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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提高，激发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市场也因此孕育出“美丽经济”，化妆品产业就

是其中之一。

但是，为了吸引眼球赢取暴利，化妆品非法

添加，功效虚假夸大，美容美发机构不当使用和

经营化妆品问题频现，导致消费者

美容变“毁容”、花费掉进“坑”。

为规范新兴市场，我国废止

实施了30年的《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新颁布

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于今年起正式实施。

配合新条例实施，今年以来，宁波市市场

监管局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化妆品流通环节大

整治、在宁波市第一医院等 6 家医院挂牌设立

全市首批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职能部

门系列大动作的开展，化妆品市场究竟会有哪

些变化？

按新条例规定，化妆品经营
使用企业有义务尽最大可能保证
所销售或使用的化妆品为合法渠
道的合格产品，从而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新条例指出，化妆品经营者应
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查验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
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情况、产品出

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记录并保存
相关凭证。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
配制化妆品。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化
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存、运输化
妆品，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变质
或者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化
妆品经营者还有履行进货查验记录
等义务。 （王岚 整理）

化妆品经营使用企业
需要履行哪些义务

是药是妆要分清 使用流程要合规

宁波打造让群众放心消费的化妆品市场

三个月的化妆品流通环节专项
整治日前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全
市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化妆品经营
使用企业 4909 家，查扣问题化妆
品 14571 盒 （瓶）， 货 值 14.05 万
元，责令停业 2 家，立案查处 195
件，罚款金额 205.16 万元。

分析整治情况，主要有四方面
常见问题。

一是化妆品标签标识不规范。
进口普通化妆品无中文标签；标签
宣称不规范，如宣称内容虚假夸
大、普通化妆品宣称特殊功效、化
妆品使用医疗术语以及明示或者暗
示具有医疗作用；标签形式不规
范，如国产普通化妆品包装上印刷
外文加贴中文标签。

二是化妆品经营者的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落实不到位。如化妆品经
营者未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未
查验直接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
明、未查验特殊化妆品注册证或者
普通化妆品备案信息。

三是广告不规范。如普通化妆
品宣称“可以吃的食品级”化妆
品、普通面膜声称“美白”“亮肤
美白”功效等。

四是经营使用超过使用期限的
化妆品。普通化妆品和特殊化妆品
都有一定的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期
限。专项整治中，发现个别化妆品
经营者经营使用的化妆品超过了使
用期限。

目前，我市正在积极构建全方
位的化妆品安全监测网络，畅通与
消费者的沟通，提升对问题化妆品
的反应速度。

今年 10 月，全市首批化妆品
不良反应监测哨点挂牌，宁波市第
一医院、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

院、宁波市中医院、宁波市妇儿医
院、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慈溪
市皮肤病医院等6家单位名列其中。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医院
主要承担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报
告职责及相关技术咨询工作。“如
果消费者使用化妆品后出现红斑、
丘疹、敏感肌等问题到哨点医院就
诊，医院就会把这一病例报告上报
给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中心
对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并向市场监
管部门提出风险管理建议，确保化
妆品不良反应早发现、早预警、早
处置。”宁波市第一医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哨点医院同时将承担起指
导消费者合理使用化妆品的义务。

来自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数据
显示，去年以来，我市累计上报化
妆品不良反应报告千余份。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拓展化妆
品不良反应监测路径，扩大监测点
覆盖面，哨点医院逐步实现区县

（市） 全覆盖。
未来，结合各地实际，把专科

医院、专科门诊、生产企业、化妆
品专营店、美容美发等相关单位纳
入监测哨点，进一步完善监测体
系，提升报告数量和质量。

“化妆品市场鱼龙混杂，质量
良莠不齐，消费者选购过程中一定
要擦亮眼睛，从正规渠道购买，切
勿轻信朋友圈、不明小程序等微商
信息。在选购化妆品时，一定要仔
细查看产品的企业名称、生产许可
证号、生产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注意事项等，并索要发票和
购物凭证以维护自身权益。如遇消
费纠纷或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拨打
12345 热线进行投诉举报。”市场
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

流通领域扎紧“篱笆”

市 民 消 费 也 需 理 性

日本的药妆店，可以说是最吸
引中国消费者的店铺，“药妆”两
字也因此深入人心。但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局了解到，在我国法律法规
中，只有药与化妆品之分，所有以

“药妆”之名大肆宣传的化妆品，
除了有误导消费者之嫌，还有可能
触犯我国的法律法规。

那么，哪些产品应该归类于化
妆品？新条例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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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化妆品。

可见，化妆品除了我们狭义理
解的彩妆产品，还包括我们日常使
用的脸部身体洗护产品水、乳、沐
浴乳、洗手液等，还有指甲油、洗
发、染发、烫发等指甲、发用产品。

比 如 牙 膏 ， 曾 经 既 不 属 于
“药”，也与“妆”无关，处于监管
模糊地带。此次新条例明确，牙
膏参照化妆品管理。此外，宣称
具有特定功效的香皂、面霜、洗
发水等日常生活用品，都应当按
照新条例规定申请特殊化妆品注
册并取得注册证。

国家按照风险程度对化妆品实

是药是妆要分清

专 项 整 治 促 整 改

行分类管理，化妆品分为特殊化妆
品和普通化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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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化妆品以外的化妆
品为普通化妆品。特殊化妆品实行注
册管理，普通化妆品实行备案管理。

为有效贯彻实施新条例，8 月
份，我市启动为期三个月的化妆品
流通环节专项整治，重点检查包括
化妆品标签是否符合 《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 规定、使用期限是否超
期、产品是否注册备案、是否存在
夸大虚假宣传等情况。

我市是化妆品流通大市，有调
查显示，仅鄞州区从事与化妆品经
营使用相关的主体就有 2 万多家，

大的有宾馆饭店商超、美容美发场
所，小的可以是路边的美甲摊位；
同时，我市还是进口化妆品集散
地，在维护流通市场合法合规方面
承担有更大责任，直接影响到宁波

“美妆经济”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继 《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 实施后，我国首部专门
针对化妆品生产经营管理的部门规
章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 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

《办法》 贯彻落实了 《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 立法精神和要求，进一
步突出了化妆品市场的监管重点和
监管制度安排。届时，化妆品生产
经营监管将进一步提质增效，化妆
品市场进一步净化升级。

日前，余姚市民石某，因为无
证生产销售化妆品，被余姚市市场
监管部门处以没收违法所得1208.98
元，罚款9万元的行政处罚。

原本开理发店的石某，因为生
意不佳，今年 1 月花了 2000 多元从
广东一微商处购进所谓纯中药美白
祛斑霜原料，分修复霜、日霜和晚
霜三类，自行分装成小罐售卖。他
不知道的是，化妆用品的生产和销
售是有一整套严密流程的，他的行
为，已经构成严重违法，要为之付
出巨额代价。这让他悔不当初。

“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今
年实施，这是余姚市按新条例查处
的首例无证制造案。相比以前的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罚款，新
条例明显加大了违法惩罚力度。”
相关执法人员介绍，本案中当事人
的违法情节，根据旧条例规定“可
以处违法所得 3-5 倍的罚款”，而
新条例则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化
妆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毋
庸置疑，新条例强化了法律责任，
加大了惩罚力度。

“随着化妆品市场规模日益扩
大，市面上的化妆品质量愈发良莠
不齐，假冒伪劣、三无产品频繁涌
现，危及消费者健康安全。”办案人
员告诉记者，就石某处查获的三类在
售品，经宁波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汞
含量均超过 1100mg/kg，最高的达
到 1513mg/kg，是 《化妆品安全技
术规范》 中“汞含量≤1mg/kg”标
准要求的 1000 多倍！“让这样的化
妆品流入市场，可能会对人体造成
不可估量的伤害。惩罚力度大，才

能对不法行为产生震慑作用。”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更多

被发现有违法行为并遭到重罚的是化
妆品经营领域主体。奉化一家美容
院，因为无定期查验库存化妆品有效
使用期限的管理制度，在检查中被发
现4盒养生套盒超期使用，货值7920
元。其中最长超期使用的已近3年。

最终，其经营超过使用期限化
妆品的行为，依新条例规定，受到
没收违法品、罚款 2 万元的处罚。

新条例的实施，显然已经给化
妆品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简单地说，新条例实施凸显
了四大变化。”市市场监管局相关
人士解读，首先是处罚力度大大提
高。针对化妆品在原料、注册和备
案、生产许可、生产环境、包材、
使用期限等多个环节，最高处罚可
以达到货值金额 30 倍。同时增加
了处罚到人、禁止从业等规定，对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主体责任进一步明晰。
根据不同经营方式，对集中交易场
所开办者、展销会举办者、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美容美发机构和宾
馆等主要化妆品经营主体进行了责
任分解和细化。这意味着，各流通
环节的经营者，将承担起更多具体
责任，也包括法律责任。

再次，功效宣传进一步严格。
要讲“真凭实据”，应当有充分的
科学依据。

最后，监管措施进一步完善。
规定了现场检查、抽样检验、紧急
控制、举报奖励等一系列监管措
施，并增加信息公开和信用惩戒等
多方面规定。

美妆惹祸层出不穷

新条例实施重拳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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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的化妆品上要注明开封日期和保质期截止日。
本版图片摄影 王 岚

市场监管部门检查流通领域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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