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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费费国国货货也也能能引引领领时时尚尚潮潮流流
“百姓口碑国货精品”消费调查引发强烈反响

为何一个个原本风生水起的本
土日化品牌，都轻而易举地做出合
资或卖掉的决定？

对此问题，北京志起未来营销
咨询集团董事长李志起以“一指禅”
来比喻：“本土日化品牌的绝活几乎
都是单个产品或者单个品牌，对于
这些企业来说，继续做大做强面临
很多困难，比如成本费用无法分摊
等。而像欧莱雅、联合利华、宝洁等
跨国巨头执行的都是多品牌战略，
资源利用合理，费用摊薄，化解风险
的能力也强。”

“这些被收购的本土品牌，都是
背后没有雄厚的财力做支撑。”李志
起表示，目前国内融资环境受限，一
些日化企业无法实现上市，创始人
也不能轻易套现，除了被收购外似
乎没有别的选择。

而对于民族品牌频频遭遇“并
购死”的情况，李志起认为，一些外
资收购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竞争对
手，比如小护士、丁家宜、大宝，外资
收购它们主要就是看中这些品牌的
销售渠道，通过收购来增加对低端
市场的铺货能力。

李志起表示，出于对经济发展
大环境的担忧，日化行业一些民营
企业家选择比较好的时间点“落袋
为安”可以理解。“外资频频并购知
名本土日化品牌，是否涉嫌行业垄
断？国家反垄断机构应该对此进行
相应的调查。”

据京华时报

国货频被并购
多因单打独斗

本报济南9月13日讯(记者 张頔)

“国货的质量在老百姓心中是有口碑的，
目前应该把国货的品牌形象塑造好。”9
月13日，本报发起“百姓口碑国货精品”
消费调查之后，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响，
有不少读者在填写调查问卷的同时，打
来热线阐述自己对国货的看法。

“从永久自行车到上海牌手表，这些
都是响当当的国货牌子。”55岁的冯春红
在年轻的时候便对国货精品有着极强的
信任感。“但现在去商场看看，不少产品
用的都是外文商标。”冯春红说，据她观
察，用外文商标的未必是外国的产品，国
货应该打响自己的品牌。

蒋琦是个“80后”消费者，她上大学的
时候比较关注外国品牌，穿的运动鞋却是
耐克、匡威这样的美国品牌。“就在咱们追
求外国品牌时，国外的明星却选择了咱们
的国货。”前段时间，蒋琦在翻看娱乐杂志
时，发现好莱坞电影明星奥兰多·布鲁姆
在逛街时穿的竟是中国产的回力鞋。

蒋琦对回力鞋并不陌生，她叔叔在晨
跑时穿的就是这种运动鞋。“当时我还觉
得这种球鞋不怎么上档次，但没想到咱们
的国货都开始引领外国的流行趋势了。”
随后蒋琦还找到了回力鞋的专卖店，她发
现回力鞋在不断创新，除了式样有多种选
择之外，鞋子的舒适性也提高了不少。

“其实消费国货并不只是为了表达民
族感情，在产品使用上来说，咱们自己生
产的东西肯定更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面对动辄上千元的外国化妆品，蒋琦有个女
同事现在还用着曾经风靡一时的友谊牌雪
花霜。“她皮肤容易过敏，用进口化妆品就起
红斑，反而是这种雪花霜，对她有不错的护
肤效果。”蒋琦说，现在这种“复古”的化妆品
又一次受到了同事们的追捧。

截至9月13日下午4点，齐鲁晚报网
上“百姓口碑国货精品”调查问卷已有
216人参与投票。欢迎广大读者登录齐鲁
晚报网(http：//www.qlwb.com.cn)踊跃
参与有奖调查。

就在本报启动寻找“百
姓口碑国货精品”的活动之
际，一起并购案引发广泛关
注。刚在国内打响名号的
国货品牌美即面膜，正面
临欧莱雅的巨资收购。这
是否又是一起“并购死”的
案例呢？

近日，欧莱雅集团和美
即控股国际有限公司联合
发布公告，欧莱雅出资51 . 5
亿元人民币收购美即全部

已发行股份。目前该交易只
待商务部批准。据AC尼尔
森的报告，2012年美即品牌
在中国面膜市场的占有率
达到26 . 4%。

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
的2003年12月，欧莱雅收购
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当年
的小护士是中国排名第三
的护肤品品牌，仅次于玉兰
油和大宝。其后不久，欧莱
雅又收购了中国彩妆及护

肤品牌羽西。
在不少化妆品行业人

士看来，小护士和羽西被欧
莱雅收购后的表现并不理
想。与当初高调嫁入欧莱雅
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小护士和羽西早已没有了
往日的光彩，市场份额逐渐
缩小，品牌发展趋于缓慢。
目前小护士在市场上几乎
销声匿迹。

本报记者 王赟

美美即即面面膜膜刚刚做做大大
欧欧莱莱雅雅就就要要巨巨资资收收购购

专家解析

延伸阅读

欧莱雅收购美即只待商务部批准。（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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