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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则是满足
人们对美的需求的消费品。6月 29日，国
务院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这是对实施了 30年的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一次修改与更
新。

牙膏也算化妆品？让我们就看一下
化妆品的定义。

根据《条例》，化妆品，是指以涂擦、喷
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施用于皮肤、毛发、
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
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同时，《条例》还按照风险程度将化妆
品分为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国家对
特殊化妆品实行注册管理，对普通化妆品
实行备案管理。用于染发、烫发、祛斑美
白、防晒、防脱发的化妆品以及宣称新功
效的化妆品为特殊化妆品。

牙膏和其他口腔护理用品的主要目
的是清洁和美化，符合化妆品的定义，美
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均将口腔护
理用品纳入化妆品管理。此前，国家质检
总局发布第 100号局令，颁布《化妆品标识
管理规定》，规定把牙膏正式列入化妆品
的管理范畴。在化妆品行业监管职能调
整后，201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化妆品生产许
可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将牙膏
类产品列入化妆品监管范围。

和其他化妆品相比，牙膏在监管上有
什么不同？考虑到牙膏等产品的特点，在
对其功效宣称予以规范的同时，还保留适
度的灵活性。目前国家对口腔护理用品
并不实行注册或者备案管理，产品只要符
合相关规定就可以自由进入市场；牙膏等
产品允许宣称防龋、抑菌等医疗术语，原
卫生部还颁布了一系列牙膏功效评价标
准，许多国产牙膏配方中含有中草药。这
些方面均与其他化妆品的管理方式不完
全一致，这些差异将在后续的具体政策制
定中予以体现。

从管理实践上看，牙膏产品有区别于
普通化妆品的独特之处，如原料管理、功
效宣称、标签管理等。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根据牙膏的
特点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文
件，报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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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健康意识提升及消费观念转变，
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口腔护理，从而带动
牙膏市场的快速发展。据中商产业研
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牙
膏市场规模仅有 197亿元，到 2019年增
至 291 亿元，预计 2020 年突破 300 亿
元。

与市场规模扩大同步的是，国货牙
膏 品 牌 在 中 国 市 场 开 始 反 攻“ 洋 品
牌”。公开资料显示，从牙膏行业市场
格局来看，本土企业牙膏产量占比最
大，达 48%，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占比
近年来有所下降，2018 年产量占比分
别为 37%、15%。2019 年，中国牙膏行
业前十大品牌分别为云南白药、黑人、
高露洁、佳洁士、中华、舒适达、狮王、
欧乐 B、舒客和皓乐齿。其中，国货品
牌云南白药占据第一。

较于牙膏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国
货品牌快速崛起，针对牙膏品类的监管
走向有序。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出现
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发展过程。据了解，
2006 年以前，牙膏生产是不需要许可

证。这之后，牙膏开始实行生产许可证
制度，并加贴QS标志，且年产量为 2000
吨以上的牙膏生产企业才有资格申请。

出台这一措施，或许源于当年的“全
国牙防组认证风波”。许可证制出台前
一年，媒体曝光牙膏认证市场混乱，并指
责由卫生部批准的牙防组不具备认证资
格。然而，许可证制度并未根本解决牙
膏市场乱象。此后，又相继出现“二甘醇
牙膏”和高露洁全效牙膏“三氯生”事件，
及功效型牙膏时不时引起争议。

为此，2015 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
稿）》，将牙膏等口腔护理用品纳入化
妆品范畴进行监管，但并未明确针对牙
膏的具体管理办法。

据了解，牙膏产业发展多年来受中
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下称口
腔协会）指导，牙膏产品生产许可证最
初由口腔协会颁发。但据中国口腔清
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强称，

“牙膏生产许可证的颁发自几年前就由
协会移交给药监部门了，现今叫化妆品

生产许可证（牙膏单元）。”
不过，除生产许可证外，牙膏及其

它口腔产品暂未执行化妆品的法规要
求，但这并不意味没有监管。据好来化
工 (中山)有限公司法规及消费者事务
部副总监何琪莹称，国家通行法规是可
以管理的，如广告法、产品质量法等。
对于牙膏的安全、质量、原材料使用限
制及安全性评估，也有一整套行之有效

的国家、行业标准、行业自律文件等对
此进行详细规定。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8年 8月有
101家企业有牙膏生产许可证，其中广
东有 45家位列第一。且需遵守的行业
自建标准不少，其中制定安全、原料、
功效产品标准及功效评价方法等有 39
个，其中包括 11个国标，26个行标和 2
个团标，另还有相关立项 75项。

本次《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相比
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化妆品标
识管理规定》，更多是针对牙膏、牙刷、牙
线等用于口腔和牙齿的产品，在化妆品

“标识管理”的层面进行规范。
“按照条例规定，牙膏并非直接归入

化妆品。”从业者称，新《条例》第三条化妆
品定义中的使用部位并不包括牙齿及口
腔粘膜；新《条例》第七十七条明确，牙膏

作为口腔清洁护理产品，根据条例规定，
牙膏是参照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
具体的管理办法会另行拟订再发布。

对此，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
会秘书长郭强同样表示，牙膏参照该条例
有关普通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具体管
理办法正由国家药监部门拟订中。“牙膏
管理办法正在拟订中，协会不清楚具体条
文，因此还不能做出具体的分析研判。”

与此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
有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在产品安全性要
求不降低的前提下，将一般清洁类及宣称
具有防龋、抑牙菌斑、抗牙本质敏感、减轻
牙龈问题等功效的牙膏按照普通化妆品
实施备案管理。宣称上述功效的产品，在
按照功效评价标准进行人体功效验证后，
应当将相关评价依据对外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

也就是说，一般宣传清洁类的牙膏，
归属于普通化妆品实施备案管理。而宣
称功效型的牙膏产品，则需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进行功效评价后，方可宣称
牙膏具有防龋、抑牙菌斑、抗牙本质敏
感、减轻牙龈问题等功效。这意味着，牙
膏品类不仅在定义与概念上得到了进一
步厘清，也首次明确了监管主体与管理
形式。

本次《条例》对牙膏企业又有什么
影响呢？

“总的方向应是优化营商环境，鼓
励行业创新，强化安全责任，加大违法
惩处，确保健康发展。”中国口腔清洁
护理用品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强表示，国
家适度监管，行业会更加规范，有利于
企业专注技术创新，更加重视质量安
全，提高企业主体责任意识，纠正个别
企业夸大产品功效宣称现象。可以起
到塑造更加良性的竞争环境，让规范的
企业得利，加快行业健康发展的步伐。

“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影响，但进行
政策层面的规范是件好事。”广东康王

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柯训忠表示，牙膏
分为普通清洁和功效型牙膏，参照普通
化妆品的规定进行管理，如果不将这两
者进行有效分开，在概念上还是很模
糊。不过，这有待新条例细则出台，才
能作出评析。

“监管趋严，师出有名。”广东润洁
日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忠伟表示，新
条例对规范企业是利好，对小企业则意
味着难以生存。在他看来，新条例意味
着企业需各方面要求严格，生产条件、
原料溯源、备案水平、风险评估能力、
检测手段、生产水质、环保达标等，没
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坚持不下去。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法规
部经理孙淑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和
化妆品一样，监管越严格对大企业越有
利，这等同于在一定程度上把小企业给
限制了，这可能会导致牙膏企业的洗
牌。”同时她认为，这会催生中介机构
的生意火爆。“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有 5
千多家，最近这 3 年内增加了 1500 多
家 ，而 中 介 机 构 可 以 包 办 备 案 等 业
务。”牙膏作为普通化妆品管理，将可
能出现这类服务需求。

“没有强制性备案，就对企业产生
不了太大影响。”广州荃智美肤生物科
技研究院研发总监张太军认为，新条例

主要亮点是进行分类管理，根据风险评
估来进行管理，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节约
行政资源，还能够让企业知道哪一类产
品需要强制约束，哪一类则仅是需要约
束，甚至不用监管依靠自律就行了。

虽然目前针对企业的影响还不好
评估，但总体来说，针对牙膏的政策性
规范，不仅给现阶段还游走于管理“灰
色地带”的牙膏企业敲响了警钟，还有
利于将承担牙膏质量问题的主体责任
进一步落实。这从长远来看，必将有利
于中国牙膏企业提升牙膏品质的核心
竞争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国货牙膏产业
的有序发展。

有利于将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企 业

记者走访超市发现，大部分牙膏都
在醒目位置，标注了各种各样的功效，有
防蛀的，有抗过敏的，还有美白的，止血
的，让人眼花缭乱。

超市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一款标价
67元的牙膏，声称含有“活性肽”，针对
口腔溃疡 、牙齿修复有很好的疗效，其
中的成分也都是厂家保密的。

在即将实施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中，允许牙膏宣称具有防龋、抑牙菌

斑、抗牙本质敏感、减轻牙龈问题等功
效。对此，江苏省口腔医院的专家说，牙
膏的这些功效都是已经被广泛认可的。

江苏省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孙
颖介绍，牙膏里面有一些化学药物的成
分，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牙齿感受冷热
的敏感性下降，只要是经过合格认证的，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有抗过敏功效
的。

而对于一些牙膏经常宣称的美白功

效，则不在新《条例》允许宣传的范围
内。专家说，一些牙膏所谓的美白效果
是利用过氧化物和多磷酸盐等化学成分
对牙齿表面进行漂白，有的是使用遮色
效果，牙膏的微颗粒附着在黄色牙齿表
面 ，使人产生牙齿变白的错觉。

专家提醒，对于牙龈出血等症状，如
果牙膏宣称是通过药物作用来止血，则
不推荐。

孙颖介绍，牙龈出血的原因一般就

是细菌感染、细菌菌斑、牙结石，出血是
炎症的表现，又像一个警报器。如果止
血牙膏单纯地通过药物来止血，其实相
当于说是延误病情的处理，这样的止血
牙膏不建议大家使用。

新《条例》还规定，化妆品注册人或
者备案人要对化妆品的功效宣称负责，
并且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应当有充分的科
学依据，公开依据摘要，接受社会监
督。如果化妆品广告违反规定，依照有
关法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璇 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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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膏后面的颜色条代表什么意思？

据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
会发布的《有关牙膏底色标的说明》：牙
膏软管底部的色标（颜色条）主要用于
牙膏灌装封尾时的定位与识别，行业称
之为电眼定位点。电眼定位点在软管
类包装很常见，广泛适用于软管包装的
产品，其功能是在产品自动填充后封尾
机的定位感应，以确保封尾时包装处于
正确的位置。换句话说，牙膏尾部的颜
色色条只是为了便于牙膏的灌装和包
装，与产品的成分无任何关系。

谣传牙膏尾部不同颜色的色条对
应的是不同性质的牙膏成分。如蓝色
的牙膏尾色条，代表牙膏成分为天然与
药物混合；黑色代表牙膏成分为纯化学
成分等，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牙膏的泡沫越多越好吗？

其实，泡沫越多的牙膏质量越

好是对牙膏认识的一个误区。想要
清楚其中的缘由，首先要了解牙膏
丰富的泡沫从何而来。

实际上，牙膏的泡沫是由其中
的发泡剂产生，这些发泡剂多为表
面活性剂，如月桂醇硫酸钠就是常
用的发泡剂。发泡剂不但具有发泡
作用，同时也具有清洁作用，它通过
与摩擦剂相配合，使牙膏在刷牙的
过程中发泡、乳化、吸附口腔和牙齿
内的污垢，对牙菌斑和牙垢溶解、分
解和中和等，起到清洁口腔和牙齿
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泡沫越多，牙膏的
润滑度就越大，这样反而降低了牙
膏摩擦剂的能力，影响清洁牙齿的
功能。此外，对于儿童来说，刷牙时
过多的泡沫很容易刺激其娇嫩的咽
部，使其产生呕吐反应，从而影响刷
牙效果。所以牙膏的泡沫并非越多
越好。

今年5月，口腔护理品牌BOP完成了
1000万元Pre-A轮融资，该品牌创立于
2019年，目前已推出牙膏产品线，售价在
50元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定
位高端的口腔护理新品牌获得资本市场
的青睐，如参半、素士、贝医生等，传统国
货企业也推出了定位更高端的新锐牙膏
品牌，如隆力奇旗下的Avec Moi、环亚集
团旗下的冰泉等。而在天猫等主流电商
平台，15元以下的牙膏单品已经非常少
见了。

25-50元牙膏渐成主流

在天猫平台搜索牙膏，销量排名前
五位的商品售价在19.9-39.9元之间，算
上买一送一或第二件半价等常规活动，单
支牙膏的实际售价约在14-20元之间。

相比销量排行，天猫牙膏V榜或许更
能反映出市场风向。目前，天猫牙膏V榜

上榜产品共 14个，包括 elmex、ELGYDI⁃
UM、狮王等进口品，佳洁士、高露洁、舒适
达等主流名品以及参半、云南白药等国货
品牌。单支产品实际售价在16.2-128元
之间，其中25-50元/支的牙膏占据主流。

而在年轻美妆消费群聚集的小红书
上，主流牙膏单品价格也多在25-50元左
右。小红书牙膏榜排名前三的产品分别
为Avec Moi海洋之风益生菌牙膏、RE⁃
GENERATE修复牙釉质牙膏、素士低研
磨亮白牙膏，单品参考价分别为58元、95
元、25元。上榜的 10款单品中，价格在
25-50元之间的占到8成。

高端国货冒尖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端美妆市场几
乎缺席的国产品牌，却在高端牙膏市场出
头了。如隆力奇旗下的Avec Moi品牌登
上多个牙膏品类榜单，其海洋之风益生菌
牙膏在天猫旗舰店的售价为68元/100g，

月销量超过为2.5万元；环亚集团旗下新
锐牙膏品牌冰泉，其口香糖牙膏在天猫旗
舰店上的售价约为40元/100g，月销量达
到了5万多元。

过去牙膏作为刚需日化品，市场由
高露洁、佳洁士等外资品牌主导，硬广营
销和性价比是主要的推广策略；随后，由
云南白药、舒客为代表的中高端国货品牌
通过从细分市场切入，引领了牙膏市场的
第一轮消费升级，牙膏产品价位从几元到
十几元的主流价格提升至20元以上。而
如今，在Avec Moi、冰泉、参半等国产新
锐品牌以及国际进口品的推动下，中国牙
膏市场第二轮消费升级开始了。

有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牙膏市场
规模为 258亿元，这一数字在 2020年预
计为307亿元。牙膏是个长期保持稳定
增长的品类，但与高速迭代的护肤品、彩
妆相比，牙膏市场相对静态，市场头部品
牌均面临低端化和品牌老化的问题。新

消费群体容易接受功效更好、配方更温
和、以及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新产品，这
就给新品牌的崛起提供了机会。除此之
外，相较于美妆产品，牙膏等日化品的消
费频率更高，品牌忠诚度较低，消费者更
愿意尝试新产品，因此给了新锐品牌更多
的发展空间。

这些新兴的牙膏品牌从颜值、卖点
到营销方式都颠覆了以往的模式。比如
参半品牌在牙膏包装上更接近于护肤品，
强调像护肤一样护理口腔，产品中加入了
燕窝等“滋养”成分；隆力奇旗下 Avec
Moi品牌则掀起了益生菌概念的风潮，强
调平衡口腔菌群；环亚集团旗下冰泉则以
时尚的口香牙膏概念迅速突围。

消费方式多样化是主因

针对牙膏价格越来越高这一现象，
环亚集团营销副总裁程英奇表示，主要有
5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消费需求升级，年

轻消费者对口腔护理需求越来越个性化、
多样化；其二，技术、科技的升级带来研发
成本的提升；其三，营销成本提升；其四，
价值创新升级，消费者对品牌价值和时尚
潮流品味有了更高的追求；其五，与国际
接轨，推动中高端产品的发展。

他指出，过去牙膏品类的主流渠道
在商超，采取的是人海战术和价格战术，
过去品牌在电商渠道的运营方式也是针
对消费者追求实惠的心理，以8支、10支
的量贩价出售。如今，这种运营手法显然
不再符合市场趋势了，“因为消费者在年
轻化、消费需求情感化、消费交易方式出
现了多样化。”

以冰泉为例，程英奇强调如今牙膏
品类的运营方式，在商超渠道要注重个性
化的促销方式，打造场景感，运用直播新
零售等手段；在线上要聚焦于内容，比如
冰泉主打口气清香这一社交情感需求，通
过内容营销与消费者沟通，打入年轻消费
群体。

“当然，传统‘好用不贵’的牙膏产品
依然会有市场，但是年轻化、个性化、高
端化一定是大势所趋。”程英奇如此认
为。

（青眼 海苔）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

相关部门正在拟定牙膏管理办法

单支产品实际售价在16.2-128元之间

牙膏为什么越来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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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0年中国牙膏市场规模突破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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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全力打造良好食品安全环境
为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着力解

决群众关注度高的食品安全问题, 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东铁匠营市场所加大整治
力度，全力守牢辖区食品安全底线。一是
围绕重点企业、重点品种、重点环节和重
点区域认真梳理排查，督促食品生产经营
者开展自查自纠，主动降低可能存在的食
品安全风险。二是严把食品生产许可准
入关，关于整治对象中涉及的食品生产准
入，对申请此类食品生产许可的企业从严
格现场检查。三是加强抽检监测，根据专
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抽
检监测工作。要强化问题导向,突出解决
食品生产经营领域社会危害性大，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四是加强食品
广告、场所媒介广告巡查，集中监测普通
食品宣传保健功效、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等
违法行为。五是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依法处置，加大处罚力度，落实违
法行为案件办理。 （耿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