到保健康复的目的。

b.功能性食品要达到现代毒理学上的基本无毒或无毒水平，
在正常摄入范围内不能带来任何毒副作用。而作为药品，则
允许一定程度的毒副作用存在。

c.功能性食品无需医生处方，没有剂量的限制，可按机体的
正常需求自由摄取。

三、发展功能性食品的措施



中国保健食品市场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高速增长的
国民经济是保健食品业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中居民消
费结构的变化是保健食品发展的特殊机会，因此规范保健食
品市场迫在眉睫。

1.加紧进行保健食品专项整治、力争取得好成果

(1)与工商部门联手整治广告宣传;

(2)开展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自查自纠;

(3)进行保健食品质量抽查;

(4)组织保健食品企业生产条件重新审查。

2.完善保健食品审批工作

(1)利用卫生部网络，征求意见;

(2)审批过程和情况，能上网的尽量上网公开;

(3)建立检验机构“问责”制;

(4)完善毒理和功能评价程序，加强对保健食品功能与功效成
分的研究。

3.尽快出台新版《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1)省级初审内容的调整;

(2)申报单位生产条件的审查;

(3)设保健食品批准证书有效期;

(4)检验机构认定和责任的规定;



(5)必要时对保健食品进行重新审查。

4.促进企业自律和诚信行为

(2)加强行业组织和领导;

(3)政府要规范企业的行为，有法可依，执法要严;

(4)加大科技投入，创造中国名牌;

(5)发展规模经济，打造中国保健食品的“航母”;

5.消费者的注意事项

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食品前一定要查看有无标
志和卫生部注册备案信息，最好上网搜索该商品有无负面的
信息。外包装和说明书所标注的保健功能，要查看是否与广
告宣传的功能一致是否虚增了功能。声称有治疗、辅助治疗、
保健、预防作用需口服的产品，如果是具有治疗或辅助治疗
作用的，应有“药准字”、“药健字”批准文号;具有保健、
预防作用的，应有“卫食准字”的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标签
和说明书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并标明下列内容：
保健作用和适宜人群;食用方法和适宜的食用量;保健食品批
准文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内容。

功能性食品调查报告药店篇五

一、调查时间：

xx年6月15日

二、调查地点：

高升超市



三、调查目的：

现如今，我们已迈入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着。而物质生活充裕了
以后，健康自然便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健康长远意
义上讲并不是说你病了然后予以治疗，而是从平时就开始防
病，可是通过药物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现代人看来显然是极其
不可行的，常言说“是药三分毒”嘛。

我们最容易实施和控制的，我想应该莫过于食疗了。只有平
时注意营养的科学合理搭配，才能吃出健康、吃出漂亮、吃
出长寿。食品业和医学在不断进步着，于是功能性食品便应
运而生了。功能性食品誉为“21世纪的食品”，是当今世界
研究的热点。为了解人们对功能性食品的了解程度，并在社
会上普及功能性食品而做出此次功能性食品调查。

四、调查员：

李阳（食品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0651110509）

五、调查结果：

高升超市内功能性食品上架情况汇总

六、结果分析：

1、高升超市销售的功能性食品大多是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
的，其他作用的功能性食品比例太少，甚至没有。

2、社会上对于功能性食品普遍常识的介绍很少，消费者对其
概念薄弱。

3、中国的功能性食品仍处在不成熟的阶段，存在标识不规范，
没有统一的标准，功能性食品市场也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



规则，虚假、夸大广告问题严重，造成消费群体视听混乱，
判断失误等。

4、保健食品的价格普遍偏高，对于其普及有很重要的影响。

七、综合建议

1、尽快出台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和规范功能性食品生产企
业和产品市场。

2、普及功能性食品的普遍常识，让消费者增强自身保护能力。

3、提高功能性食品成分的稳定性，提高其功效，争取消费者
的信任。

4、降低其成本，使价格降低，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功能性
食品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