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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眉笔克价超黄金 过度营销惹争议
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日前，发生在电商直播平台主播李佳琦直播间中的一幕引发了热议：当他介绍 79 元一支的花西子
眉笔时，一位网友表示感觉“越来越贵”，李佳琦立刻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一场
关于眉笔“贵不贵”的讨论席卷了社交媒体。9月22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贵？不贵？消费者们自有一套“购物经”
79 元一支的眉笔贵吗？不超百元

还送两支替换芯，似乎很划算。有网

友表示，该眉笔净重仅有 0.08 克，如果

按标价算下来，克价竟然高达 987.50

元，比黄金价格还贵出一倍；即便算上

直播间赠送的两支替换芯，克价也高

达 329.17 元。而与之对比的是，作为

国际一线化妆品品牌的植村秀，其品

牌 下 的 经 典 砍 刀 眉 笔 克 价 仅 58.82

元。这样一看，这款眉笔的定价的确

不便宜。不少网友表示，原本以为国

货美妆主打“性价比”，如今才知道自

己被“刺”了。

“植村秀的眉笔我一直在用，目前

已经用了快两年，还没用完，非常耐

用。”黄女士笑着说，“之前我也用过一

些国产品牌的眉笔，但感觉不是很适合

我。所以，现在用到一款适合的，就不

想换了。不过之前我没意识到它克价

这么便宜，觉得太划算了。”

小胡对此持不同意见。由于工作

需要，小胡经常需要化妆，因此对化妆

品的需求也很大。从国际大牌到国产

新秀，她购买使用过不少美妆产品。针

对网友对眉笔克价的计算，小胡这样认

为：“这次引起争议的是一款偏细的眉

笔，所以注定了它的克重不会太高。与

它对比的那款植村秀眉笔我也使用过，

它需要像削铅笔一样削出笔芯、把芯削

薄才能使用，因此会有相当大一部分的

损耗。所以，我认为单纯比较两者的克

价并不完全公平。”

吕女士平时化妆频率并不高，她表

示，比起化妆品的克价，她更在乎化妆

品的单价：“很早以前，我就发现了许多

国货化妆品克价并不便宜，但我还是会

选购一些单价更低的国货化妆品。因

为不经常化妆，即便是小容量的美妆产

品我也用不完，买大容量的还容易放过

期，反而浪费。”

国潮已然乘风起 品质仍是原动力
随着事件升级，有网友挖出，花西

子品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开设属于自

己的工厂，产品均由代工企业生产。记

者点进花西子在某购物平台的官方旗

舰店，在引发此次风波的眉笔主页上显

示，产品生产工厂为上海创元化妆品有

限公司，而该工厂自有品牌“玛丽黛佳”

旗下的眉笔中，一款重 0.2 克标价为 57

元，另一款重0.1克标价为68元，克价均

低于花西子。

这并不是国产美妆品牌第一次陷

入“价不配位”的舆论中，“重营销轻研

发”的标签仍贴在国产品牌上。作为唯

二面市不到三年，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

的国产美妆品牌，花西子和完美日记的

“成功之路”不可谓不相似：完美日记上

市后公布的首份财报显示，公司 2020

年营收 52.33 亿元，营销支出为 34.12 亿

元，占比达 65%左右，而用于研发的经

费仅有0.67亿元，占比约为1.3%。与之

相对比的是，同为开价品牌的欧莱雅过

去 几 年 营 销 费 用 占 比 约 为 营 收 的

30%, 研发费用约占营收的3.5%。

仅靠产品营销取得的胜利能否长

久？如今看来，消费者已经逐渐回过味

来。“国货品牌上新特别快，而且经常找

博主推广，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买。但

买了几次后发现，我并不需要那么多化

妆品。那些压花精美、配色绚丽的眼影

盘，有很多买回来后就闲置了。所以，

现 在 我 宁 愿 买 一 些 质 量 好 的 单 色 眼

影。”吕女士说。

其实，国产美妆在国内发展有着天

然的优势：既熟悉本地市场，又无需承

担海外品牌的关税、运输成本等。更重

要的是，国人对国货热情高涨，国牌的

诞生往往“自带流量”——购买国货成

了一种彰显民族自信的途径。

如何回应这份热情？品质过硬的

产品才是一切的根本。

老国货凭实力“造梗”好营销是“锦上添花”
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消费者对

营销并不一定反感。相反的，在互联

网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自带

“造梗”与“玩梗”的能力，如鸿星尔克、

椰树椰汁等国牌都有过“造梗”的成功

案例。

正如今年火爆的国产剧《狂飙》中

的那句台词：“风浪越大，鱼越贵。”国产

老牌子蜂花就是在此次风波中捞到鱼

的那位。

花西子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蜂花

在直播间连夜上架三套 79 元的洗护套

餐，并在短视频中打上“不管工资涨没

涨，反正蜂花没涨价”的字样。这一波

操作引来了网友的叫好，套餐迅速售

罄，“蜂花 商战”这一词条也迅速占领

微博热搜榜首。

这仅是开始。蜂花的“79 元”套餐

售罄后，鸿星尔克、上海白玉牙膏、上海

硫磺皂、白象方便面等主打“物美价廉”

的老国货品牌也纷纷上架79元套餐，且

每家直播间内都同时摆上了其他国货

品牌的产品，被网友戏称为“团建式直

播”，赚足了好感。

此次老国货的翻红，看似偶然，实

则必然。这些品牌有不少共同点：成立

已久、便宜大碗、鲜少涨价⋯⋯这与目

前消费者对高性价比产品的需求十分

契合。而“商战营销”只是开出一个窗

口，真正打动消费者的，是他们透过窗

口所看见的老国货品牌数十年如一日

的踏实作风。

另一近期火热的国产品牌当属华

为。8 月 29 日，华为在没有预告的情况

下悄然上架了Mate 60系列产品，给期

待已久的国人们带来了惊喜，市场上立

时“一机难求”——你看，除了极致性价

比，国产品牌也正焕发出“遥遥领先”的

创造力。即便没有营销，慧眼识珠的消

费者们也乐于为好产品买单。

只有产品品质才能牢牢握住人心
此次事件发酵的源头是李佳琦的不

当言论引发了众多“打工人”的不满。李

佳琦的发言无疑带着来自精英阶层的傲

慢之感，伤了支持者们的心。而花西子

似乎是被“牵连”进了这场舆论漩涡中。

但对国货品牌而言，此次事件也再

次敲响了警钟：仅靠产品营销或许能收

割一波“流量”，但并非品牌发展的长远

之策。热闹散去后，只有产品品质才能

牢牢握住人心。

“花西子”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2022 年 3 月，花西子在媒体发布会上宣

布，未来 5 年，其将投入超过 10 亿元，在

多个产品创新、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

究领域展开布局，打造一个门类完善、技

术先进的东方美妆研发体系；今年6 月，

完美日记母公司逸仙电商旗下“瑞金医

院-逸仙集团医学护肤联合实验室”正式

成立，这也意味着逸仙电商与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合作从此开

启，探索“医学护肤”的更多可能性。

回头看来，花西子的成立时间还是

十分短暂的，品牌需要时间成长。但现

在它需要与消费者的耐心赛跑——毕

竟，对于思考今天晚饭加不加鸡腿的

“打工人”们而言，比起花钱支持虚无缥

缈的“品牌”，还是拿到手上的好产品更

让人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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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笔款式多样 削成固定形状的眉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