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SN 2586-647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4, 2022 
 

Analysis of Korean Cosmetics Market in China under China's National 
Trend Economy 

中國國潮經濟下的韓國化妝品中國市場淺析 
 

金東瑩 Kim Donghyoung 
水原科學大學美容美髮系 

Department of Beauty Coordination, Suwon Science College, South Kore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overseas cosmetics market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examined the sales of Korean cosmetics. Through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market where young 
people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consumer, the "national tide" economy has begun to 
become the main force.The impact of this change on Korean cosmetics is gradually being 
reflected. In response to this phenomenon,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produc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policy of exporting mid-to-high-end cosmetics, optimize products according to sales 
groups, and actively follow the chang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o adopt emerging sales 
methods and other strategi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Korean cosme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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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當下中國市場中的海外化妝品市場走向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外表的重視程度和追求美好形象的需求增加，對化妝品的認

識逐漸提升，化妝品消費需求持續高速增長(이욱철 etal，2016)。特別是近幾年來，

伴隨中國年輕消費群體對高品質化妝品的需求增大，越來越多的國際化妝品牌進入並

佔據中國市場。根據《2020 年 11-12 月中國化妝品行業月度運行及年終盤點數據監測

報告》調查顯示，2014 年-2018 年，中國進口化妝品備案數量持續增長，並在 2018 年

達到峰值后，受中美貿易戰以及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大環境影響，自 2018 年起

進口備案數量開始有所回落(iiMediaResearch，2021)。此期間根據中國海關相關數據

顯示，韓國化妝品近 10 年一直保持穩定增長，2017 年反超穩坐中國化妝品第一進口

國------法國，佔據中國化妝品第一進口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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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數據來源：data.immedia.cn 

 

 圖 2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 

 

然而，自 2016 年韓國執行部署”薩德”以來，中韓關係交惡對韓國經濟也帶來了

很大的影響。剛剛佔據中國進口化妝品市場的韓國化妝品出口同比下滑嚴重。據韓國

產業通商資源部公佈的《2018 年 2 月進出口動向》調查顯示，韓國化妝品 2 月對中國

內地出口額為 7300 萬美元，同比分別減少 34.2%。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以及

中美貿易戰等因素的影響，加之新冠疫情來襲，一直漲勢看好的國際化妝品自 2020 年

起全球業務版塊持續下滑，與此同時中國市場的業務卻實現逆勢上揚。據艾媒相關數

據顯示，2021 年 1-10 月，中國化妝品及洗護用品進口金額為 1139.5 億元，同比雖有

16.8%的增長，但進口金額同比增幅減緩，與同期中國化妝品類社會消費零售額同比增

幅相近。中國化妝品及洗護用品進口金額增幅與化妝品類社會消費零售額增幅呈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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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趨勢，這意味著隨著國潮化妝品品牌的崛起，消費者對國產化妝品需求逐步提升

(iiMediaResearch，2021)。 

 

圖 3           數據來源：data.immedia.cn 

 

Ⅱ.韓國化妝品在中國市場的沉浮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韓國化妝品將何去何從，面對嚴峻的市場挑戰，如何應

對是擺在韓國化妝品出口公司面前的一個亟需解決的課題。韓國化妝品跌宕起伏的中

國市場走向大致可歸結如下： 

首先，乘“韓流”之風迅速佔據中國市場。中韓兩國擁有地理相鄰的優勢和文化

認同感，自 1992 年建交以來，兩國間多方面的交流不斷加強，隨著韓國電視劇、電影、

音樂等文化內容的積極對外輸出，韓國文化風潮席捲了中國絕大部分的都市時尚人群，

“韓流”一詞應運而生，並在電視、報紙、雜誌、網路等傳播媒體中頻頻出現。韓流

不單單是一種文化現象，作為文化產業而言，更是給韓國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價值，其

中韓國的品牌服飾和化妝品是其典型代表。韓國漢陽大學李英宰教授進行的相關小組

調查結果顯示，68.3%的受訪者表示因韓劇或 K-POP 而開始關心韓流明星代言的化妝品，

其 中 62%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對 韓 妝 使 用 後 “ 滿 意 ”( 搜 狐 新 聞 ， 2015) 。

2015 年,中國自韓國進口化妝品額實現了 223%的增長。加之，與歐美化妝品相比，除

雪花秀、後等高端系列外，中低端韓妝品目繁多，相對低廉的價格也是促進韓國化妝

品迅速佔據中國市場的主要原因之一(정도숙，김성진，2017)。據相關統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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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間中國自韓國進口的化妝品以 6233%的增幅翻了 60 多倍，遠高於中國化妝品進

口總額的增速，韓國化妝品在中國市場一片大好。 

其次，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的政治性決策招致中國全面開展“限韓令”，殃及韓妝。

前面提到，韓國化妝品受韓流的積極影響，佔據了中國化妝品市場的重要份額。但是，

韓國不顧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的立場，自 2016 年韓美決

定在韓部署薩德系統決定一出中韓關係急劇惡化，中國政府頒布“限韓令”。禁令包

含：禁止韓星在中國演出;停止新的韓國文化產業公司投資;停止韓國偶像團體面向 1

萬名以上觀眾演出;禁止新簽韓國電視劇、綜藝節目合作項目;禁止韓國演員出演的電

視劇在電視台播放等，相關多項規定和措施即刻傳達到各電視台，並要求在 2016 年 9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至此，限制韓國藝人和節目的措施在中國國內全方位開啟。依託

韓流輸出而在中國市場崛起的韓妝同樣受到影響，甚至有部分中國消費者自發抵制包

括韓國化妝品在內的韓貨。據介面新聞進行的“限韓令”公眾態度研究顯示，93.5%的

人群認為“國家面前無偶像”，支援限制韓國化妝品。其中，在支援者群體中，60.9%

認為韓國化妝品的品質和使用感受本來就不好，40.2%呼籲支援國貨，13.2%表示本來

就對韓國化妝品無愛，將繼續使用日本及歐美的品牌，1.6%的受訪者表示反對限韓令，

化妝品與歐巴是無辜的，並表示還會繼續使用。由此可見，韓國進口化妝品受中韓兩

國政治局勢的牽連是必然之勢，此時，韓國化妝品的中國市場前景黯淡。 

最後，新冠疫情+“國潮熱”夾縫中生存的韓國化妝品中國市場一片慘澹。據艾媒

諮詢相關報導顯示，在 2020 年全球經濟受疫情影響嚴重的社會背景下，中國成為經濟

復甦最早的國家，2020 年前 11 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保持近年持續增長的良好勢頭，

消費品總額達 35.1 萬億元。同時，國潮經濟發展勢頭良好，而海外品牌商家發展受阻

(iiMediaResearch，2021)。據華商韜略相關報導顯示，2020 年受疫情影響，中國國

內的韓妝線下店面紛紛閉店，悅詩風吟僅 2020 年上半年就關閉了 90 餘家店面;與此同

時，赴韓國的中國遊客驟減 85%，曾經人聲鼎沸的韓國免稅店也一個個倒閉，市場一

片慘澹。 

Ⅲ.中國國潮經濟的崛起 

 

國潮品牌藉此機遇，一改原來國貨化妝質量差、包裝老土、缺乏原創性的弊端，積極研

發性價比高、包裝時尚、富有中國元素，且擁有原創技術的國潮化妝品，深受 Z 世代年輕消費群體的

喜愛，未來市場看好。國潮經濟將中國傳統文化和潮流元素相結合實現市場推廣，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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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藉助電商平臺開展電商直播等新興市場行銷策略，順勢迎合年輕消費群體的電商

消費喜好及其強烈的民族認同感，迅速佔領中國年輕市場。國潮經濟發展迅速的背景

因素可從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自 2020 年起，全球受新冠疫情影響，國際貨源生產不利，海外工廠被迫停工，

供應源緊缺，跨境電商管道和貨運速度也受其影響。在此社會背景下，國民的需求向

內轉移。同時，中國政府為了活用中國國內市場，充分擴大內需，提出了”雙循環經

濟”理念，為國潮經濟與海外品牌競爭提供了機遇。 

2.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中國民眾的民族自豪感上升，愛國意識空

前高漲，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日益上升，提升了其對國貨品牌和商品的支援度，

為國潮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3.約 2 億 8000 萬名 90 後、00 後新生代消費主力的登場也進一步為國潮經濟的發

展奠定了穩健的民眾基礎。我們將這些新生代稱為 Z 世代，他們對新事物具有更強的

接受能力和意願;同時表達自我的訴求強烈，更具有文化理性，熱衷創意且追求品質。

這些消費特點恰逢吻合國潮經濟的特點，為國潮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消費受眾群

體。 

4.信息時代下的電商行銷助力國潮經濟的發展 

隨著資訊技術的不斷進步，以直播電商為代表的電商行銷在迎合 Z 世代消費群體

對資訊的精準性及多樣化要求的同時(진청운，조혁수，2020)，為新興的國潮品牌穩

健根基提供了有利條件。以直播、短視頻為主的國潮品牌多都自帶話題性，有利於提

升用戶轉化率。 

近兩年，以 HFP、完美日記等為代表的新銳國貨化妝品層出不跌，在僅短短的三

五年時間內就實現了過去傳統品牌十年才能達到的規模。其中，花西子是國貨美妝的

佼佼者之一，憑藉獨樹一幟的品牌定位以及深度綁定直播帶貨的行銷打法，花西子在

短短幾年內快速崛起，據艾媒諮詢相關數據調查顯示，2021 年 8 月，阿裡平臺彩妝類

GMV 排行中，花西子超越阿瑪尼，緊追聖羅蘭，位居第二(iiMediaResearch，2021)，

並且入駐海外電商的花西子，憑藉其獨特的國風設計和優良的品質，也獲得了海外用

戶的強烈“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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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數據來源：data.immedia.cn 

 

Ⅳ.結語 

 

中國國潮熱盛行的時代，加之正值韓國新一屆政府的更替之時，韓國化妝品想要

擺脫當下的尷尬境地，再現輝煌，需要從以下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與中國國潮品牌打性價差別戰，堅持走中高端化妝品輸出路線。當前，中

國國潮經濟背景下迅速崛起的中國化妝品牌主要以中低端價位、平民產品為主，韓國

對中國化妝品出口總量雖較往年有所減少，但據產業資訊網報導，以雪花秀、后等為

代表的中高端化妝品在中國市場依舊佔據一定的比重。因此，如何繼續保持既有用戶

群體、堅守住當前中國市場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圖 5        數據來源：產業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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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確定目標銷售群體，並根據其年齡喜好特點進行產品設計和優化。有一定

消費能力的中青年層是當下進口韓國化妝品的主要消費人群，在保證現行熱銷品目的

同時積極研髮適合這些消費群體的美妝產品將會是韓國化妝品保證中國市場份額的重

要途徑。 

再次，積極跟隨中國市場變化，探尋多樣化的行銷流通策略。近幾年中國電商銷

售盛行，特別是以各大直播平台為主的直播電商行銷盛行，韓國化妝品應積極開拓線

上直播行銷途徑，並藉此促進韓妝在直播電商熱衷者--Z世代的宣傳和影響力。 

最後，新一屆尹錫悅韓國政府執政後將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如何處理中韓兩

國關係，也將是影響韓國化妝品出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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