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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经营使用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征求
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达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四川省

（达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要求，由

达州市市场监管局(化妆品监管科)牵头制定达州市地方标

准《化妆品经营使用质量安全管理规范》，标准草拟工作完

成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20 日，并按地方标准制定程序送审、

报批。

（二）目的和意义

随着化妆品行业飞速发展，化妆品安全成为民生关注新

热点，安全高质的化妆品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务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

局先后颁布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经

营监督管理办法》、《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化

妆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企业落实化妆品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对化妆品生产经营

行为作了相应规定，涉及化妆品原料与产品、产品注册与备

案、生产许可、监督管理等，但是对化妆品经营和使用环节

的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有关内容和要求较为宏观、原则和笼



统，缺少对化妆品经营和使用环节从人员管理、制度体系、

采购、验收、运输、储存、销售、不合格产品处理、售后服

务、安全风险管理的全链条的管理要求。

牵头制定《化妆品经营使用质量安全管理规范》，明确

化妆品经营和使用单位人员、设施和场所、采购、验收、运

输、贮存、销售、风险防控的管理要求，作为经营和使用单

位的管理规范，有利于引导和督促化妆品经营和使用单位严

格遵循化妆品质量安全法规，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有利

于督促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自觉履行法定质量义务，加

强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能力；有利于

构建规范有序的化妆品经营秩序和营造安全放心的化妆品

消费环境，促进化妆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三）编制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2024 年 4 月）。

成立标准研讨小组，邀请市局从事产品质量、化妆品监

管执法、标准化管理、不良反应监测、市食药所从事化妆品

抽检检测、市化妆品协会、美容美发协会等单位和组织有关

人员充分研讨标准制定的需求、重点、架构和内容，梳理收

集标准制定需要的参考文献和法规依据，形成标准框架提纲。

2、前期调研（2024 年 5-6 月）

（1）资料收集：标准起草小组赵波、李晶晶等同志牵

头先后收集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2020]第 727 号）《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1]第 46 号）、《化妆品网

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药监局 2023 年第 36 号公告）、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国家药监局 2021 年第 123

号公告)、《牙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71 号)、《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 》（国家药

监局[2022]第 16 号）、《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国家药

监局[2021]第 77 号）、《达州市化妆品经营监管现场检查

工作指南》 （达市监办〔2023〕11 号）和《达州市化妆品

经营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现场检查评价标准》，作为标准起

草的研究学习对象和借鉴参考依据。

（2）实地调研：标准起草小组廖学平、吕明琼等同志

牵头成立调研组，深入化妆品经营和使用单位开展实地调研

走访。对象涵盖化妆品专业店、专卖店、从事化妆品经营的

商场超市、商贸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美容

美发机构、宾馆、提供化妆品集中销售场所、化妆品展销会

举办者和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等不同业态，调研走访

包括货源渠道、经营方式、销售渠道、经营效益、质量管理、

监督管理、问题与需求等内容。

3、标准起草（2024 年 7 月）

标准起草小组对收集到的法规文件、技术标准等资料进

行梳理分析，结合调研情况，按照标准框架提纲采取分工负

责的方式，赵波同志负责标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与定义、业态与分类、质量安全职责、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以及附录等部分的编制，廖学平同志负责从业人员与培训、

过程质量管理等部分的编制，李晶晶同志负责质量安全风险

管理、经营质量档案管理等部分的编制，形成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2024 年 8 月）

将标准草案稿和编制说明交予参与编制和调研的各相

关方，通过电话、微信、面对面沟通等方式反复对标准的技

术要求、章节要点等进行探讨，不断完善标准草案稿，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按照达州市市场监管局要求，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并及时、全面、合理的归纳反馈意见，形成意见

征求汇总表，对每一条意见进行认真评估和整合，修改完善

标准文本和标准编制说明，最终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送

审稿，提交至达州市市场监管局。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1.科学性。本标准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与定义、业态与分类、质量安全职责、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从业人员与培训、过程质量管理、质量安全风险管理、经营

质量档案管理以及附录等内容。其内容的确定充分考虑和贯

彻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 》《化妆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管理办法 》《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对化

妆品经营和使用质量安全管理的规定和要求，同时，借鉴省

药监局、市市场监管局推行化妆品经营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



的做法，引导和鼓励经营和使用单位规范销售现场管理，对

信息公示、分类管理、 色卡管理作出指导和规范。

2.合理性。本标准针对不同化妆品业态、不同经营规模，

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记录填写和经营档案建立等方面结合

实际提出了合理的不同要求。

3.可操作性。本标准制定过程进行了充分调研走访和征

求意见，契合了不同经营和使用主体的质量安全管理需求，

较好的回应了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要“做什么”、“怎么做”、

“哪个做”、“什么时间做”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和参考了以下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四川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

3.《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4.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5.《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6.《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

7.《化妆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8.《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 》

9.《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

（三）标准结构和内容说明

1.标准结构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业态



与分类、质量安全职责、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从业人员与培

训、过程质量管理、质量安全风险管理、经营质量档案管理

等 10 个章节和附录。

2.主要内容

（1）术语和定义：对化妆品、化妆品不良反应、化妆

品标签、最小销售单元、临期化妆品、化妆品经营单位、化

妆品使用单位、销售包装可视面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规定。

（2）业态与分类： 标准对化妆品经营单位分为从事化

妆品销售活动的经营企业(者)和提供化妆品集中销售场所/

平台的经营企业(者)两类，把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在经营

服务中使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者定为化妆品

使用单位。

（3）质量安全职责：标准既对经营和使用单位质量安

全职责作了统一要求，又对各类经营单位和使用单位质量安

全职责作了分述。

（4） 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从事化妆品销售活动的

经营单位主要包括质量安全责任、进货查验记录、索证索票

和台账管理制、贮存和运输管理、不合格品管理、产品召回、

不良反应监测报告、配合监督检查等基础制度和其它需要制

定的制度。 提供化妆品集中销售场所/平台的经营单位主要

应包括市场/平台准入、退场、日常检查、投诉举报处理、

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制、突发事件上报等制度。规定化妆品

使用单位至少应建立实施进货查验记录、索证索票和台账管

理、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客户投诉管理等制度。



（5）从业人员能力与培训：主要规定了 化妆品经营使

用单位的管理者、专兼职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其他从业人员

的人员能力要求和培训要求。

（6）过程质量管理：主要包括第二类化妆品经营单位

的采购与验收、运输与贮存、销售现场管理、 网络销售单

位与产品信息公示、网络销售单位禁止行为、使用单位应展

示销售包装；第二类化妆品经营单位入场审核管理、经营过

程管理、不良行为处理等内容。

（7）经营档案管理：主要规定了建立实施档案管理制

度、档案保存期限、档案更新等要求。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情况，以及与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国外相关标准。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写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

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标准结构和编写符合国家标

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相关要求，与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

准具有一致性、无任何抵触。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由市市场监管局化妆品监管科和人



事宣传科通过多种渠道和媒介宣传报道我市首个化妆品地

方标准的出台，最大限度扩大知晓面。二是加大宣贯力度。

市市场监管局化妆品监管科、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和化妆品

相关行业协会分别牵头分领域、分行业、分区域开展地方标

准的宣贯培训，使相关监管人员、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熟悉

标准内容，掌握标准要求。三是加大评估力度。适时开展标

准实施有效性的技术评估和意见反馈。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标准。

八、其它说明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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