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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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膏最贵才十几二十块，现在的牙膏，普遍二三
十块。”有消费者吐槽。

为什么两三元的牙膏销声匿迹了？

动辄二三十元动辄二三十元，，十元以下牙膏难觅十元以下牙膏难觅

关于牙膏价格上涨，最近去超市购物的
消费者小倪深有体会。

“放眼望去，多是二三十元的牙膏，好点
的都要三四十元了，最便宜的佳洁士盐白牙
膏也需要6.9元，价格太过离谱。”

如小倪所说，近日，记者探访多个超市，
牙膏的价格普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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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牙膏价格能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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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膏为何越卖越贵牙膏为何越卖越贵？？

曾经几十元的牙膏，被人称为牙膏界的
“爱马仕”，如今牙膏界人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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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外资企业涌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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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功效性牙膏的异军突起，让行业找到了

“财富密码”。
“于是，牙膏企业纷纷停产不赚钱的传统

牙膏，开始主打功能牙膏，而功能牙膏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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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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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牙膏还能买到吗便宜牙膏还能买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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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心仪的那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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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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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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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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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一年一度的“双 11”电商大促
正在进行，买买买成了人们最近的关键
词。

时间再往前推，中秋国庆假期，人们
出游热情高涨，景区中涌动的人潮、餐厅
里不断刷新的叫号提示，都成为火热消
费的缩影。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530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9.2%，扣除价格
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8%。

从消费支出类别来看，增速最快的几
乎都与旅游出行和文娱活动相关，例如服
务 消 费 支 出（17.4%），文 化 娱 乐 支 出
(16.4%)，医疗保健支出（15.3%），交通通信
支出（11.3%）。

与此同时，各省也陆续发布了前三
季度的“成绩单”。记者梳理发现，截至
10 月 29 日，已有 16 个省份公布了前三
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7 个省份
前三季度人均消费支出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

其中，上海居民最能“买买买”，人均花
费 39969 元，北京、浙江紧随其后。从增速
上看，宁夏、青海等中西部省份增速最高。

对此，中国数实融合 50 人论坛智库专
家洪勇告诉记者，我国中西部省份市场潜
力巨大，各种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量都在
不断增加，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医疗医疗、、教育文娱支出增速最高教育文娱支出增速最高

消费是目前经济增长的亮点，也是拉动
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随着经济持续好
转，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消费需求稳步回暖，
居民消费支出继续恢复。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530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9.2%，扣除
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8%。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315元，增长8.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8.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998 元，
增长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0%。

人均消费支出，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
常生活消费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实物支出
和服务性消费支出。

这些消费支出按商品和服务的用途，分
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
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
杂项商品和服务八大类。

前三季度，这八大消费品保持全面增
长。其中，四大类增长两位数以上，具体为
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 11.3%；人均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长 16.4%；人均
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长 15.0%；人均其他

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增长17.4%。
对此，洪勇告诉记者，交通、教育文

化娱乐体现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和个人
发展的关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交通出行、教育
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需求也越
来越高。同时，这些领域的发展也能够
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消费升级，带动就业
和创新。

在他看来，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保持回稳向好态势，“这主要说明了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消费市场需求有所恢复。”
洪勇说。

洪勇认为，接下来应该继续加快转
型升级，推动消费升级和优化消费结构，
提高消费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满足人民
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还应该加
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
平和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市场的健康发
展。

77省份超全国平均水平省份超全国平均水平

分省份看，各地居民的消费支出情况如
何？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 10 月 29 日，共有
16 个省份发布了居民人均消费数据。其
中，接近一半的省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
平，青海、宁夏等中西部省份增速最高，跑
赢全国。

分省份来看，16个省份中，上海、北京、
浙江、天津、广东、江苏和湖北7个省份的前
三季度人均消费支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这其中，上海以 39969 元位居第一，北京以
34783元位居第二。

同时，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也在全国领先，分别是 63618 元和
61718元。

浙江以31390元位居第三，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11860 元，在 16 个省份中排在第 3
位。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
是居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农村居民
消费水平居全国第一。

分类别来看，浙江八大消费全面保
持增长，其中四大类增长两位数以上，分
别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 24.7%，医
疗保健支出增长 16.7%，生活用品及服务
支出增长 10.4%，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增
长 19.7%。衣食住行等四大消费同样保
持增长。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升，居民消费观念发生较大变化，花钱
买快乐、买体验、为健康买单都成为新趋
势，健康消费、旅游消费等推动服务消费稳
步增长。

此外，从统计数据来看，增速位于10%
以上的省份有 7 个，分别是上海、天津、陕
西、青海、湖北、海南、宁夏，吉林。

值得注意的是，在7个增速最高的省份
中，除了上海、天津、海南外，基本都是东北
或中西部省份。其中，吉林和青海增速较
高，分别为24.1%和21.8%。

洪勇对记者分析称，一方面，中西部省
份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在近年来得
到了政策支持和投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中西
部省份的消费市场还未完全饱和，消费潜
力巨大，各种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量都在
不断增加。

此外，他还表示，中西部省份的消费结
构相对欠缺多样性，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人们对于消费品质量和品牌的
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也促进了居民消费支
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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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元的牙膏为何销声匿迹了

16省份消费三季报出炉：沪京浙最能买，中西部增势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