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2025年年22月月171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

2025年2月17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卓賢文 匯 專 題A9

跟不上內地消費趨勢 外資大品牌撤退

內地美妝業內地美妝業船小好掉頭船小好掉頭

受經濟下行影響，

消費者確實有一定

的消費降級。

低端產品現在是賣

得最好的，不過兩

極分化也很明顯。

我們的目標是更精緻

化的高端市場，品牌

也需要形象升級。

穗千億美妝產業 政策科技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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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國貨美妝品牌紛紛謀求拓展海外、布局技
術研發、調整產品結構、品牌升級等，在波動中尋找機會。

資料圖片

●化妝品行業是折射經濟發展狀況的一個切
面。圖為國際買家在廣州國際美妝周了解中
國產品。 記者李紫妍 攝

●逸仙電商表示，「護膚效果」正超越「色
彩」成為購買驅動力。圖為完美日記生產線。

受訪者供圖

瞄準東南亞掘金瞄準東南亞掘金

廣州幾家美妝個護企業的體感，道出

了中國美妝行業正在經歷的現實。當下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作為全球化妝品第

二大消費市場的中國美妝市場也備受影響。被喻為「全國美妝品第

一城」的廣州，產業鏈上的大小企業大部分為民營企業，面對化妝

品零售消費下跌、海外品牌頻頻撤退、國貨美妝內卷競爭加劇等情

況，在當下發揮民企船小好掉頭的優勢，紛紛謀求拓展海外、布局

技術研發、調整產品結構、品牌升級等，在波動中尋找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廣州報道

消費力下降 貴價貨滯銷 大品牌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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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內地化妝品消費正在加速下
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

1 月至 11 月內地化妝品總零售額為
4,015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
滑1.3%；其中，11月份化妝品零售額
為434億元，同比下滑26.4%，為年度
最大跌幅，也是近五年所有月度數據
的最大跌幅。面對行業寒冬，廣州大
小化妝品企業正努力謀出路，其中一
個就是「出海」。

細分賽道 研發融入日韓技術
廣東詩妃
化妝品有限
公司開發海
外市場已有
18年之久，
相關產品已
推廣至全球
80多個國家
和地區。其
董事長張申
俊表示，作
為化妝品企

業，他們首先精耕細分賽道如脫毛、
去黑頭等進行全球推廣，再將美妝全
品類帶入國際市場；在產品的研發時
不僅與內地多所高校、研究院緊密合
作，也接觸了日韓技術力量作為補
充，並通過參與全球範圍的多種展會
接觸客戶，進行全面推廣以開拓市
場。此外，企業也響應廣州化妝品產
業升級轉型的趨勢，進行了知識化、
數字化、綠色化和國際化轉型，提升
企業軟實力和競爭力。
實際上，大量品牌和企業都在近年
力布局海外市場，其中東南亞地區
由於地緣、文化等優勢，成為普遍的
首選站。據《2024中國美妝行業白皮
書》調研結果顯示，除了新加坡以
外，東南亞其餘國家的市場處在以價
換量階段，行業均價遠低於發達國
家，且當地市場都處於起步階段，尚
未發展起本土具有影響力的大品牌，
因此成為國貨美妝的熱門掘金地。

東南亞生產水平未及內地
「比如彩妝這塊，其實東南亞很依

賴我們中國的彩妝產業，因為他們自
己本土還沒辦法生產這麼好的產
品，」膜法世家海外跨境負責人馬先
生介紹，他們做出海業務已有五六
年，經歷了海外市場的諸多起伏，早
期主要做印尼和菲律賓市場，後來受
到當地政府一些保護本土產業政策的
影響逐漸撤出，「現在它只允許中國
賣家在當地本土化生產、售賣，不允
許跨境發貨等做法，所以現在我們轉
移到越南和馬來西亞這塊。」
阿道夫集團國際貿易客戶經理覃小

姐表示，作為內地的頭部品牌，阿道
夫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也具有相當的
優勢，「競爭對手和在內地差不多，
基本都是寶潔、聯合利華等國際巨
頭。」雖然開展海外業務也受到國際
局勢和經濟環境的影響，例如由於戰
事原因，公司的俄羅斯業務面臨較嚴
峻的收付款問題，但覃小姐表示集團
的海外業務仍將持續拓展，並考慮開
拓中東、迪拜等市場。
「出海是一個很重要的轉向，我想

香港的經驗可以在協助內地廠商方面

發揮一些作用。」香港化妝品同業協
會監事長及首席執行顧問何紹忠早前
在第二屆廣州國際美妝周表示，希望
與更多優質的內地品牌廠商對接，合
作開發市場。

冀港澳發揮橋樑角色助出海
「其實我們很想利用港澳的優勢，

比如香港的轉口貿易，我們也有很多
採購商及國外客戶在香港設點跟我們
對接。未來我們自己甚至可以在香港
設立公司，把銷售點往前移，更加容
易去接觸到客戶。」作為扎根大灣區
發展的企業，張申俊認為，港澳區位
優勢在中國本土美妝企業出海中可以
發揮獨特作用，香港的區位優勢給廣
州公司與國外客戶對接帶來了很多方
便。廣東工業大學化工系教授、中國
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化妝品分會會
長郭清泉也認為，在廣東企業出海的
過程中，香港、澳門可發揮「橋頭
堡」的重要作用，搭建內地與國際交
流的橋樑，對外推廣中國的優質產
品。

廣州是內地美妝產業的重要縮
影，多家當地企業的相關業務負
責人都表示，近年消費者消費降
級現象明顯，低端線產品往往賣
得更好。同時，人們的消費習慣
也更趨理性，隨對整體健康的
關注延展到美妝領域，消費者比
起大牌效應會更注重產品本身的
功效、成分等。擁有知名彩妝品
牌完美日記的廣州逸仙電商表
示，尤其是唇部彩妝上，「護膚
效果」正超越「色彩」，成為唇
部彩妝最強購買驅動力，包括口
紅品類在內的彩妝創新趨勢正由
色彩主導逐漸過渡到「色彩+護
膚+功效」的疊加。

中檔產品現在無市場
面膜品牌膜法世家的線上分銷
（國內）業務負責人翁小姐介
紹，如今消費者的兩極分化趨勢
明顯，以面膜市場為例，以前補
水提亮或者收毛孔這類基礎型面
膜就足夠用，但現在消費者更多
偏好具有醫美功能的功效性面
膜，如抗氧化、抗初老、提拉緊
緻等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中
等的東西現在沒有市場，（消費
者）要麼就是降級買低端產品，
要麼是為了想要的效果，不管有
多貴都願意花這個錢。」

個性化需求成趨勢
「滋源」是廣州環亞化妝品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深耕頭皮護理的
品牌，其市場部媒介策劃總監鍾河清介
紹，從市場份額講，賣得最好的仍是低
端線產品和控油蓬鬆等基礎產品。不過
同時，消費者越來越精緻化、個性化的
需求帶動了「洗護產品美妝化」的趨
勢，人們像愛護皮膚一樣護理頭皮環
境，洗、護、養、潤一步不落，相應的
產品開發也就越發細緻多元，防脫去
屑、頭皮微生態等功效產品都是其正在
推出或布局的品線。
雖然便宜大碗的低端產品更受市場歡
迎，但品牌們紛紛透露正積極布局高端
品線。鍾河清表示，每一個時代都有流
量口，品牌和企業必須緊跟消費者的新
趨勢，挖掘對其有用的觸點，由此進行
品牌建設和轉化。處在消費降級的寒
冬，更要力鎖定高端客戶群體，這不
僅是當前國貨品牌形象升級的重要做
法，更是在等待寒意過去後的新風口。

受全球局勢和國產美妝崛起等內外
環境影響，一大批外資品牌相繼在中
國市場閉店退場。僅2024年，LVMH
集團、韓國LG生活健康、資生堂、
花王集團、高絲集團等美妝巨頭旗下
均有品牌宣布閉店的消息，至今年開
年，這股寒潮仍未停止，一次性關停
兩大平台旗艦店的蜜絲佛陀更是2005
年就首次進入中國市場，是最早進入
中國市場的外資品牌之一，但仍遭遇

了遲來的「水土不服」。

國際美妝品牌定價偏高
行業認為，這反映出外資品牌們沒
有適應中國市場的巨大變化，無法俘
獲當前的主流消費群體，以致於不得
不退出競爭，「當前內地經濟形勢不
佳，消費者消費能力下降，而國際美
妝品牌定價偏高，導致銷量下滑。相
較而言，不少國貨品牌定位適中，迎

合了年輕人趨勢，這也導致部分海外
品牌讓出市場份額。」不過，外資品
牌遇冷並非只在中國市場，全球經濟
政治環境導致國際市場也有動盪，如
「純淨美妝鼻祖」品牌 The Body
Shop於1月稱將全面關閉其在巴西的
業務，而去年其已陸續關閉了法國、
美國、比利時等國的子公司。
而另一邊，國貨美妝在爆發式發展

後也進入白熱化競爭階段。據了解，

這波美妝企業破產潮主要集中發生在
長三角、珠三角等化妝品產業密集的
地區，以中小型企業居多，但也有資
金雄厚的大公司。

破產潮蔓延產業鏈
破產的企業還涉及上游的生產、包

材、原料商和下游的銷售和批發零售
商，如聯合利華、歐萊雅、雅詩蘭黛
包材商萬臣塑料製品（上海）有限公司
的倒閉、美妝新零售品牌「PRAYTY
樸荔」的破產等，波及整個產業鏈。

消費追求性價比「口紅效應」失靈
經濟學上有個著名概念叫做「口紅

效應」，是指在經濟蕭條時期，口紅

反而會賣得好，也被叫做「低價產品

偏愛趨勢」。反映人們在經濟不景氣

時，對非必需品既有強烈消費慾望卻

又無法維持原有消費水平，便轉而購

買低價的非必需品，帶動相關產品的

銷量上升的趨勢，美妝產業也由此成

為折射經濟發展狀況一個特別切面。

近年來，內地的美妝個護品牌在電

商大促中的銷量下降、全國化妝品零

售額暴跌、化妝品進口額下滑等消息

頻現，人們的質疑也越來越響：口紅

效應如今還靈嗎？

平價國貨最暢銷
「口紅效應」實際上是一種由補償

心理驅動的低價平替消費趨勢，而細

看內地化妝品市場近年的動態，從社

交媒體平台上人們紛紛求好價「平

替」、到平價產品成各大購物節「銷

冠」等所見，人們不是不買了，只是

更追求性價比了。

例如在早前的雙十二大促

中，國貨品牌珀萊雅在天貓、抖

音、京東等平台均位列美妝類目的

第一位，可復美、優時顏等品牌也增

長明顯，可見人們從追求高溢價的

「貴婦品牌」、國際大牌，到偏好

「平價大碗」的國貨替代，美妝個護

領域吹起平替之風。當購買產品的單

價大幅降低，在總體數據上就表現為

消費總金額的下降，而實際上人們仍

然是在選擇更低價的非必需品。

消費者在化妝品領域的消費一

降再降，也體現了當前社會整體消

費的情況和趨勢。這波消費降級深

深滲透了以往消費力強勁的女性群體

和發達城市消費者，說明極度疲軟的

社會消費亟待有效的刺激。美妝產業

無法脫離宏觀經濟走出獨立行情，不

僅行業內的品牌、企業、生產商需要

找準增長點進行差異化發展，也更需

要從改善居民收入、提振消費信心的

宏觀面着力，推動經濟正循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紫妍

廣州是中國乃至全球重要的美妝產
品生產基地和創新高地，有近2,000家
化妝品生產企業，佔全國三成、全省
超半數；年產值超過千億元（人民
幣，下同），居全國首位；每年有近
40萬種廣州化妝品在內地流通，超全
國總量的一半……廣州的千億美妝產
業集群背後，既是本土企業強化研發
創新，科技賦能「智造」升級的結
果，也離不開當地政策扶持、營商環
境的影響。

加大科技創新投入
據廣州市市場監管局發布的《2024
廣州化妝品產業白皮書》稱，化妝品
產業與生物科技、信息技術深度融
合，正在深度轉型。廣州將錨定「國
際美灣」發展目標，在創新研發、生
產智造、人才引進、品牌出海等方面
奮力實現新突破，推動化妝品產業不
斷提質升級。
一方面，廣州將深化「放管服」改

革，簡化審批流程，降低企業運營成
本，吸引更多國內外優質企業落戶；
另一方面，將加大對化妝品產業科技
創新的投入，支持關鍵技術研發和新
產品開發，推動產業升級換代，提升
整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還將
積極構建更加開放的市場體系，鼓勵
跨境電商、海外倉等新業態發展，助
力廣州化妝品品牌走向世界。
同時，廣州化妝品企業「出海」步

伐也不斷加快。據廣州海關資料，廣

州目前已成為全國美妝洗護用品第一
大出口城市，去年出口近100億元，
增長32.1%。

70%廣州化妝品企業出海
《2024廣州化妝品產業白皮書》顯
示，70%的廣州化妝品頭部企業樣本
都有出海業務，其中，東南亞市場最
受企業青睞，佔比約94%，其次是歐
洲、中東、北美等市場，通過設立生
產基地、分公司、開拓市場等，將具
有嶺南特色、中國韻味、國際氣派的
時尚精品推廣到海內外消費者中。

企業數量：截至2024年11月底，廣州市有1,841家化妝

品生產企業，佔廣東省總量約56%、佔全國總量約31%。

美妝產值：廣州市化妝品產業年產值超過1,000億元人民

幣，佔比超過全省70%，位居全國首位。

產品流通：廣州市擁有全國最大化妝品交易集散地，每年

近40萬種化妝品在全國範圍內流通，超過全國總量一半。

出海出口：廣州市目前為全國美妝洗護用品第一大出口城

市，2024年出口近10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2.1%；七
成廣州化妝品頭部企業樣本都有出海業務。其中，東南亞市
場佔比約94%。

數據來源：《2024廣州化妝品產業白皮書》、廣州海關

「「數數」」看廣州美妝看廣州美妝

●廣東詩妃化妝品董事
長張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