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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前后，聚美优品和乐蜂两家在业
界规模排名居前的电商网站撕破脸皮，在网站广
告和 $%&微博上，互相指责对方大规模售假。这
场掐架，让从淘宝集市的个人卖家转向专业电商
求购化妆品的消费者们很受伤，销售数据显示，消
费者信任度迅速下跌逾六成。

掐架的起因是网民自称离职员工在论坛爆
料，称聚美优品所售名牌化妆品中九成是假货。尽
管此帖后来被证实为信口开河，但据其他业内人
士透露，聚美优品的货品来源确实存疑。
丝芙兰上海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丝芙兰

在大陆地区独家代理台湾品牌宠爱之名，聚美优
品却也在销售该品牌。宠爱之名总部发去律师信
交涉后，聚美优品悄悄下架了该产品。
在聚美优品的诚信危机爆发后，雅诗兰黛、兰

蔻、娇兰等著名品牌的中国公司纷纷跳出来撇清
关系，声明与聚美优品无合作关系。这些事件从侧
面印证，聚美优品即使卖的是真货，进货渠道也在
打擦边球，最大的可能性是水货，而水货恰恰是失
管地带。正如丝芙兰这位人士所言，如果打着水货
的旗号偷偷卖过期货、稀释货甚至假货，消费者的
权益如何保证？

! ! ! !胶原蛋白不如鸡蛋! 从 !月中旬认证微

博"烧伤超人阿宝#的口诛笔伐$到央视新闻

调查曝光市面上有近九成产品涉嫌虚假宣

传$一度被%爱美族&视为网购美容圣品的胶

原蛋白产品$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日前$ 国家食药监总局有关负责人公开

表态称( 小分子胶原蛋白肽在科学使用的前

提下有一定功效$这是基本公认的)但消费者

要认准%国食健字&品牌买$以防被忽悠'

以%胶原蛋白&为关键词搜索$记者今天在

淘宝网上还能搜到超过 "#万个%宝贝&$其中

既有口服的粉剂*口服液*胶囊等$也有面膜*

护肤液等外用品$ 其功效被标注为美容保湿*

养容驻颜*抗皱防衰++不过$在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上$目前拿到"国食健

字&批文的全国只有 "#家企业的 $%个胶原蛋

白产品$获得批准的功效也只有三项(改善皮

肤水份*增加骨密度*增强免疫力'中国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院营养工业委员会主任潘兴昌提

醒消费者$由于现在胶原类产品的国家标准只

有海洋鱼低聚肽的标准$所以目前国内消费者

看到的正规胶原蛋白来源主要来自于海洋鱼$

其他如猪*牛或鸡骨等胶原蛋白来源$尚无相

应国标' 企业应明确标出胶原蛋白的来源$以

便消费者明明白白选择' 本报记者 胡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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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价网售化妆品来源可疑
! ! !化妆品制假者王霞的尴
尬，是网上假货泛滥的缩影。
淘宝销售排行榜显示，排名
前列的化妆品大多是中低档
产品，这说明网络买家对价
格格外敏感，卖家要想抢市
场，就得比价格，比到最后，
正品不得不被假货打败。
行业监管不力和消费者

的盲从也是假货屡禁不绝的
重要原因。

上月，上海警方打掉一
个在淘宝集市制售 !''多种
假冒化妆品的“五皇冠”店
铺，其制假售假时间长达 !

年，月均非法获利近 !' 万
元。制假售假窝点为何能在
青浦长期存在，有关部门难
辞其咎。此外，网站允许“购买好评”这一漏
洞，也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不少消费者从未在
正规渠道购买过化妆品，缺乏鉴别能力，只因
贪图低价就盲目相信其他人的评价和网上各
种攻略，但这些评价和攻略往往会混淆真假。
目前，淘宝化妆品卖家多达 ()万家，日

成交商品 !'' 万件，业内人士指出，其中大
部分是打着水货、“蹿货”名义卖的假货，即
使是好评率排名前列的顶级卖家，也有真假
掺卖的情况。在好评量达到 *#)万的四金皇
冠级卖家“猪哼少”里，记者就看到了不少中
差评，质疑其销售的产品包装和性状与专柜
产品有别，且拒绝退赔。从事多年美国代购
生意的卖家朱小姐也说，一些号称海外代购
的产品明显是假货，例如有的产品印着今年
的生产日期，瓶子却是去年的款式，还有的产
品号称从美国“原箱发货”，但美国禁止重复
销售，对同一顾客的购买数量有限制，不可能
有整箱销售情况。
相对水货、“蹿货”可能出现的稀释、涂改

保质期等质量问题，假货的危害自然更大。中
消协数据显示，网购化妆品假货泛滥导致消
费投诉直线上升，在这些投诉中，反映皮肤受
损的占四成，其中甚至有 (+",的消费者称，
使用可疑产品后毁容。

!月初，曾有电商联合化妆品企业签署
《中国化妆品电商真品联盟自律倡议书》，希
望抵制假货。然而，仅靠“自律倡议”能否改变
极度混乱的市场情况？业内人士并不乐观。

本报记者 孙云

本报记者 孙云

网络销售已
占我国化妆品销
售总额约1/3，预
计线上、线下很
快将平分天下。
对于电商、个人
卖家和消费者而
言，“这是最好的
时代，也是最坏
的时代”。网售化
妆品虽然价格便
宜，但假货泛滥，
且数量超过真
货，已成为半公
开的秘密。

!相!关!链!接!

网购胶原蛋白要谨慎

! ! ! !像张伟这样感叹市场环境恶化的卖
家还有不少，甚至包括自制“良心假货”的
淘宝店主。

(''!年从一家化妆品企业下海的王
霞（化名）利用自己的内行优势，通过阿里
巴巴网站找了几家化妆品原料、包装材料
供货商，经上门考察，订制粉饼、化妆刷等
产品，装进仿制的名牌粉饼匣、包装盒中，
冒充名牌，以专柜价三至五折的价格在淘
宝上销售。后来，她还找到了生产正品包
装材料的厂家，大量定制与正品一模一样
的包装材料，或在网上回购原厂空瓶。真

包装加上“高质量”的仿制品，使得她出品
的假货可以乱真，许多买家在淘宝上给予
好评，称赞她销售的商品是正品。

('元成本的仿制品能卖出几百元的
高价，使得王霞的淘宝店成交量虽然不是
特别大，五六年累积的信用评级也只有四
皇冠，但每月净利润却可高达二三万元。
不过，这几年她已金盆洗手，因为“如今批
发市场里的假货价格低得惊人，卖家都说
不清货品的来源和成分，只一味比拼低
价，这样的价格战，让我这种定制‘假冒不
伪劣’的人都搞不定了。”

! ! ! !除了水货，从专柜流到网上的“蹿货”
也有不少。一家连锁化妆品商场内部人士
透露，彼得罗夫在国内由该公司专营，一
家淘宝店却出现大量该品牌正品，公司
“钓鱼”发现，原来是多家分店的员工私自
将该品牌奖励其完成销售指标的非卖品
流入淘宝。

这种由专柜员工私自“蹿货”的情况
十分普遍。张伟（化名）曾拥有一家月销
售额过亿元的网店，他透露，七八年前他
从一家外资化妆品企业销售部辞职下
海，第一桶金就是靠老关系，从这家企
业的专柜员工手里购买小样和正品放在
淘宝上卖，后来，再通过这些员工的关
系网，将进货面拓宽到其他品牌的专柜
员工。每逢品牌大促销，就是他囤货最佳

时机。
因为小样进价极低，摊薄了正装产

品的成本，所以，他能以专柜价三至四折
的价格出售正品，生意自然越做越大，成
为淘宝金皇冠级卖家，手下客服、打包工
等多达 #'余人，专门在周浦镇租了几套
毛坯房作为员工宿舍。后来，他甚至成为
各品牌区域经理甚至华东大区经理也要
倚重的 -./，每逢大促销要冲销量，就会
主动联系他吃货。

不过，张伟从去年开始退出了化妆
品销售领域，因为，“与七八年前刚做生
意时相比，电商的环境乱了不少，使得消
费者既要低价又很不放心，接待客户售
前售后咨询很麻烦，反正钱也赚够了，索
性不做了。”

! ! ! !在泥沙俱下的市场中，虾蟹各有各自
的门路。按照乐蜂网 ('"(年发布的《化妆
品垂直电商行业白皮书》，除了极少数“赔
本赚吆喝”的大促销外，相当于国内专柜
*折的价格是电商的底线，但无论是在淘
宝集市的个人卖家，还是在企业化运作的
电商平台中，低于七折甚至只有三四折的
低价正品确实存在，那么，这些打破价格
底线的产品来自何处？
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大批量走私或

通过零星代购渠道进入国内市场的水货。
在最近几年的淘宝化妆品销售排行榜上，
位居前十名的不少品牌如 &/.、012 3456

7148（美体小铺）等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市
场，铺天盖地的产品哪里来？除了假货，就
是水货。

欧美国家化妆品行业的促销力度十
分大，在大陆地区或香港地区卖得价格颇
高的化妆品在欧美往往便宜得惊人。昨
天，美体小铺的美国官网刚结束一轮促
销。以一款在香港卖 )9港元、在淘宝集市
卖 :';)'元的按摩刷为例，促销价仅为
"+#美元，相当于 "'元人民币，加上平邮
运费，总价也就 ('元。因此，只要选择合
适时机囤货，即使是没有代理渠道的个人
卖家，也能以很低的售价获得丰厚利润。

! ! ! !再给网售化妆品当头一棒的，还有电商自身。
就在乐蜂和聚美优品的口水仗打得正酣时，丽人
丽妆网站 $%&黄韬爆料称，网售化妆品中，八成
是假货！

虽然有电商观察员认为此数据过于夸张，但
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路威酩轩（<-=>）上海公司
人士告诉记者，洋品牌基本上被八大集团瓜分，各
集团经销模式不同，例如，欧莱雅中国公司实行层
层代理分销，这使得一些产品“蹿货”到电商渠道
成为可能；而路威酩轩旗下的迪奥、娇兰等品牌从
不在直营专柜以外的渠道销售，网上的迪奥、娇兰
从何而来？
该人士还表示，按照中国化妆品行业协会统

计，('"(年网上化妆品销售额为 (('亿元，其中，
由丝芙兰、各品牌官网、实体商场官网等授权渠道
电商经销的正品为 #'亿元，剩余 "*'亿元的销量
被淘宝的个人卖家以及各种电商企业瓜分，个中
水分有多大，谁也说不清，但假货肯定比真货多。
另一组数据对比可以佐证。中国化妆品行业协

会统计的 ('"(年网络销售额为 (('亿元，而艾瑞
咨询公司发布的数据则高达 #*:亿元，业内人士认
为，这其中的差额 !#:亿元，正是问题货品的数量。

专业电商互指对方售假
!

网售化妆品八成是假货？
"

低价正品主要是水货
#

“蹿货”正品数量也很庞大
$

假货老卖家输了价格战
%

! 网售化妆品正在瓜分实体店市场份额$但品质来源令人担忧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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