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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近日采访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心主任宋思根教授。

Part 1
小样缘何变“网红”

十几块钱享大牌、试用体验负担少、出

差旅行更方便……在近年的新消费形势下，

化妆品小样逐渐成为美妆行业的“网红”，

备受年轻消费者喜爱。而作为开掘市场、引

流拉客的方法之一，美妆品牌及各大电商平

台也看好并瞄准了“小样经济”。小小的瓶

瓶罐罐，甚至引爆美妆线下集合店动辄千万

的大生意。

直到去年，在上海市有关部门颁布的一

份试行指引文件中，化妆品小样才拥有了一

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化妆品小样，是指相对

于市场上销售的化妆品正装，用规格较小的

容器包装的化妆品。与成品相比，化妆品小

样外包装或元素与其相似，只是剂量更小，

但小到什么程度才算“小样”，行业内依然

没有统一标准。

化妆品小样经济，馅饼还是陷阱？
文 | 何欣洋

带给消费者“小确幸”的化妆品小样，不能靠“狠活儿”出圈。

3月 18 日，《中国化妆品》杂志报道了一

起江苏江阴 3 人因生产汞严重超标化妆

品小样获刑的案件。涉案人范某、吴某在化

妆品小样中添加限用原料汞，将小样与达标

的正品捆绑销售，制造“快速美白祛斑”的

噱头吸引顾客。经检测，其生产的化妆品小

样汞含量超标 4.3 万多倍。

此新闻迅速在人民网、学习强国 App 等

主流媒体平台传播，化妆品小样问题被推上

风口浪尖，更引发消费者关注。《人民日报》

官方公众号发表评论《“免费”的化妆品小

样，满是“狠活儿”？》 指出：小样虽小，

但不能成为监管盲区；透过一个小样，解决

一类问题，方能筑牢安全的堤坝，营造良好

消费环境，更好造福广大消费者。

化妆品小样为何受追捧？其背后藏有哪

些风险？如何根除小样顽疾？《中国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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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消费者角度看，小样常被视为试用

装，往往是指商家赠送的、某件在售化妆品

( 水乳、精华、香水、唇彩 ) 的 1ml ～ 20ml

左右的小份装。这样“小而俏”的规格，吸

引消费者的原因有以下 4 点：

 ① 较低单价享受大牌品质。只需几十块

就能成为海蓝之谜、兰蔻、雅诗兰黛等大牌

美妆的拥有者，甚至会让别人认为自己“拥

有大牌小样 = 买得起大牌”，低价格敏感度

与虚荣心是部分消费者爱用大牌小样的原因。

② 降低喜新厌旧的成本。对于一些皮肤

状态不稳定，或经常尝试不同妆容的消费者

来说，购买正装新品成本较⾼，一旦与肤质、

妆容不匹配，就容易造成闲置浪费，小样的

试错成本较低。

③ 商旅携带方便，解决需求痛点。很多

年轻人的出差、旅行频率较⾼，带化妆品正

装笨重繁琐，还可能受托运要求限制。化妆

品小样因方便携带，能较好地解决这类人的

需求痛点。

④ 营销试用成本低。对商家来说，想打

开品牌市场，将产品小样进行免费分发，既能

让消费者有效获知产品，又能降低推广成本。

“除了追求品牌、价格、功效等，消费

者还在化妆品小样中有着多样性的购买心理。

化妆品小样产品迭代速度快，包装设计精致

‘呆萌’，品牌选择范围广，单件消费周期短，

性价比优势较为突出，能够更好地满足青年

群体的个性化追求以及快节奏工作生活的需

求。”宋思根教授说。

因此，越来越多的品牌、零售店开始提

供可直购化妆品小样的渠道，如欧莱雅等品

牌，甚至会根据产品功效或顾客需求将小样

组合在一起，组成套盒售卖。一批美妆集合

店， 如 Harmay 话 梅、Haydon 黑 洞、THE 

COLORIST 调色师、JIEMO 芥么等，也纷纷

入局售卖大牌小样。

Part 2
热闹的小样，风险暗藏

在“小样经济” 蓬勃发展的背后，疑问

与陷阱也随之产生。

编剧小玉 ( 化名 ) 酷爱囤小样，最近却

萌生了要“退圈” 的冲动。原因是她在使用

了两袋香奈儿面霜小样后，脸上开始发红、

发痒、刺痛。不信邪的她拿着包装与香奈儿

专柜销售人员提供的小样比对后发现，自己

购买到的小样包装颜色淡、没有钢印，标签

也不一样。小玉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因

为她清楚地记得这些小样都是线下买的：“那

我囤的货里有几个是真的？”

宋思根教授认为，化妆品小样可能的来

源有四个。其一，柜台销售人员、代购者私

扣小样送人或打折出售，但不太可能形成大

规模货源；其二，工厂库存中的小样通常有

特定的配赠计划，当大品牌为了保护成品销

售而不愿出售独立小样时，经销商可能会将

其出售；其三，某些不良的商人回收和销售

即将过期或变质的小样，或者将成品甚至不

位于北京的美妆小样集合店 JIEMO 芥么 /《中国化妆品》 杂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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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自制原料分装勾兑；其四，具有资质

的化妆品生产企业专门开发的小包装化妆品

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要。

据了解，目前市场中流通的小样产品除

了部分是品牌授权提供之外，还有一部分是

由“倒货”甚至造假产生，因此更需要消费

者擦亮眼睛，谨慎下单。

Part 3
根除违法小样“顽疾” 
更需合力

化妆品小样市场的迅猛兴起吸引众多资

本和参与者，而短时间内市场监管力量难以

做到全面覆盖，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法商家

铤而走险，制造出良莠不齐甚至假冒伪劣的

产品。

2023 年 4 月 7 日，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

管部门发布上海首份《“化妆品小样” 规范

经营指引（试行）》，距今施行已过一年。据悉，

该指引统一并明确了化妆品小样的经营要求，

引导相关从业者树立主体责任意识，以期建

立事前预防与风险化解机制，进而推动化妆

品小样经济健康发展。

事实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

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化妆品标签

管理办法》 等法规条例都早已对小样产品生

产、标签等作出过明确规定。尤其是自 2022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化妆品标签管理办

法》 将化妆品小样纳入监管：

化妆品净含量不大于 15g 或者 15mL 的

小规格包装产品，仅需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

注产品中文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人或者备案人的名称、净含量、使用期

限等信息，其他应当标注的信息可以标注在

随附于产品的说明书中。

具有包装盒的小规格包装产品，还应当

同时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标注产

品中文名称和使用期限。

宋思根教授对《中国化妆品》杂志表示，

目前监管存在难点：“市场监管力量有限，

难以采取更大力度的抽检。政府部门既要保

持对不法行为的⾼压态势，又要积极培育市

场的新消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平衡发展和规制是不小的挑战。”

对 此， 宋 思 根 教 授 提 出 了 5 点 建 设 性

意见：一是监管部门可规范生产者特别是经

营者的销售行为，以保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小

样来源可追溯，不得改变或污损品牌商或进

口商的原包装和所贴标签，不得对原包装中

的内容物进行更小包装的拆分灌装或添加其

他内容物；二是不鼓励经营者销售标有“赠

品”“非卖品” 等小样，对于已经流入销售

环节的该类小样，经营者在售卖时应告知，

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三是要加强消费者教

育，广泛宣传化妆品小样的产品特征、风险

来源以及不良反应的处置措施等；四是切实

落实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经营

者的主体责任，提升合规意识；五是加大重

点场所的监管力度，如美容美发店、酒店宾

馆、spa 洗浴店进货渠道更复杂、人员流动大，

往往是化妆品小样标签不规范的⾼发场所。

可见，小样合规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化妆

品监管的重点之一。小样虽小，但不该成为

认知盲区，让经营者“触红线”，消费者“踩

了雷”。相信在监管部门对行业不规范行为

予以处罚、警示的同时，化妆品小样经济必

将得到更规范、更健康的发展。

专家介绍
宋思根：管理学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消费⾏为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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