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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产美妆品牌
花西子因李佳琦言论陷入
舆论漩涡。“哪李贵了”也

成为最新热梗。随后，“花西子眉笔
贵过黄金”“花西子20%以上营收来
自李佳琦”“花西子回应李佳琦网传
高佣金”等多个话题登上热搜。

美妆产品市场情况究竟如何？
贵过黄金的眉笔，难道贵在“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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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汲取螺子黛的灵感

据报道，花西子眉笔在李佳琦直播间的价格为79.9元，
买一支送两支替换装。该款眉笔在淘宝官方旗舰店的价格
为89元一支送一支替换装，每支净含量0.08克。换算后，
该产品1克净含量的价格或达556元左右。有网友调侃
道，“花西子比黄金还贵。”

贵过黄金的花西子眉笔，到底有什么特别？
仔细看此次“当事眉笔”，会发现该系列产品的名字比

较特别：眉粉笔。用花西子的话来说就是，“兼顾眉笔的线
条感与眉粉的绒雾感”。乍一听，像一个不同于眉粉和眉笔
的新产品。但实际上，花西子这款产品品名为螺黛生花眉
笔，其本质就是一款眉笔，只是宣称的名字比较有迷惑性。

除了眉粉笔这一迷惑性词语之外，花西子这款产品的
另一主打要点是首乌。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产品详情页罗
列出来的不同产品批次的成分表里，何首乌根提取物都排
在最后一名。按化妆品成分列表相关规定，何首乌根提取
物放在最后一位，意味着它含量最低或低于1%。一般眉笔
的笔芯是将颜料分散于低熔点的油脂和蜡基中压制而成
的，这决定了眉笔的主要成分就是油脂、蜡、着色剂。

除了何首乌根外，花西子系列眉笔还有一个重要的卖
点：螺子黛。螺子黛是一种古时极其昂贵和稀有的“眉
笔”。古装剧《甄嬛传》中，华妃就曾因甄嬛分走了自己的螺
子黛而生气，可见螺子黛的珍贵。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李芽认为，制作螺子黛的重要原料
应该是主要产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骨螺的分泌物，因
为只有这样才配得上“十金一颗”的贵价。不过从花西子的
表述来看，它到底复刻了螺子黛的什么，有点模糊。花西子

“汲取‘螺子黛’灵感”，或许就是指贵的灵感吧。

成本
硬成本多在售价的10%

有自称是化妆品行业生产人员的网友称，化妆品本身
成本价并不高。这位网友以某平价国产品牌护肤蜜来分
析，其成分主要是水、矿油、甘油、鲸蜡硬脂醇、硅油等。

该护肤蜜100ml成本大约0.3元，加上瓶、贴、盒、签等
包材，总成本1元多。如果再加上制造费用、设备折旧费
用、管理费用、商场摊位费、商场利润、广告费用、税费等无
形费用，每支大约6元多。

因不同品牌，化妆品添加物不同，成本价有所不同。该
网友表示，其他添加物内容不多，折合下来，一二十元成本
足够。

一位国货品牌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通常美妆品牌基本
上形成自有供应链、产品又比较大众的，硬成本在10%左
右。也就是说，售价79元的眉笔，成本可能就在几元。

从源头代工厂的成本价来看，眉笔行业的利润算是可观。
广州一家眉笔代工厂相关人员告诉记者，眉笔成本没

有多高，零售价在百元以内的眉笔成本价基本10元以下都
能拿下。正常普通塑料材质的没有替换芯的成本价基本在
4元左右。

为各品牌方代工眉笔是老杨的主要业务。对于市面上
什么样的眉笔成本是多少，老杨熟背于心，“像花西子同款，
材质方面和花西子做成一样的，价格大概在4.8元/支。如
果想要添加一些其他成分，譬如花西子眉笔中宣传的何首
乌精华、螺子黛眉料等，价格相对会高一点，但也不会太
高。”用老杨的话说，代工方也需要控制成本，国内百元以下
的眉笔成本不会高于10元。

定价
国产品牌定价达300元

平替一直是国产美妆的主要战场，这被认为是差异化
市场竞争的可行之路。

此前，有媒体公布2021年消费领域的五大热词，其中
“平替”一词入围其中。早期韩国、日本的平替化妆品由于
广告营销、优惠的价格和网红KOL的强烈安利曾经风靡一
时。随后，国内也诞生了以韩束、珀莱雅等名称类似日韩欧
美大牌的国产品牌。

有分析认为，平替产品火热的背后，是年轻消费者充分
释放了“性价比为王”的情绪，也意味着消费者需求的转变。

但从花西子和完美日记等品牌的出现开始，中国化妆
品似乎已经不满足于成为平替。

和大多数国产品牌走中低端路线不同，花西子定位中
高端市场。

去年3月，花西子宣布开始布局日本市场，其主打最火
的粉饼产品在日本定价300元左右，这一价位和香奈儿的
粉饼类产品平均价格已经相差无几。

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国货陷入了涨价潮。比如曾单
价20元的某唇泥，现在卖60元；某护肤精华套装两年涨了
100多块。甚至有博主为个别国货贴上了“价格刺客”的标
签，并点名珀莱雅等品牌，“2018年，某品牌的特护霜，价格
比现在便宜一半。”

在今年2月的一场直播中，李佳琦也发出了涨价预告，
“不要再跟3年前的价格做对比了，不是我卖得贵，是品牌
都在升级、涨价，国货也不例外。”

8月底，拥有13万粉丝的小红书博主“阿丁儿百万了
吗”发布视频，痛斥国货涨价现象。她表示，“一些国货刚
起家的时候，又便宜又好用，个个称自己国货之光。火起
来就飘了，都不能叫割韭菜了，那叫把韭菜连根拔起。”这
则视频发布后不到半个月，就吸引近1万点赞，引发不少
消费者共鸣。

佣金
抽佣常规比例20%~35%

原料价格不高，那化妆品为何价格高？有业内人士称，
除了原料成本，化妆品的销售、广告费用、主播带货佣金等
费用也是成本之一。

而李佳琦事件，也引发人们对美妆佣金的关注。有网
友翻出过往报道称，在业内平均返佣比例20%的时候，花西
子大手一挥加高比例，部分主播甚至能拿到60%至80%的
返佣。“花西子20%以上营收来自李佳琦”“花西子回应李佳
琦网传高佣金”相关话题也登上热搜。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花西子给部分主播的佣金甚至可
以达到100%，也就是卖出的销售额全额返还。一位美妆
直播电商从业者告诉记者，花西子在淘宝给头部主播的佣
金是75%。11日晚间，花西子方面回应称，花西子与李佳
琦的合作返佣比例属于行业平均水平。

一位直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美妆品类抽佣比例常规
在20%至35%，最高的一次做过40%，太高的还没遇到。

“主要还是看美妆的品牌，品牌越大越响亮，佣金基本都是
常规。”

“坑位费几万元很便宜就是意思一下，几年前抽佣应该
没有那么多。抽佣六到八成太离谱了，那就是赚个吆喝，几
乎没有钱赚了。”一位国货美妆品牌的内部人士表示，据其
了解，前几年其他顶级头部对国货美妆抽佣在 30%至
40%。

国货美妆贵在

国货美妆
加速逃离“李佳琦”

9月11日，“花西子20%以上营收来自李
佳琦”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同日，该公司相关
工作人员称，李佳琦直播间的营收实际占3%
左右。

花西子至今的流量，离不开李佳琦。与
此同时，花西子似乎也想从李佳琦的光环中
走出。在 2022 年中一场公开的媒体发布会
上，花西子相关负责人表示，李佳琦在公司整
个生意的占比不高于5%，花西子更多的是让
李佳琦参与共创产品。

作为网红品牌，花西子销售渠道主要
依赖于线上。今年 9 月 11 日，对于花西子
未来开店计划及渠道布局等问题，记者询
问了其相关工作人员，但截至发稿并未收
到相关回复。

品 牌 管 理 专 家 、深 圳 市 思 其 晟 公 司
CEO 伍岱麒表示，构建线下渠道是难度很
大的事情，渠道的复杂性也会带来各种运
营管理成本的增加，因此花西子前期的发
展有其优点和特色。但是依然需要一套如
何成为大品牌的完整策略和方法步骤，然
后照此稳步前进。伍岱麒认为，“网红品牌
要转成大众熟知的品牌，确实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不仅仅是花西子，在美妆护肤市场上，国
产品牌对头部主播或达人直播的依赖由来已
久。以李佳琦为例，根据去年天猫双11美妆
店铺战报，国产品牌珀莱雅、薇诺娜、夸迪预
售前7日销售额中，李佳琦直播间贡献的产
品营收占比分别为39%、49%、52%。

有观点认为，头部主播在美妆国货消费
端的权重较大，使品牌之间的竞争过于集中
在直播这一个战场上，甚至聚焦在一个人身
上，这对整个国产美妆行业及品牌发展极为
不利。对品牌而言，头部主播的个人效应大
于品牌效应，本质上是品牌弱化，更危险的
是，国货美妆兴于主播，也可能毁于主播。

如果不想当第二个花西子，新国货美妆
可能需要加速逃离“李佳琦”。加速逃离头
部主播们，已经成了美妆行业 2023 年的新
课题。

据南方都市报

？有李
“花西子眉笔贵过黄金”

国货彩妆品牌花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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