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营者专业水平成为化妆品集散市场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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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

对化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被称为“美

丽经济”的化妆品产业发展迅速，整体

规模也随着产品品种的逐渐丰富及销量

的节节攀升而不断扩大。一些以批发为

主，面对中高档消费人群的化妆品集散

市场应运而生，并于近年来开始大量涌

现。化妆品从生产、流通到消费、使用

等各环节存在的问题，也正在逐渐积压

并挤占正规的化妆品市场，并逐渐开始

在化妆品集散市场得以体现和演化。

作为监管部门，由于化妆品集散市

场处于的特殊位置和具有的特殊情况，

使得化妆品在监管中不断遇到亟待解决

的突出问题。因此，探究化妆品集散市

场的监管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北

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石景山分局通过创

新监管理念，摸索监管机制，初步形成

了一套比较有针对性的监管方法，但在

化妆品监管工作中的一些客观问题，还

是时常阻碍着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1石景山区化妆品集散市场经营企业现

状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石景山区目前有化

妆品集散市场6个，涉及品种众多，对

区内的化妆品市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针对石景山区集散市场特点，药监石景

山分局采取走进市场现场宣传、召集从

业者座谈、发放市场经营状况调查问卷

等形式，进行有效的基础数据采集和资

料收集并及时了解市场运行状态。

1．1进货渠道单一缺乏质量保障通过座

谈和调查问卷的反馈来看，多数商户的

进货渠道为市内大型批发市场，从厂家

订货和从代理商处订货的企业各只占一

小部分。从E1常监督情况来看，进货渠

道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制约了化妆品集

散市场产品的总体质量，致使一些违规

产品流入市场。这些违规产品又多有重

金属及微生物超标等严重问题，势必对

使用者健康造成危害，也必将对社会安

全稳定带来影响。

1．2索证索票难规范意识淡薄据统计，

集散市场80％的商户经营化妆品时间都

在8年以上，另外20％的商户经营时间

药监执法人员在企业进行化妆品监督检查

也在5年以上，多

年的经验使大部分

经营者在进货时都

会查看产品质量

合格标志、外包

装、生产日期、保

质期等一些基本情

况，但主动索取相

关产品资质和供应

商资质的经营者却

极少。只有两成的

经营者会查验和索

要供应商的相关资

质、授权委托书、

卫生许可批件及检

测报告等资质证明

文件。分析其主要原因，一是选择进货

的供应商本身资质就不全，无法提供相

关资质。二是行业潜规则致使个别供应

商颐指气使，对小本经营户不在意，一

些小商户有苦难言。三是部分经营者对

化妆品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不了解，对

索证索票内容不清楚，致使未索取全相

关资质。四是索证素票与否，一般对销

售量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根本不影响销

量，很多经营者往往就懒得多此一举。

1．3专业知识不够经营者素质不一化

妆品集散市场从业人员文化水平偏低，

普遍对从业相关要求和法律法规的学习

不够，理解不深，对经营产品的索证索

票意识不强，台账混乱，产品审核无标准，

致使产品无法追溯，更难以保证质量合

格。虽然在调查中发现，经营者大多有

7～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从业经历，但是

很少有人系统地学习过化妆品的相关专

业知识，大部分人的从业目的仅仅是为

了生存。他们的化妆品知识多是从代理

商的讲解和产品说明书上获得，也有的

是从各类书籍中，通过自学获取一些化

妆品知识。这些粗浅甚至是错误的化妆

品常识，对于从业者而言远远不够。

1．4安全管理为主专业审核偏弱目前，

市场管理层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经营户

的人身、消防、用水用电等安全管理，

却疏于化妆品商户应遵守的从业要求方

面的管理，没有基本的进货等环节的审

核制度，导致市场伪劣产品泛滥。

2集散市场消费者需求状况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产业面

对着庞大的消费人群，其发展前景空间

巨大。随着时代的变迁，爱美之心及一

些职业要求逐渐引导着化妆品消费市场

走向大繁荣时期。地域人口分布、人均

收入、消费水平、时尚潮流变化以及对

化妆品的认知程度，也在不同程度地影

响着某一区域化妆品集散市场的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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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人们对化妆品的消费状态也在随之 突出问题就是化妆品经营商户的经营许 及进口化妆品相关信息在卫生信息网上

变化。 可证的办理在工商局而不属于药监行政 公布，同时，各省审批的化妆品生产企

2．1物美价廉是购买者主要心理药监石 许可范畴，药监部门只负责日常监管。 业卫生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也在卫生信

景山分局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多数购买者 调研中，部分商户明确表示，不知道药 息网上公布。与之配套的，在市场内接

之所以选择在集散市场购买化妆品，其价 监局负责监督化妆品经营质量，普遍认 入查询设备，消费者购买化妆品后可以

格低廉、产品包装精美且看起来与商超产 为是工商和质监部门的监管职责。这就 第一时间通过化妆品卫生信息沟通平台

品无区别占有很大因素。还有少部分低收 给部分企业形成了一个不了解药监监管 查询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及进口化妆品

入者坦言，使用价格低廉标识为名牌产 职责的概念，对于药监部门工作的有序 相关信息，可以初步了解产品是否有问

品的化妆品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心， 开展造成了困难。因此，建立卫生、工商、 题，让消费者购买到放心产品，也能起

对于产品质量却没有太多考量。 质监等多职能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不仅 到了解化妆品相关知识的作用。

2．2部分人相信所谓的进货渠道在集散 能有效提高执法效力，对规范市场经营 3．7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由于缺

市场经营的商户，大都声称自己所经营 行为也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乏舆论宣传，消费者对化妆品的使用安

的产品是来自于厂家的直接供货，省去 3．3发动百姓力量药监石景山分局于 全知识了解甚少。很多人认为，只要化

了中间环节，因此销售价格较商超更加 2012年上半年分别走访了一些社会机构 妆品不引起明显的皮肤刺激或过敏就是

低廉。大部分消费者对此深信不疑，对 及社区，广泛向群众宣传普及化妆品相 安全的。殊不知，皮肤刺激或过敏只是

产品质量更是极为放心，从不深究，尤 关知识。从这个角度讲，发动社会力量， 显形的损害，更多的损害则表现为隐形

其是在反复购买使用，对产品有了一定 提高群众对产品质量鉴别知识的知晓率 的，包括致畸、致癌性等。一些含汞的

认可度后，这部分消费人群就会由初次 也是杜绝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社会危害的 祛斑类化妆品生产企业，正是利用汞中

购买者逐渐转为化妆品集散市场的固定 一个很好的方法，只要百姓都能做到自 毒的隐蔽性，大肆宣传祛斑类化妆品的

购买者。 觉抵制，这些不合格产品也必将因没有 高效无毒，蒙骗急于求成又爱美的女性

2．3国产品牌化妆品占大部分市场份额 生存空间而逐渐被逼出市场。 消费者。相关部门应利用电视、广播、

在对石景山区的几大集散市场调研过程 3．4发动保化信息员力量该分局分别从 报纸、网络等主流媒体，及时进行卫生

中发现，商户多经营国内品牌，如相宜 各化妆品经营单位聘请了一名质管部人 监督公告，曝光不合格化妆品，同时应

本草、雅芳等，各品牌也多以美白类、 员作为保化信息员，发挥这些人的力量 进行经常性的卫生知识科普宣传，让消

基础护肤类和彩妆类产品为主打，且消 进行市场监督，为净化市场环境起到良 费者能够了解伪劣化妆品对人体危害的

费者多为至少购买了两次产品以上的“常 好的促进作用。 严重性，理智地选择合格产品，保护自

客”。究其原因，主要因顾客对国产化妆 3．5完善法规建设完善化妆品的标志、 身健康。

品的认可程度比较高，认为国产化妆品 标签、说明书的法规建设，进一步加强 总而言之，消费者在选择化妆品时，

更适合东方人肌肤特点，产品稳定性高， 化妆品的标识和产品信息的管理。化妆 在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最好能

这一部分国产化妆品的购买人群规模也 品的标识和产品信息是消费者获得产品 到正规的商场和专卖店去选购。其次，

相对固定。因此，经营国产化妆品在集 知情权的必要途径，随着化妆品消费市 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产品，不应只认

散市场的经营范围中占有很大比重。 场的不断丰富，化妆品的新品种、新类 品牌，盲目选择。而监管部门对化妆品

3针对集散市场的监管工作探析 别也层出不穷，致使现在国内市场经营 集散市场的监管也需要坚持长期持续的

3．1加大宣传培训力度通过对化妆品卫 的化妆品的标识和产品信息五花八门， 有效监管，并不断探索监管新思路、新

生知识、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的宣讲， 非但少有。警告”及标注安全使用指南， 方法，从而不断促进化妆品集散市场真

以及经常性和定期的专项化妆品卫生检 指导消费者正确和安全地使用化妆品更 正向物美价廉、品质可靠的市场环境发

查，将检查结果通过各种新闻媒体给予 是无从谈起。完善化妆品的标识、标签、 展。网
传播，开展化妆品卫生知识宣传，提高 说明书的法规建设，规范化妆品的标识 (作者单位为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广大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化妆品的识别能 和产品信息，使消费者通过产品的标识 石景山分局)

力；定期组织化妆品销售人员学习化妆 获知包括产品成分在内的各种必要的产

品卫生知识和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 品信息的权利，也是以切实保证化妆品

提高经营者的守法意识。 产品安全的重要举措。 北京市药监局保健品化妆品蝌{里处
3．2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由于监管职责 3．6建立化妆品卫生信息沟通平台通过 北京下保健品化妆品技术审评中心

交叉所限，多部门监管，导致药监部门 建立化妆品卫生信息沟通平台，及时将 “咱郡医约))杂志社 会玻

在监管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其中一个 国家卫生部审批的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

首都医药加13年3月(上)59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