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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侧重阐述了采用新型肉类和乳制品替代物（尤其是新型植物性、发酵衍生和培养型
产品）对环境、健康、社会和动物福利的潜在影响。由跨学科专家组建的小组评估了现有
证据，审视这些替代物相比传统动物源性食品造成的影响，为参与监管、投资或以其他方
式为新型肉类和乳制品提供扶持的决策者明确了相关的考量因素，并凸显出研究空白。

报告并未深入探讨相比减少当前肉类和乳制品行业负面影响的其他策略，开发和转向新
型替代物有何优劣，此类策略包括：用更传统的素食和纯素产品（如豆腐、豆豉）代替肉类
和乳制品，将昆虫开发为人类食物和动物饲料的来源，促进粗放型和具有再生能力的畜牧
业发展，通过定价（如肉类税）或直接干预减少动物排放（如使用饲料添加剂）来减少肉类
和乳制品需求。报告亦未涉及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或（其他）野生动物的肉类。

1.  
引言

5.  
结论

2.  
动物源性食品对环境、人类健
康、社会经济动态和动物福利
产生重大影响

3.  
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正在开发当
中，以提供动物源性食品的替
代物

4.  
政策和监管环境会显著影响替
代物的未来走向

图1.报告范围

重要发现
• 在全球范围内，粮食系统排放量约占目前导致气候变化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30%。

动物产品（包括动物排放、饲料、土地利用变化和能源密集型全球供应链）排放占粮食
相关排放量的近60%，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4.5%至20%。

• 在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与过度消费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中高等收入国家/地区，动物
源性食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造成了诸多影响。总体而言，生产与消费会显著加剧气
候变化、空气和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土壤退化。

• 尽管动物源性食品是重要的营养来源，但大量摄入红肉和加工肉类会加剧非传染性
疾病的患病风险。动物源性食品生产也牵涉到公共卫生风险，如人畜共患病、抗维生
物药物耐药性以及动物福利问题。

• 新型植物肉、培养肉和发酵衍生食品有助于减轻多种传统动物源性食品生产带来的
环境影响。这些替代食品同样有望降低人畜共患病和抗维生物药物耐药性风险，还可
显著减少传统畜牧业涉及的动物福利问题。

• 新型动物源性食品替代物的潜在社会经济和营养意义尚待进一步研究。决策者亦可
采取措施，保障粮食安全、就业、生计、社会和性别平等以及文化，从而帮助最大限度
地实现有益结果。

• 对这些新型替代物的接受程度或将取决于成本、口味、社会和文化接受度以及监管。

• 为探索和支持新型替代物发挥潜力，各国政府面临着许多政策选择，包括扶持（开放获
取式）研究和商业化以及公正的过渡政策。

• 在向更加可持续、更健康、对动物危害更小的粮食系统转变的过程中，新型动物源性
食品替代物若能获得妥善的监管机制和治理手段的扶持，就可发挥重要作用（可能存
在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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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动物源性食品为许多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是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素的
重要来源。尤其是在粮食不安全的情况下，动物源性食品对许多人口群
体和文化都具有特殊意义。与此同时，多项研究普遍发现，大量摄入红
肉和加工肉类与肥胖、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加剧存在关联。过去几
十年来，动物源性食品（包括牛肉、猪肉、羊肉、家禽和乳制品）的全球生
产和消费量大幅增加。鉴于人口增长、收入上涨和政府普遍推行扶持政
策等因素，各地区差异明显。根据人口和人均肉类消费量的预计增长，到
2050年，全球肉类消费量预计将较当前水平增长50%或以上（各地区差
异明显）。

据估计，包括动物饲料生产在内的畜牧业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
14.5%至20%，大大加剧了人为气候变化，造成大范围的空气和水污
染，土壤结构和养分损失，以及陆地、淡水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丧失。此
外，一些畜牧生产系统与人畜共患病风险增加有关，也与抗维生物药物
耐药性上升存在关联。每年饲养和屠宰的有知觉动物数以百亿计，这也
牵涉到动物福利问题。

为解决畜牧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若干方法陆续问世，其可行性和影响
力各不相同。这些举措包括：投资建设规模较小、粗放型或具有再生能
力的畜牧场；以直接干预手段减少畜牧业排放（如使用饲料添加剂）；提
倡减少肉类消费，倾向于豆类、扁豆等全植物源蛋白质；以及利用税收
或其他政策杠杆，抑制动物产品消费。迄今为止，此类干预措施力度有
限，未能在亟需此类变革的地区和人群中以必要的规模或速度取得预
期效果。

近年来，吸引决策者和投资者目光的另一条道路是推进开发新型替代
物，如新型植物性、发酵衍生或培养型动物源性产品。这些产品的感官
特征（即外观、味道、气味和质地）与传统动物源性食品相似，甚至难以
区分。这些替代物包括：

• 新型植物性产品，由植物蛋白（通常来自大豆或豌豆）与脂肪、维生素、
矿物质和水制成，接近肉类的感官特征。

• 培养肉，由生物反应器内培养的动物细胞制成的真肉。

• 发酵衍生产品，包括：
• 生物质发酵衍生产品，一种富含蛋白质的食品，利用微生物的快速

生长制造而成，而微生物本身就是食品的主要成分；以及
• 精密发酵衍生产品，利用微生物来生产某些成分，包括特定蛋白质、

风味、维生素和脂肪，再将其添加至最终食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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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型肉类替代物行业的增长预测存在较大差异。预计到2040年，新型
肉类替代物在肉类消费总量中占据的份额介于4%至60%之间，而各类
替代物所占市场份额的预测结果也各不相同。这说明在行业发展的早
期阶段，对接受度的预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这些食品仍需取得重大
技术进步，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在口味和价格层面上与传统动物
源性食品竞争。

新型动物源性食品替代物难以接受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评估，原因
在于数据稀缺，业内部分组成环节尚未实现规模化运营，但预计会有进
一步发展。然而，与许多传统动物产品相比，新型动物源性食品替代物
已展现出减轻环境影响的巨大潜力。从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来看，本报
告中提及的新型替代物与排放量特别高的牛肉相比，优势尤其显著。尽
管如此，一些新型产品（包括培养肉在内）在生产过程中可能需要大量
能源。因此，充分发挥其减排潜力取决于是否使用低碳能源。

随着新型动物源性食品替代物的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来全面
评估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传统植物性食品、新型动物源性食品替代物
均与降低人畜共患病风险和抗维生物药物耐药性存在关联。在饮食方
式中以尽量无加工的植物性食品为主，通常与降低过早死亡和非传染
性疾病的风险存在关联。新型植物性产品尽管存在提高营养品质的机
会，但目前往往加工度高，含盐量高。使用发酵或动物细胞培养的动物
源性食品替代物对健康的影响暂时证据有限。

新型动物源性食品替代物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尽
管如此，对于新型替代物的高接受度显然会瓦解现有粮食系统，对不同
的利益攸关方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决策者可以采取措施，保障粮食
安全、就业、生计、社会和性别平等以及文化，从而促进最大限度地实现
有益结果。

动物源性食物替代物（包括本报告探讨的新型替代物）有望大大减轻粮
食系统内的动物遭受的伤害。 植物性和发酵型替代物的生产可以避免
使用动物。培养肉仍然涉及使用动物来获取干细胞（通过活检），在某些
情况下会用到动物血清（用于生长培养基）。然而，生产培养肉所需的动
物数量将大大减少，业内企业正在努力停用动物血清，现已取得一些经
过印证的成果。

随着各国政府不断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与政策工具，新型动物源性食
品替代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正在迅速发展。包括巴西、中国、欧盟、印
度、以色列、新加坡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投资生产新型动物源性
食品替代物。澳大利亚、巴西、丹麦等国推行生产者激励措施，为能源和
市场发展提供免税、补贴和扶持，而中国、印度、荷兰等国也在大力投入
研究、人力资源和课程开发，推广这一新兴部门的可持续实践。与此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在2023年批准了一项法案草案，禁止生产、进
出口实验室培育的食品，包括培养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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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新型替代物并推进其商业可行性的手段包括为研究（特别是
开源研究）和商业化提供资金。政府亦可制定监管和审批框架，以透明
精简的方式保障粮食安全。

从不可持续的传统动物源性食品生产和消费形式转向新型替代物会带
来种种不确定性。通过积极主动的政策制定，政府决策可以促进公正可
持续的过渡，从而增进环境、社会和健康方面的效益。政府可以考虑减
少和（或）重新分配对工业化畜牧业的现有补贴或其他扶持形式，以确
保食品价格体现出相关的健康和环境成本。

国际合作（包括通过联合研究、制定和协调标准以及国际支持）也可以
促进新型替代物以及满足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需求的其他方法得到采
用。 

总体而言，在向更可持续、更健康、对动物危害更小的粮食系统转变的
过程中，新型动物源性食品替代物若能获得妥善的监管机制和治理手
段的扶持，将有望发挥重要作用（可能存在地区差异）。为确保取得积极
成果，需要制定公平的循证政策。随着这些技术的影响，及其与其他环
境、健康和社会体系的相互作用逐步显化，更多的研究亟待开展，尤其
是开源研究。围绕新型食品技术的环境、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开展更
多的独立评估，更加深入地了解哪些政策在监管和/或推广这些技术方
面最有助力，在哪些地理、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背景下部署最为得宜，这
些都将有益于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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