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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化妆品科研优势 
创建美丽经济产业模式 

民盟房山区总支部 

 

各位领导，各位委员： 

随着国际美容市场，特别是医美市场的蓬勃发展，

化妆品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化妆品相对

于其他工业产品而言具备较高附加值，能在短时期内快速

有效带来经济效益, 发展化妆品产业成为推动首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抓手。 

北京工商大学，拥有全国领先的化妆品技术与工程专

业。一流的研发技术，科研成果丰富，国家药监局、中国

轻工联合会、北京市均在学校设立相关基地或实验室，化

妆品前沿研发技术、化妆品全生命周期研究等多项技术研

发，为化妆品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和化妆品产业融合、政

府监管和行业沟通提供独有的宝贵平台和桥梁。与头部国

际企业宝洁、欧莱雅、联合利华、资生堂及知名民族企业

上海家化、珀莱雅、百雀羚、相宜本草等国内外 100 多家

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目前，北京在全国化妆品消费排名中位居第一，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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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常年分布在 40 至 50 亿元，距离产业发达地区的数百

亿产值尚有较大增长空间。北京市虽然已提出要发展化妆

品产业，但截止目前，仅有昌平区政府、市药监局、市经

信委等个别区级政府和市级委办局在开展相关调研论证

和布局工作，产业发展方向尚不明晰。 

房山新城是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

能的重点地区，围绕总体规划“四个中心”，促进高质量

发展，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战略定位，构建首都美

丽经济产业模式。建议如下： 

第一，成立化妆品原料与产品共性技术研究中心 

政府搭台，协助北京工商大学成立“医产学研用”一

体化平台，充分发挥北京高校、医院及央属高校院所、央

属医院的在京优势，成立化妆品原料共性技术研究中心，

发挥多单位、多学科的已有优势，聚焦中国特色化妆品原

料，实现原创性突破，加快解决化妆品产业的“卡脖子”

难题，深化科技转化改革，建成全球领先的化妆品原料创

新高地，为首都、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中国原料、中国方

案。 

 第二，构建药企跨界的化妆品研究生产集群 

目前，国内外众多制药企业凭借在医药研发领域以及

在生物提取、配方技术等方面多年积累，陆续跨入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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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目前我国涉及化妆品业务的医药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300 家，其中不乏云南白药、仁和药业等知名药企，建议

在政策、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扶持本地知名药企（如同仁堂）

开展化妆品研究生产，发挥其技术研发、产业链及营销推

广优势，带动提升品牌价值。 

 第三，京津冀产业布局联动，实现“美丽经济”产

业错位联动布局 

结合区域实际，打造房山化妆品商业区，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展国内外市场，提高集群内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在原料研发方面重点发力，如推

进生物发酵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在化妆品研发中的应

用，重点开发中国特色植物资源；在产品终端做精做细，

如与人工智能、仿生模拟技术结合，基于中国人皮肤特性

研究进行产品设计等。京津冀三地以一体化为路径，推动

化妆品产业错位联动发展，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对

接合作，大力支持三地行业组织协作，促进三地产业链完

善互补和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第四，政策保障发展，助力首都化妆品产业营商环境

优化。 

一是实施分类差异监管。随着化妆品产业不断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同类型的化妆品在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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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环境污染、生产安全差别较大，特别是对于不使用酒

精等原料的化妆品，环境污染和安全风险接近于零。建议

通过化妆品分类监管，实现安全监管和成本控制的平衡，

激活产业活力。二是引导多元资本投入。建议鼓励金融机

构以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质押作为信用结构开展融

资业务，鼓励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

业投资基金等社会资本投资化妆品企业，促进化妆品产业

经济快速发展。三是提供政策法规保障。总结化妆品产业

在《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中的问题，借鉴广东、上海等地立法和产业发展经验，

适时推动北京市相关立法或市级产业政策出台，保障产业

规范健康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