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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土美妆多以产品开发领域为切入点，提升研发实力。当销售额达到亿元级别时，本土护肤通常会加大

自建工厂代替代工厂的力度，以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定价能力。

本土品牌是新媒体多渠道投放，但是优先级一般为微信、小红书、抖快、B站、微博、知乎。其中微信

依靠多触点裂变与比较少硬广投入，有较高的ROI；抖快处于快速上升期，并且今年出现了分流淘系平

台的现象，前期需要不断投入预算找达人，多为即时流量。

整体来看，美妆品牌商有更高的毛利率与更高的市场空间。但也不能仅关注赛道而不关注企业本身，有

品牌孵化能力的原料供应商、制造商也成为资本收购的首选对象。短期内可关注功效性护肤与美容工具

赛道，中长期可关注男士美妆赛道。疫情反复、竞争加剧、流量成本升高与品牌渠道单一性是需重视的

投资风险。

美妆作为稳定的可选消费品，品类丰富、有粘性、能提价，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需求端，中青年及

中产扩容促进美妆消费群体基数扩张，美妆需求得以全方位延伸与全流程进阶。供给端，高产能+强研

发的头部代工厂为新锐品牌的崛起与成熟品牌的扩产赋能，同时新媒体平台与内容输出的引流转化能力

提升，给新兴本土产品牌带来成长契机。

功效长效性、交叉功效与高阶需求成为蓝海市场，局部精细化护理与男士美妆是高增长低占比品类。

本土彩妆爆品占比增加，推爆品难度增加；基础品类占多数，但是高阶品类具有高壁垒。销售额TOP50

的爆品中，本土单品占比有明显提高，由2020年的50.0%增长至2021年的56.0%，其中彩妆单品占比

提升。

本土美妆市场规模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本土美妆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未来本土美妆的品牌效应

将不断凸显，预计本土美妆市场规模增速将高于整体美妆。2023年，中国本土美妆市场规模预计约

2527亿元。中高端品牌凭借优质产品与广泛传播的品牌美誉度，本土中高端美妆市场崛起，市场占有率

逐年上升。2020年，本土中高端美妆市场占比达24.8%。

2020年我国本土护肤市场规模与彩妆市场规模分别为1290亿元与286亿元。本土护肤在本土美妆市场

中占主要地位，但未来消费者对彩妆的消费意愿及能力不断增强，彩妆行业增长空间较大。

SMS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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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口径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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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土品牌

品牌属地由其注册地判断，仅含中国大陆，不包含港澳台。同时，本土美妆不包括外资在华企业，也不包括中资企业对外出口的交易规模。

2.     美妆

本报告的美妆，主要分为用于面部护理的护肤品与彩妆（含香水）；不包括个护用品。

3. 数据统计时间：

定量数据时间跨度集中在2016年-2023年，大部分定性内容的时间跨度集中在2010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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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美妆行业发展背景分析 1

中国本土美妆行业发展分析 2

投资基本面与投资赛道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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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妆产品消费的抗周期能力较强
经济增速放缓对美妆消费影响有限，美妆行业增长韧性较强
美妆作为稳定的可选消费品，差异化强、有粘性、能提价，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美妆消费的不利

影响较小。

经济增速放缓下，消费者对低价奢侈品具有偏爱趋势，即“口红效应”：美国、英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妆行业降

低速度慢于GDP；在经济复苏期间，美妆行业增速高于GDP增速。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美妆商品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高于整体商品零售额的当月同比增速，可见美妆品类相较于整体

商品受到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疫情平稳后美妆品类增速强劲，明显高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这进一步验证了美妆

具有较强的增长韧性。

来源： 2007-2020年美妆行业规模增速数据来源于Euromonitor。2007-2019年各国
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GDP增速为GDP不变价同比增速。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其中2月为累计同比，其他月份为同比增速。

2007-2020年美国与英国美妆行业规模增速
与GDP增速对比

2020年2月-2021年6月中国限额以上企业商
品零售总额当月增速对比：整体vs美妆

-40%

-20%

0%

20%

40%

6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 3 4 5 6

中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

中国限额以上企业美妆商品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

2020年 2021年



6©2021.10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1.10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6.1%

5.8%

11.2%

11.7%

7.7%

8.7%

5.3%

4.8%

10.5%

11.3%

7.6%

9.4%

0-9岁

10-19岁

20-34岁

35-49岁

50-59岁

60岁及以

上

2019年中国人口与年龄结构

女性占总人口比例（%） 男性占总人口比例（%）

潜在美妆消费群体规模庞大
中青年及中产扩容促进美妆消费群体基础扩大
中国潜在美妆消费群体规模庞大，为美妆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口基础。

2019年，我国青少年、壮年人口比重较大，这批人群有着较强的美妆消费需求：70后、80后、90后及00后的人群在总人

口中占比达55.3%，且这部分人群男性占比略高于女性人口，男性美妆市场未来开放潜力较大。

与此同时，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平稳持续增加，随着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及其对消费升级的推动，为中高端美妆产品的购买能

力提供了强劲支撑。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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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专家访谈，根据艾瑞统计预测模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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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续释放政策规范利好行业发展
国家出台政策规范行业发展，鼓励化妆品消费
2018年10月，国家药监局单独成立化妆品监管司，积极推进法规规范制修订。新设化妆品监督管理司明确了国家对化妆

品产业的肯定与重视，出台多项政策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同时通过取消对普通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征收消费税等多项政策，

不断鼓励化妆品行业发展。

来源：公开资料，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6-2021年化妆品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序号 颁布时间 政策文件名称 政策要点 主要内容

1 2016年9月
《关于调整化妆品消费税政策的通

知》
取消普通化妆品消费税；下调高档

化妆品消费税
取消对普通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征收消费税，对高档美容化妆品征收的税率由30%

降至15%。

2 2016年12月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
对化妆品合规合法加大监管力度

对化妆品违法违规等监管信息的曝光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公开信息的范围更全面更
透明、公开时限缩短为监管工作完成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建立“跨部门”沟通机

制等。

3 2017年11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

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的通知》
下调化妆品进口关税

以暂定税率方式降低187种消费品进口关税，其中，香水及花露水、唇用、眼用、
香粉、指甲化妆品关税由10%降至5%，其他美容品或化妆品及护肤品由6.5%将至

2%。

4 2018年1月 《化妆品分类规范（征求意见稿）》 对化妆品功能进行细化规范
建立功效宣称、使用部位、剂型、使用人群、安全风险基础上的化妆品分类原则，

对化妆品实行编码原则。

5 2018年11月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

离”改革的通知》
进口非特化妆品从“审批”变为

“备案”，缩短上市时间

自2018年11月10日起，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由现行审批管理和自贸试验区
试点实施备案管理，调整为全国统一备案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再受理进

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申请。

6 2019年3月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
对现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提

出修改要求
将“卫生行政部门”修改为“化妆品监督管理部门”；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经由

审批管理改为备案管理。

7 2019年9月
《关于发布实施化妆品注册和备案

检验工作规范的公告》
规范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工作

取消原有的资格认定和指定，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优化检验工作流程，规范检
验项目要求，提高检验工作效率，为化妆品安全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8 2020年6月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明确各方企业主体责任
明确了化妆品生产者、经营者的责任，化妆品生产者以其名义将产品投放市场，对
产品质量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化妆品经营者应查验进货记录，保存相关凭据并符合

贮存运输要求。

7 2021年2月 《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
规范化妆品注册备案的

各项资料
对化妆品、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和备案的程序、时限和要求进行了明确，细化了注册

人、备案人和境内责任人的责任义务。

8 2021年4月 《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规范》
进一步规范国内化妆品功效宣称

评价工作

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进行特定宣称的化妆品（如宣称适用敏
感皮肤、宣称无泪配方），应当通过人体功效评价试验或消费者使用测试的方式进

行功效宣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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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化妆品与化妆品原料进行分类管理，对高风险原料及产品实行注册管理。进口与
国产普通化妆品实施统一的备案管理。原料报送码具有唯一性，企业备案的时候会
与原料报送码绑定。

2. 由企业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在备案或注册前开展安全评估，并且在产品上市后持续开
展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禁止夸大宣传，规范微量成分标注，同时建立不良反应监
测制度与化妆品退市制度。

3. 规定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为新原料或产品的第一责任人，对化妆品质量安全和功
效宣称负责，企业应当设置质量安全负责人。

4. 扩大监管范围，加大处罚力度：对化妆品零售商、美容美发经营机构等经营者的监
管更严，罚款基数由违法所得调整为货值金额，最高处以货值金额30倍的罚款。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对行业的影响
宽严相济，科学管理，促进良性竞争，鼓励研发创新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20年6月由国务院批准，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主要规则变化有：

1. 按照风险分类管理：高风险严格管理保证安全，低风险简化流程加强事中事后管理；2. 明确企业主体责任：规定注册人、备案人

对化妆品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而非监管部门为其背书；3. 重视产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扩大监管范围，提高违规成本。

《条例》对产业链的影响主要有：1. 提高行业门槛，淘汰不合规企业，利好上游检测行业与代工厂，可能导致头部集中度提高；2. 

鼓励研发创新，打击抄袭造假，夸大宣传；给重视研发管理完善的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加速杂牌出清。

注释：实行注册制的新原料包括 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功能的新原料；其他新原料实行备案制。特殊化妆品包括染发、烫发、祛斑美白、防晒、防脱发以及宣称新功效
的化妆品；特殊化妆品以外的化妆品为普通化妆品。
来源：公开资料，《新法规下化妆品企业对原料管理的思考》，《压实主体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推动中国美丽事业走向新时代》，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1. 鼓励研发创新，鼓励新原料的研发生产，配方与产品未来有更多差异性，
创新收益更受保障。

2. 强化原料商与品牌商的绑定关系， 加强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3. 原料商与生产商准入门槛提高。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需要固定资产与专业人
才投入，初创企业面临更大的生产与管理压力，但是普通功效产品可以通
过文献资料的引述满足对功效科学依据的要求，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研发及
检测机构分担压力，只是成本增加成必然。整体政策利好化妆品检测行业
与化妆品代工厂，利好头部企业集中度提升。

4. “宽进严出”。减少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管理。优化备案程序、方
便产品上市的同时，提高对产品安全性的要求。提升高阶产品差异化壁垒。

5. 积极应对条例且管理完善的企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具备新原料与
优质功效的新品牌可以获得更快的成长。加速出清三无品牌与无核心产品
优势的小品牌。

6. 打击违法宣称和虚假宣称的乱象，化妆品成分添加将无漏洞可钻。制假售
假、非法添加、虚假与夸大宣传等行为的企业将受到严厉处罚。

高风险新原料

新原料

其它新原料

已使用原料

特殊化妆品

普通化妆品

原料

化妆品

注册管理（严）

备案管理（宽）

注册管理（严）

备案管理（宽）
3

年
监
测目录管理（宽）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主要内容与主要影响

主要规则 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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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8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