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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网清源为期一年，化妆品监管进一步加强 
 
行业观点 

 近期，国家药监局印发《关于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的
通知》，计划自 21 年 10 月起至 22 年 10 月，就注册备案、功效宣称、质量
安全三方面不合要求的化妆品分阶段进行全面清理整治。 

 21 年来政策频出，开启化妆品监管 2.0 时代。《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21.1.1 开始实施，为 30 年来首次对化妆品监管条例的全面修改，开启化妆
品监管 2.0 时代。5.1《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施行，对化妆品新原料、
新产品注册及备案管理做出明确规定。6.3 颁布《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确
保标签标注内容真实、完整、准确，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化妆品使用
安全，于 22.5.1 起施行。8.6 颁布《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要求
化妆品注册备案人依法建立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履行产品不良反应监
测、风险控制、产品召回等义务，对化妆品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于
22.1.1 起施行。20 下半年至今化妆品监管政策频出，从原料、产品功效及
安全性、标签管理等多方面完善监管举措。 

 三次净网清源行动从自查、督促、引导到全面专项检查，时间跨度更长、要
求更细化。19.4.30 国药监局首次发布“净网清源”行动，执行时间为 5-8

月，要求引导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化妆品网络销售者开展自查工作；20
年 10-12 月为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相较 19 年新增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的培训引导，工作措施上仍以自查监督为主；此次专项行动从 21.10 至
22.10，时长一年、分三阶段施行，新增 22 年 3-9 月全面专项检查阶段、
22 年 10 月工作总结阶段、前期自查整改阶段时间也更长。监管要求立足新
规，对注册备案、标签标识、功效宣称、质量安全都有了明确规定。以刷酸
类、干细胞化妆品、儿童化妆品、祛斑美白化妆品为重点，新增备案要求。 

 新规后检查频次增加、项目细化，处罚力度加大、违规案例减少。 

 化妆品抽查：国家层面检查项目增加，违规案例减少，新规以来新增对
注册备案的检查，20 年发生频次较高的标签标识问题、假冒化妆品问
题数量大幅减少，菌落超标、禁用原料/成分超标问题也有显著改善；地
方层面，重点省份抽查频次数增、问题率降，化妆品生产经营第一大省
广东 21 年截至 10 月共涉 8 次、2982批次产品抽查，查出问题 85 例、
问题率 3%，较 20 年涉及批次+11%，问题率-2PCT；其他重点省份
中，青海问题率下降；安徽、甘肃、四川抽查次数/批次增加。 

 企业飞检：21 年新规来，查出问题企业数量减少、系统内注册备案数
量明显减少，预计已出清部分不合规产能；处罚力度上，罚款金额由原
来的 3-5 倍违法所得提升至最高 30 倍，对于特别严重情形，除吊销许
可外，新增 10 年内不得备案/许可的限制、新增对企业负责人的处罚，
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大大提高了违法成本。 

投资建议 
 一系列新规的出台显示国家加强化妆品监管的决心，本次“净网清源”有望

加速不合格品牌出清，市场份额将向头部品牌集中，建议关注优质品牌商贝
泰妮、珀莱雅、鲁商发展、上海家化，及具研发特定功效实力头部代工厂。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企业响应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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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 月 11日，国家药监局印发《关于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
源”专项行动的通知》，计划自 21 年 10 月起至 22 年 10 月止的一年时间里，
就注册备案、功效宣称、质量安全三方面不合要求的化妆品分阶段进行全面清
理整治，具体来看：1）清理整治未经注册或未备案的化妆品：未经注册或未备
案、冒用他人注册证、已要求停止经营的化妆品。2）清理整治标签违法宣称的
化妆品：包括标签内容与注册或备案资料不一致、虚假或引人误解、明示暗示
医疗作用，以及违法宣称药妆、干细胞、刷酸、医学护肤品等。3）清理整治存
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化妆品：包括非法添加、使用禁用原料生产、超范围或超限
量使用限用组分生产的化妆品等，并以儿童化妆品、祛斑美白类化妆品等为重
点。 

此次行动为 20 年 10 月-12 月全国范围内“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
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新一轮行动。第一阶段工作重点为组织化妆品
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全面自查。21 年 1 月 1 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
行之后的第二阶段行动要点，则是全面清理整治不合要求的化妆品。此次行动
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21.10-22.2 为自查及整改阶段；第二阶段 22.3-22.9
进行全面专项检查，第三阶段总结汇报，将一直持续至 22 年 10 月结束。 

1、三次净网清源行动：从宣传引导、自查督促到全面专项检查 

21 年来政策频出，开启化妆品监管 2.0 时代。20 年 7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自 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鼓励行业创新的同时加强风险管理、生产经营管理，加大违法行为惩处力度，
为 30 年来首次对化妆品监管条例的全面修改，开启化妆品监管 2.0 时代。20
年 5 月 1 日《化妆品注册备案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对化妆品新原料、新产品
注册及备案管理做出明确规定。6 月 3 日颁布《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确保标
签标注内容真实、完整、准确，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化妆品使用安全，
并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8 月 6 日颁布《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要求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依法建立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履行产品不良反
应监测、风险控制、产品召回等义务，对化妆品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
此办法将于 22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20 下半年至今化妆品监管政策频出，从
原料、产品功效及安全性、标签管理等多方面完善监管举措，旨在保障化妆品
行业健康发展、维护消费者权益。 

此次专项行动时间跨度更长、要求更细化明确、并首次将实行全面专项检
查。19 年 4月 30 日国药监局首次发布“净网清源”工作通知，执行时间为 19
年 5 至 8 月，工作措施为引导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化妆品网络销售者开展自
查工作，重点在于宣传与引导；20 年 10-12 月为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相较 19
年新增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培训引导，工作措施上仍以自查监督为主；
此次专项行动从 21 年 10 月至 22 年 10 月，跨度长达一年、分三阶段施行，新
增 22年 3 月至 9 月的全面专项检查阶段、22年 10 月的工作总结阶段、前期自
查整改阶段时间也更长，可理解为 21 年 1 月 1 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正
式施行后，国家层面对新规切实落到执行上。 

监管要求上，立足新规，对注册备案、标签标识、功效宣称、质量安全都
有了明确规定。具体来看：1）功效宣称方面，新增对刷酸类产品、干细胞化
妆品的界定；2）成分添加和质量安全方面，新增儿童化妆品、祛斑美白类化
妆品为重点检查对象；3）《化妆品注册备管理办法》于 5 月 1 日正式施行，对
注册备案的要求也被纳入检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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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化妆品监管政策文件梳理 

文件  发布 /施行时间  核心内容  

《关于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

源”风险排查处臵工作的通知》 

19.4.30 

（19.5-19.8） 

1、排查清理违法产品：包括非法添加禁用物质化妆品、假冒化妆

品、无证生产的化妆品、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未经

备案的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经国家药监局或者省级药监局公告或者

通告不符合国家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化妆品、国家药监局或者省级药
监局通知暂停或者停止销售的化妆品、违法宣称药妆、EGF（表皮

生长因子）、干细胞等的化妆品等。 

2、排查清理违法产品信息：1）违法宣称功效信息，包括药妆、

EGF（表皮生长因子）、干细胞、细胞提取液、胎盘提取液等；2）

严格区分出消毒产品、保健食品、非化妆产品冒充化妆品等；3）明
示或暗示具有医疗作用；4）引人误解或者混淆的企业名称或者商标

等。 

3、排查清理企业及产品虚假资质信息：包括已吊销、冒用其他企

业生产许可证、超过有效期未办理延续的企业资质信息，已撤销、
冒用其他产品注册或者备案信息、超过有效期未办理延续的产品资

质信息。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20.6.29 

（21.1.1 正式施行） 

30 年来首次全面修改，鼓励行业创新，实施风险管理，加强生产经

营全过程管理，加大违法行为惩处力度 

《关于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

源”专项行动第一阶段工作的通知》 

20.9.28 

（行动时间 20.10-12） 

1、全面自查清理违法化妆品：包括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

的化妆品、假冒化妆品、无证生产的化妆品、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

殊用途化妆品、未经备案的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国家药监局或者省

级药监局通知暂停或者停止销售的化妆品、违法宣称“药妆”或者
医学护肤品等的化妆品等。 

2、引导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依法履行义务：通过新法规培训，引
导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依法建立并执行化妆品进货查验记录等制

度，按照化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存、运输化妆品等。引导化妆品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承担平台内化

妆品经营者管理责任，发现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有违法行为及时制

止等。 

《化妆品注册备管理办法》 
21.1.12 

（21.5.1 正式施行） 
对化妆品新原料、新产品注册及备案进行系统性管理 

《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 
21.6.3 

（22.5.1 正式施行） 
对化妆品标签的要求予以细化，打击虚假夸大宣称等违法行为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21.8.6 

（22.1.1 正式施行） 

优化生产许可程序，要求企业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细化标签管理
要求，明确对化妆品虚假宣传、违法宣称等要求，加强对电商平

台、集中交易市场等平台的职责与义务 

《化妆品中本维莫德的测定》 

《化妆品中比马前列素等 5 种组分的
测定》 

21.9 

加强对化妆品中相关风险物质的检测，加大打击化妆品非法添加的

力度。 

比马前列素的测定主要针对睫毛滋养液违规宣称“促进睫毛增长”

的功效类别 

《化妆品生

产经营监督

管理办法》 

儿童化妆品监管重点 21.8.20 

1、明确儿童护肤类化妆品应具备严格的生产条件，并在化妆品生产

许可证上进行特别标注。 

2、要在标签上明确标注为儿童化妆品。 

3、应避免与食品药品混淆，防止误食误用。 

4、生产销售儿童玩具，应防止被误用为儿童化妆品。 

美容美发机构经营者

义务 
21.9.10 

1、美容美发机构应履行化妆品经营者义务，做好进货查验记录。 

2、不得向消费者明示、暗示医疗作用。 

3、需在经营场所显著位臵展示产品销售包装。 

4、免费试用、赠予、兑换均属于经营行为。 

电商平台和平台内经
营者义务 

21.9.23 

1、平台应对平台内经营者实名登记并管理。 

2、平台发现违法经营化妆品的，应当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直至停

止提供平台服务，并报告药监部门。 

3、入驻经营者应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与注册或者备案资料一致的

化妆品标签等信息。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 21.10.9 

1、明确标签要求：要求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应当在成人监护下

使用”等警示用语，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
有关图案。 

2、配方设计遵循安全优先原则、功效必需原则、配方极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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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尚处于监测期的新原料，不允许使用基因技术、纳米技术

等新技术制备的原料；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

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为目的的原料。 

3、儿童化妆品应当通过安全评估和必要的毒理学试验进行产品安全

性评价。 

《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 

《“干细胞化妆
品”是个伪概

念》 

21.9.14 

厘清市场上干细胞化妆品概念，明确截至当前药监局修订发布的
《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中，未收录名称含有“干细胞”的化妆

品原料，未注册或者备案任何干细胞相关的化妆品原料。 

《关于开展化妆

品“线上净网线

下清源”专项行

动的通知》 

21.10.11 

（21.10-22.10 实行） 

1、清理整治未经注册或未备案的化妆品：未经注册或未备案、冒

用他人注册证、已要求停止经营的化妆品。 

2、清理整治标签违法宣称的化妆品：包括标签内容与注册或备案

资料不一致、虚假或引人误解、明示暗示医疗作用，以及违法宣称

药妆、干细胞、刷酸、医学护肤品等。 

3、清理整治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化妆品：包括非法添加、使用禁

用原料生产、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限用组分生产的化妆品等，并以
儿童化妆品、祛斑美白类化妆品等为重点。 

 

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2、新规后检查频次增加、项目细化、违规案例减少 

 国家层面：检查项目增加，违规案例减少 

21 年来国家药监局共公布 6 次、91 批次化妆品违规案例，其中假冒化妆
品 43 批次、违反标签标识的 33 批次、菌落超标 5 批次、未备案 4 批次、含禁
用成分/原料 6 批次。 

2020 全年，国药监局公布 11 次、355 批次违规产品，其中假冒化妆品
193例、标签标识问题 125 例、菌落超标 21 例、禁用原料/成分含量超标 24 例，
且有 8 批次产品兼有标签标识和质量安全问题。 

从查处问题来看，新规以来新增对注册备案化妆品的检查，20 年发生频次
较高的标签标识问题（主要与检出产品含标签未标识成分有关）、假冒化妆品问
题数量大幅减少，菌落超标、禁用原料/成分超标问题也有显著改善。 

图表 2：2020年来药监局公布化妆品违规案例数量统计 

 
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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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层面：重点省份抽查频次、数量增加，问题检出率降低 

分省份看，广东作为化妆品生产经营第一大省，抽查频次最高、涉及批次
最多。21 年初至 10 月共进行 8 次抽查，涉及批次 2982 个，查出问题 85 例，
问题检出率为 3%，相较 20 年涉及批次增加 11%，问题率降 2PCT。 

其他重点省份中，青海问题率下降；安徽、甘肃、四川抽查次数增加；安
徽、甘肃涉及批次数增加。 

预计 21 年全年情况来看，各省总体上抽查次数、涉及批次均较 20 年同比
增加，部分省份检出问题数量增加、部分省份问题检出率则降低，主要受监管
趋严下自查整改效果显现、新规下检查项目细化导致问题增多这两方面因素共
同影响。 

图表 3：重点生产/经营省份 20-21年化妆品抽查情况 

省份 
2020 年 2021 年 1-10 月 

抽查次数 涉及批次 问题数量 问题率 抽查次数 涉及批次 问题数量 问题率 

广东  9 2683 131 5% 8 2982 85 3% 

青海 1 - 2 - 1 26 0 0% 

江西 3 631 3 0.5% 3 - 6 - 

安徽 1 38 0 0% 3 161 1 1% 

甘肃 2 213 0 0% 3 282 1 0.4% 

湖北 2 - 6 - 1 - 3 - 

四川 2 - 19 - 6 - 42 - 

吉林 3 198 0 0% 1 - 2 - 

福建 1 - 3 - 1 - 1 - 

陕西 1 900 17 2% 1 - 10 - 

海南 1 150 0 0% 1 - 6 - 

北京     1 - 6 - 

湖南 1 - 8 - 1 - 12 - 
 

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金证券研究所（注：部分省份数据未披露） 

 新规以来飞检违规案例有所减少，处罚力度加强 

2020 年 1 月起，化妆品飞检工作全面铺开。2020 全年，共查出对质量管
理体系不符合《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有关规定的 40 家企业，责令限期
整改；严重违反《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有关规定的 4 家企业，要求省级
药监局责令停产整改，有力震慑了化妆品违法违规生产行为。 

2021 年新规施行以来，共查出问题企业 13 家，其中严重违规 2 家、责令
停产整改，其余 11 家责令限期整改；从同比数量上少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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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021年以来飞行检查情况 

公告日 问题企业 主要问题 检查依据 处罚措施 

21.6.16 
广州市白云区芳祺

化妆品厂 

生产管理：实际使用原料与产品备案配方成分不一

致； 

质量管理：原料购进数量与领料记录不一致； 

设备管理：实验室设备不能满足检验需要。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 
限期整改 

21.6.9 
广州南雪药业有限

公司 

人员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无从业健康证明； 

质量管理：未按规程对半成品等检验和记录、不合格
物料存放不规范； 

厂房和设施、设备：人流和物流走向不合理、设备清
洁消毒不到位、水处理系统未按规程维护保养； 

生产管理：未按制度规定进行首件检验、工艺规程不
齐全。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 
停产整改 

21.5.17 
广州市妆妍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生产工艺操作规程不齐全，涉嫌生产与备

案配方不一致的化妆品； 

厂房与设施：生产车间相关功能间布局不合理，且未

按照设定的功能使用； 

设备管理：制水系统清洁维护不到位，流量计内有积
垢和霉迹； 

质量管理：未按照规定留样以及半成品标签与实物不

一致。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 
限期整改 

21.1.1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

有限公司 

人员管理：相关工作人员无从业健康证明、未配备相
应资质的检验人员； 

质量管理：无部分半成品及成品检验报告； 

产品销售：不能提供任何产品销售记录。 

《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 停产整改 

21.1.14 
中山美人鱼化妆品

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实验室试剂标识不完整； 

设备管理：清洁不到位、无消毒记录； 

厂房与设施：物料、产品、人员流向交叉； 

物料与产品：供应商管理不到位、物料产品储存不合

要求。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浙江高荣化妆品有
限公司 

设备管理：清洁不到位、无消毒记录； 

物料与产品：产品留样管理不到位； 

生产管理：生产记录不规范。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义乌市恒晔化妆品

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生产记录不规范； 

人员管理：检验人员履职能力不足。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义乌市纯情化妆品

有限公司 

生产管理：生产记录不规范； 

设备管理：清洁不到位、无消毒记录； 

质量管理：检验记录不完整、原料追溯管理不到位。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

造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检验记录不规范； 

生产管理：生产记录不完整； 

物料与产品：部分原料标识信息缺失。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广州市三崎美容美
发用品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检验记录不完整； 

物料与产品：产品留样管理不规范； 

生产管理：产品实际投料配方与注册不一致。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广州市赐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人员管理：检验人员履职能力不足； 

质量管理：无法提供检验记录； 

生产管理：生产记录不规范。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广东桂格日化有限

公司 

厂房与设施：车间环境控制措施不足； 

物料与产品：未按规定存放原料； 

生产管理：生产工艺与备案不一致。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21.1.14 
北京华风时代化妆
品有限公司 

人员管理：检验人员履职能力不足； 

生产管理：生产记录不规范； 

厂房与设施：功能间缺乏压差指示计。 

《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 限期整改 

 

来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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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依据由《化妆品生产许可检查要点》变更为《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新规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贯彻“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对比旧规的处罚力度，有所加强。 

具体来看，旧规中对于“未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未取得批准文号
的特殊用途化妆品”、“使用禁用原料或未经批准新原料”的违法行为，没收违
法所得的同时处所得三到五倍的罚款。新规中，对于“未经许可从事化妆品生
产活动，或者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委托未取得相应化妆品生产许可的企业生
产化妆品”、“生产经营或者进口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使用禁用原料或未
经批准新原料，在化妆品中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使用超过
使用期限、废弃、回收的化妆品或者原料生产化化妆品”的行为，对于货值金
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相当于违法所得的至少
5 倍以上）；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
品许可证件，10 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品行
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
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今年以新规为标准的处罚案例中，广州市妆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未按照
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生产化妆品，违反《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第（二）项，违法所得共计 48710 元，属于“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处货值
金额 5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情形，被罚 24.37 万元，相当于违法所得的五
倍。2020 年的案例中，广州市三崎美容美发用品有限公司和广州市赐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因违反《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第二十五条“生产未取得批准文号
的特殊用途的化妆品，或者使用化妆品禁用原料和未经批准的化妆品新原料”，
适用“处违法所得 3 到 5 倍的罚款”，实际分别被罚款 3.5 万元、5.1 万元，对
应违法所得货品价值的 4.8、4.5 倍。广东桂格日化有限公司因违反《化妆品卫
生监督条例》第二十七条“生产或者销售不符合《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化妆品”，
适用“处违法所得 3 到 5 倍的罚款”，实际被 4.2 万元，对应货品价值的 4.5 倍。 

处罚力度上，新规大大提高处罚上限，由原来的 3-5 倍违法所得提升至最
高 30 倍违法所得，此外对于特别严重情形，除吊销许可外，新增 10 年内不得
备案/许可的限制，同时另加对企业负责人的处罚力度，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
生产经营活动，大大提高了违法成本。 

3、新规下，行业出清情况几何？ 

化妆品行业监管 2.0 时代，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品牌/产能将出清市场，具
体出清规模几何？我们从生产端的角度，查找了国家药监局公开披露的违法化
妆品生产加工企业案例，从产值倒推其对应的终端零售市场规模、从而测算新
规下行业出清情况。 

21 年被查处的 13 家化妆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其中年交易额
在 100-500 万元的 5 家，1000-2000 万元的 2 家，2000-3000 万元的 5 家，
3000 万元以上的 1 家。13 家违规企业合计年交易额在 1.5-2 亿元，按
OEM/ODM 企业平均加价倍率 10 倍估算，不合规化妆品规模约 20 亿元，
2020 年化妆品零售额 3400 亿元，不合规部分仅占市场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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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1年飞检违规企业情况 

 年交易额（元） 月产值（元） 员工总数 

广州市白云区芳祺化妆品厂 101~500 万 51~100 万 11~50 人 

广州南雪药业有限公司 1000 万~2000 万 500 万以上 101~200 人 

广州市妆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0 万~2000 万 500 万以上 301~500 人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20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上 301~500 人 

中山美人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20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上 301~500 人 

浙江高荣化妆品有限公司 30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上 301~500 人 

义乌市恒晔化妆品有限公司 101~500 万 51~100 万 51~100 人 

义乌市纯情化妆品有限公司 101~500 万 51~100 万 51~100 人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20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上 301~500 人 

广州市三崎美容美发用品有限公司 101~500 万 51~100 万 301~500 人 

广州市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0 万以上 51~100 万 51~100 人 

广东桂格日化有限公司 20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上 101~200 人 

北京华风时代化妆品有限公司 101~500 万 51~100 万 11~50 人 
 

来源：天眼查，1688，国金证券研究所 

上述测算未考虑已经被出清的产能。实际上，新规出台后对注册备案有了
更严格的要求，从注册备案人数量上看，新系统内人数大大减少，实际出清淘
汰的不合规产能预计远大于 20 亿元的规模。 

图表 6：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和境内责任人账号注册情况 

地区 原系统备案人数量 
新系统注册人备案人

数量 

原系统境内责任人数

量 

新系统境内责任人数

量 

全国 89967 约 1 万个 / 1100 

浙江 6309 982 619 147 

上海 9083 1304 1882 443 
 

来源：国家药监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4、投资建议 

一系列新规的出台显示国家加强化妆品监管的决心，提升行业运行质量及
产品保障，本次“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有望帮助行业加速出清未经注
册/备案、标签违法宣称相关功效/成分、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不合格化妆品，从
中长期看提升功效技术门槛、功效检测费用等创业支出门槛，市场份额将向头
部集中、马太效应显现。建议关注优质品牌商和具备特定研发功效实力的头部
代工厂。 

品牌商：功效护肤时代来临，在线上流量成本提升、行业竞争加剧回归产
品力的背景下，长期看化妆品新规利好具备成熟功效检测资质、强大研发实力
的品牌商，如贝泰妮、珀莱雅、鲁商发展、上海家化等。 

生产商：化妆品新规短空长多，利好头部具备研发明确功效能力的代工厂，
上游代工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头部代工厂与头部品牌商有望加深绑定提升业
绩稳定性。 

5、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政策发布后，实际监管效果仍受各级部门执行力度、
响应速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若政策执行不及预期，则会削弱监管效果和新规
对行业的影响力度。 

企业响应不及预期：企业面对新规需要经历从理解、适应、再到执行的过
渡，若各级部门在新规宣导及督促力度不及预期，可能影响行业短期增长。 

 

 

 



行业研究 

- 9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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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

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制作任何形式的复制、转发、转载、引用、修改、仿制、刊发，或以任何侵

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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