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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16-2022年中国彩妆市场深度调查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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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

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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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人们对护肤的重视，化妆品行业取得了飞速发展，而随着护肤品市场的逐渐饱和，

很多企业开始转战彩妆市场。我国彩妆消费还远低于国际水平，而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彩

妆产品需求也正在不断扩大。  

       自1995年美宝莲彩妆开始进驻中国市场，这也是最早在国内设立专柜的彩妆品牌，此后随

着观念的转变，彩妆逐渐被国人所接受，国内日化企业也开始进军彩妆市场。从2010年

到2014年我国彩妆销售额不断上涨，且连续多年增长率超过两位数。

       中国的彩妆市场还尚未完全开发。目前外资品牌主要占据和开发的是高端产品，而对中低

档大众消费市场涉足较少，这在无形中给国内厂家发展大众品牌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

市场幅员辽阔，不同地域消费者的消费特征也不尽相同，不同年龄、职业、收入的消费群也

存在差异，这给不同的彩妆品牌带来了不同的发展空间。短时间内，彩妆品牌将进一步丰富

，市场表现为多品牌格局，明显领先的品牌尚未出现，但个别细分品类的领先态势已经开始

出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职场文化的日益国际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开始认同将化

淡妆作为一种基本礼仪，对彩妆的需求量正在持续飞速增长。彩妆作为化妆品市场发展势头

迅猛的一支生力军，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彩妆市场深度调查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七

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彩妆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彩妆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彩妆

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彩妆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

想对中国彩妆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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