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化妆品分类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妆品的分类和编码。 

本标准适用于化妆品备案、注册、管理和统计。 

2. 化妆品分类 

采用线分类法，在特殊用途化妆品、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分类的基础上，按产品功能、作用部位、

产品剂型，同时考虑特殊人群，对化妆品进行细化分类。 

3. 化妆品编码 

3.1 代码结构 

采用层次码，代码分 5 个层次，依次为特殊用途化妆品/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类别、产品功能、作

用部位、产品剂型、特殊人群，各大类中的细分品类见表 1。 

 

3.2 编码方法 

代码用 6-7 位数字和字母组合表示。第一、三、五层各用 1 位数字或字母表示，若产品适用人群

不包含第五层特殊人群，则省略第五层编码。第二、四层采用顺序码，用 2 位数字表示，代码为 01～

99。 

3.3 分类编码表 

化妆品分类编码见表 1。 

 

× × × × × 

第一层   特殊用途化妆品/非特殊用途化妆品 

第二层   产品功能 

第三层   作用部位 

第四层   产品剂型 

第五层   特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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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妆品分类编码 

编码 1 编码 2 功能 编码 3 作用部位 编码 4 剂型 产品举例 编码 5 特殊人群 

Ⅰ 

特殊用

途化妆

品 

01 育发类 A 头发 01 膏霜类 隔离霜、BB霜、CC霜、霜状面膜、香脂、冷霜、焗油

膏、发膜、护发素、焗油膏、染发膏等 

a 儿童 

02 染发类 B 头皮 02 乳液类  乳、乳液、奶、奶液、蜜、露、精华液、精华乳、粉

底液、乳状面膜、洗面奶、发乳、无纺布面膜等 

b 孕妇或哺乳期妇

女 

03 烫发类 C 面部（不包含粘膜

部位） 

03 水剂类 啫喱水、精华水、香波、花露水、香氛、香水等 c 老年人 

04 脱毛类 D 眼部 04 凝胶类 啫喱、啫喱膏、凝胶、胶、凝露、晶露、啫喱面膜等   

05 美乳类 E 唇部 05 油剂类 精油、唇蜜、唇彩等   

06 健美类 F 剃须部位 06 粉剂类 粉、颗粒、粉底、散粉、粉块、粉饼、腮红、颊彩、

眼影、眼彩、气垫粉底、粉状面膜、香粉、爽身粉、

痱子粉、定妆粉、面膜（粉）、浴盐、洗发粉、染发粉、

胭脂、眼影等 

  

07 除臭类 G 身体肌肤（不包含

面部） 

07 泥类 泥状面膜、洁颜泥等   

08 美白祛斑类 H 身体肌肤（包含面

部） 

08 喷雾剂类 定型发胶、喷发胶、发胶、彩喷等   

09 防晒类 I 手部 09 气雾剂类 摩丝等   

Ⅱ 

非特殊

用途化

妆品 

10 抗皱类  J 足部 10 贴膜类 拔毛贴、鼻贴等   

11 延缓衰老类 K 指（趾）甲 11 蜡基类 唇膏、眉笔、唇线笔、发蜡、睫毛膏、唇彩、液体唇

膏等 

  

12 祛痘类 L 牙齿及口腔粘膜 12 有机溶剂

类 

指甲油、甲彩等   

13 控油类 M 眉毛  13 胶囊类    

14 去屑类 N 睫毛      

希
科

检
测

 

www.ci
rs-

ck
.co

m
 

咨
询

热
线

：
40

06
-7

21
-7

23
 

邮
箱

：
te

st@
cir

s-g
ro

up
.co

m
 



编码 1 编码 2 功能 编码 3 作用部位 编码 4 剂型 产品举例 编码 5 特殊人群 

15 去角质类  O  体毛（包含腋下）       

16 爽身祛痱类 P 体毛（不包含腋

下）  

     

17 清洁类          

18 卸妆类          

19 保湿类          

20 滋养类          

21 修复类        

22 美容修饰类          

23 芳香类          

24 头发造型类        

           

         

 备 注 ： 化备 品 备备 备 备 由第一备 至第五备 备 备 按先后备 序备 合在一起。 

例如：剃备 滋备 膏分备 备 号备 Ⅱ20F01, 儿童防晒霜分备 备 号备 Ⅰ09H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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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作为我国化妆品的根本性法规，对化妆品定义和分类的界定已不能很

好的满足化妆品行业发展的需求。为适应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对化妆品分类进行研究。通过对市场现

有的化妆品品类进行调研分析，基于风险管理的原则，在确保产品质

量安全的前提下，对现行化妆品分类标准进行优化细化，建立科学合

理的化妆品分类方式，为化妆品行业的规范发展和科学监管提供依据。 

一、分类原则 

（一）依法依规，合理细化。在遵循现有法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

在特殊用途化妆品、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分类的大框架下，以产品功能、

作用部位、产品剂型为依据细化分类。开放式的分类表格设计，可依

据行业和科技的发展对分类进行动态增补或调整，合理高效。 

（二）科学分类，确保安全。以产品具有或宣称的使用目的为分

类的主要依据，以产品采用的原料、适用人群等内容为参考，科学合

理对化妆品进行分类。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单独列出，便于引起重

视，差别化管理。 

（三）编码原则，准确定位。实施编码原则，可以准确地定位产

品的功能、作用部位以及剂型信息，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产品的安全

性信息，利于产品的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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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化妆品分类标准的说明 

特殊用途化妆品、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分类管理模式是《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提出的，并规定对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首次进口化

妆品实行审批制，《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六条规定

了九类特殊用途化妆品含义。2004 年，卫生部将进口非特殊用途化

妆品由审批制调整为审核备案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当前监管

实际，基于风险管理原则，在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对化妆品

分类进行完善。 

（一）建立功效、使用部位、剂型、安全风险基础上的化妆品分

类原则 

通过查阅 50余篇文献，以及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化妆品分

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美国的化妆品分类方式主要以产品功能（如浴

用制剂、芳香制剂、防晒制剂等）来对产品进行大的归类，同时兼顾

特殊使用部位（如眼妆制剂、指甲制剂、口腔清洁产品等），以及特

殊使用人群（如婴儿产品）；欧盟结合功能（如抗皱产品、脱毛剂等），

作用部位和剂型（如用于手、脸、足部的乳霜、乳液、露、啫喱和油），

同时考虑特殊使用部位（如面部和眼部化妆品与卸妆产品、唇用产品

等），来对化妆品进行分类；日本将化妆品、医药部外品进行功能细

化，以功能为基准进行分类；韩国主要以功能作为化妆品分类的一级

座标（如染发用产品类、洗浴用产品类等），同时结合特殊部位（眼

部化妆用产品类（眼部彩妆产品类）、指甲用产品类、刮脸用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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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特殊人群（如儿童用产品类），使其分类体系更加完善。 

广大消费者在选择购买化妆品的时候，第一需求以及关注点即为

化妆品的功能，而功能效用决定了选择何种功能性原料，因而成为影

响化妆品安全的第一要素，因此功能在引导消费、保障消费者安全、

制定监管法规及制度方面自然也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随着社会的

发展进步，人们对化妆品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化妆品行业也逐渐的细

分，不同的作用部位、不同的剂型、不同的人群都会对化妆品的安全

有效使用产生影响。眼部、唇部等粘膜部位皮肤更薄更细腻，在保证

功能的同时，产品的刺激性要尽可能小，以保证消费者安全使用。婴

儿和儿童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皮肤与成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更容

易引发过敏和其他伤害，因而化妆品研发以及监管都要区别对待。特

殊剂型，比如气雾剂类产品，因为压力大，粒子非常细小，易被吸入

人体，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在分类进行监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其特

殊性。 

（二）实行编码制度 

通过对市场现有的化妆品品类进行调研分析，在尽量囊括市场现

有全部化妆品品类的基础上，从实际需要及监管的角度出发，在特殊

用途化妆品、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分类的大框架下，建立功效、使用部

位、剂型、安全风险基础上的化妆品分类原则，将功能更加细化，并

将作用部位和剂型进行细化规范化，对化妆品实行编码原则。在这种

分类标准下，市场上任何产品都能归入相应品类，且对应相应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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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每种产品的编码，就能清楚地知道该产品功能、作用部位以及剂

型信息。准确地定位产品的功能、部位以及剂型，有利于更好地分析

把握产品的安全性信息，对问题产品追根溯源，也有利于科研工作者

和监管工作者更加细化规范地定向对产品进行研发和监管。 

（三）开放式分类表格管理模式 

由于《条例》及《实施细则》颁布实施已有 20 余年，对化妆品

定义和分类的界定已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求和当前化妆品监管工

作的实际需要。伴随科技进步和市场的发展，化妆品的功能、剂型、

作用部位、作用人群等涉及产品安全性的因素会出现新的动向，采用

开放式表格，对化妆品分类进行动态管理，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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