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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二三
十元

牙膏怎么
越来越贵

　　很多人觉得打耳洞是再平常不
过的事情，到街边的饰品店或者美
容院，甚至自己购买“耳枪”，轻松就
能搞定。然而，看似操作便捷的打耳
洞，其实是一项医疗美容项目，远没
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生活中，牙膏是必需品，但最近不少人发现，超市里卖
的牙膏越来越贵。“记得过去，牙膏最贵的才十几元一支，现
在的牙膏基本上每支要二三十元。”有消费者吐槽。

　　关于牙膏价格上涨的现象，最近去超市购物的
消费者小倪深有体会。“放眼望去，多是二三十元一
支的牙膏，好点的每支要三四十元了，最便宜的佳洁
士盐白牙膏每支也需要6.9元，价格太过离谱”。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现在超市里牙膏的单价
普遍在10元以上，其中，15元至40元区间较为集
中，舒适达等少数几个牌子的牙膏单价能达到40元
以上，10元以下的仅有两三款。这也与艾媒咨询线
下调研的数据相吻合。其此前调研显示，在大型商
超售卖的四五十种牙膏中，一支牙膏价格在10元-20
元之间的占六成，20元以上的占比为35%，而10元以

下的只有两三种。
　　除了低价牙膏几乎消失在超市货架上，不少
消费者也发现，一些牙膏价格在翻倍上涨。
　　“这款冷酸灵抗敏感牙膏，现在卖7.58元，记得
原来只需要两三块钱；曾经几块钱的中华牙膏，现
在‘升级’后也卖到20元了。”小倪提到。
　　据华西证券研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普通120
克左右牙膏平均价格数据显示，其价格从2015年6
月30日的8.38元/盒增至2021年2月28日的10.61元/
盒，行业价格整体呈现上涨趋势。这也证明了牙
膏涨价并非“体感”。

低价牙膏几乎消失在超市货架上

　　曾经几十元一支的牙膏，被人称为牙膏界的“爱
马仕”，如今牙膏界均是“爱马仕”，是什么导致牙膏
越卖越贵？
　　很多人可能会考虑到成本因素。从国家标准
看，牙膏主要由摩擦剂、保湿剂、增稠剂、发泡剂、芳
香剂、水和其他添加剂组成。虽然基于不同功效会
加入相应的有效成分，但从公布数据来看，原材料生
产成本相对较低。
　　登康口腔旗下拥有冷酸灵等品牌，其招股书显
示，2019年至2021年，公司成人牙膏的单位成本分别
为1.53元、1.47元以及1.50元。
　　虽然单位成本保持稳定，但其销售单价连年增
加，带动毛利率逐年增长。
　　对此，登康口腔表示，公司紧抓消费升级趋
势，顺应牙膏需求多样化、产品高端化的发展方
向，在现有产品基础上不断进行研发升级，不断扩
大自身在中高端成人牙膏中的市场份额，产品销售
单价逐年上升。
　　登康口腔的这番话也揭开了牙膏品牌集体“造
势”的冰山一角。
　　近些年，牙膏企业“沉迷”于产品升级，通过
添加酵素、益生菌、玻尿酸、氨基酸等成分，宣扬

美白、抗过敏、抗糖、清新口气等功效，甚至
细化使用场景，一方面是迎合消费者对于牙膏
功能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在种种“噱
头”背后，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一直以来，牙膏市场都处于激烈的竞争态
势。曾经国内牙膏市场被两面针、冷酸灵等占
据，后来外资企业拥入，“攻城略地”下，行业一
度打起价格战，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毛利
率不断下滑。云南白药等功能性牙膏的异军
突起，让行业找到了“财富密码”。
　　“于是，牙膏企业纷纷停产利润低的传
统牙膏，开始主打功能性牙膏，而功能性牙
膏的定价远超之前的传统牙膏，以至于不
少牙膏生产企业每隔一段时间就推出一个
新功效，再顺便提个价。这种情况下，牙
膏变贵也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
　　产品不断“升级”下，还需花大力气进
行营销，牙膏生产企业请各路明星代言。从
牙膏类上市公司研报看，牙膏的销售费用
一路攀升。这些营销成本最终也需消费者
“买单”。

牙膏企业“沉迷”于产品升级

　　记者在超市探访期间，一位男性顾客正在选购
牙膏，他看了一圈价格后，在两款售价最低的牙膏
之间，选择了心仪的一支。与此同时，记者注意
到，北京某超市售价10元的特价舒客小苏打牙膏被
卖到仅剩一支。
　　人们对于低价牙膏的需求仍然旺盛。如今动辄
几十元的牙膏价格，也让不少网友怀念起以前两三元
买一支牙膏的日子。曾经的便宜牙膏去哪了？
　　记者在线上搜索发现，白玉、田七等国产老牌牙
膏仍在售卖，单支价格多在10元以下；一款销量较高
的佳洁士强根固齿牙膏，价格仅为4.5元。此外，一些
非知名品牌的牙膏也较为便宜。
　　常住酒店的人会发现，我们熟悉的两面针等牙
膏，频频出现在酒店一次性用品中。但这些低价产品
很难出现在超市货架上。
　　江瀚表示，对于多数商超来说，每个货架的成本
基本固定，销售各个牙膏产品的成本支出差不多。因

此，利润水平更高的牙膏，往往更能吸引
商超销售，进而越来越多的商超倾向销
售高价牙膏。
　　小倪曾提到，低价牙膏多陈列在货
架的底层。这也与记者在部分超市观
察到的情况一致。
　　随着牙膏“功效”越来越多，宣传上
日 益“美 妆 化”， 行 业 监 管 也 在
完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年发布
的《牙膏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
法》）明确规定，牙膏实行备案管
理，牙膏备案人对牙膏的质量安全
和功效宣称负责。在业内看来，
《办法》施行后，或能给五花八门
的牙膏功效宣传“降一下火”。
       据中国新闻网

行业监管日趋完善或能给牙膏功效宣传“降火”

仔细甄别美容类型

　　“在耳垂选好位置后，用绿豆反复按压，将
选中位置耳垂压薄，用针串好香油浸泡过的棉
线，刺穿耳垂把香油线留在耳垂里，长好了耳洞
也就打好了。”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小李去年
顺利考上大学，爱美的她想在开学前打好耳洞，奶
奶听说后告诉了她这个打耳洞的“土方法”。“总觉
得‘土方法’不靠谱，后来在商场里的一家美甲店
打了耳洞，打完才发现，其实和‘土方法’本质
上也没啥区别。”小李说。
　　“打完耳洞后耳垂有点红肿，当时美甲店人员
说是正常现象，属于个人体质问题。”小李表示，美
甲店给她打耳洞用的器械就是网上卖的“耳枪”，“在
咨询过程中我曾明确提出对打耳洞是否安全卫生的
担忧，美甲店工作人员说美甲、打耳洞属于‘生活美
容’，没有任何安全风险，只有和整形相关的‘医疗
美容’才有风险，让我不要担心”。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宣称“安全易用、防过
敏、防发炎”的各类“耳枪”“穿耳器”，可以多次使用的
一般几十元，一次性的只有几元钱。多家网店明确标
示，购买“耳枪”可以附赠印有“专业打耳洞”的广告
贴纸。
　　事实上，打耳洞属于医疗美容项目，而医疗美容
的本质是医疗，不是美容。
  生活美容是指运用化妆品、保健品和非医疗器械
等非医疗性手段，对人体所进行的皮肤、毛发的护
理、按摩等带有保养或保健型的非侵入性的美容护理；
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
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
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
　　生活美容机构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即可开展经
营活动，医疗美容机构则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后方可开展执业活动。因此，如果美容机构没有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就从事打耳洞、激光脱毛等项目，属于
违法行为。

选择正规美容机构

　　美容服务中，凡要破皮、侵入人体的技术操作，均属
于医疗美容领域。“市场上有很多宣称‘无菌穿耳’‘安
全穿耳’的服务项目，但在没有相关资质就从事打耳洞的美
容机构，卫生安全根本没有保障。”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
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时保喆介绍，如果打耳洞操作不规范，
易造成耳部感染发炎，可能造成疤痕疙瘩、耳廓软组织坏死、耳
廓变形，有的甚至可能造成艾滋病、乙肝、梅毒等病毒感染，危
害人体健康。
　　时保喆提醒，爱美人士接受医疗美容一定要到正规机
构，除了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外，选择美容整形医生
时，还要注意看“三证”，即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证及医疗
美容主诊医生证，切莫因轻信广告宣传而草率作出决定，以防
损害自身健康权益。同时，也要保留好就诊记录、付费凭证、
合同协议等材料，以备发生纠纷或医疗事故时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据《法治日报》

打耳洞属医美项目

消费前检查“三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