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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品牌价格“步步高”

关税下调不应是

奢侈品提价借口

最近， 网上关于某些国外奢侈品提价、 商

务部欲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的消息沸沸扬扬。

有人认为， 国外品牌提价跟关税下降预期息息

相关， 但这经不起推敲， 因为不符合最基本的

逻辑， 奢侈品关税下调不应成为奢侈品提价的

借口。

首先， 奢侈品关税如果下降， 意味着国外

奢侈品进入国内市场成本下降， 如果保持目前

的价格水平不变或在旺季促销时稍微降一下价，

都可以使利润得到提升。 但从年初到现在， 我

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国外奢侈品提价， 这

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对外经贸大学奢侈品研究

中心一位专家表示， 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竞

争策略， 高端商品为维护其品牌价值， 除在产

品的独特性、 稀缺性上做文章外， 也会让价格

维持高高在上———如果一般老百姓都能买得起

的话， 那就不是奢侈品了。

虽然很多奢侈品牌对于这种价格常规保护

策略绝口不提， 只是将原因归结为原材料成本

上涨以及研发投入、 人力成本、 物流成本的提

高， 但中国奢侈品协会行政总裁蔡苏建认为，

奢侈品本身的溢价空间很大， 成本的涨幅对其

不构成绝对影响。

那么， 为什么国外的高端商品在国内说涨

价就涨价？ 分析认为， 奢侈品经营企业具有一

定的产品定价权， 同时国内奢侈品消费群体日

益年轻化， 攀比成风， 给了国外奢侈品牌不断

提价的机会。 此外， 国产品牌奢侈品种类相对

较少， 消费者的选择也较少。

其次， 奢侈品关税的下降是政府回收购买

力， 阻止资金外流的一种手段， 其初衷是希望

国外的奢侈品在国内的售价产生松动， 但现在

看来有些事与愿违。

有专家表示， 降低关税只是一种外在的手

段，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奢侈品价格远高

于国外的现状。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王志邦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只有引导消费者对奢侈品

理性消费， 不盲目跟风， 才能让奢侈品没有

“骄傲” 的土壤， 才能把奢侈品的价格抑制住。

有专家建议， 政府部门不应把精力放在降不降

关税的 “口水战” 上， 不断完善消费促进机制

才是最重要的。 （李强）

外资品牌刮起涨价风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今年

5

月， 国家发改委为稳

定物价， 约谈了

6

家洋奶粉企业。

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以雅培、

惠氏为首的洋奶粉再次全线涨价。

此外， 雅诗兰黛中国公司宣布上

调其部分产品的零售价， 联合利

华、 宝洁、 欧莱雅以及安利等外

资品牌也都于近期纷纷实施涨价

计划。 对此， 业内专家提醒， 要

警惕出现新一波外资品牌集体

“涨价潮”。

外资品牌集体涨价

近日， 洋奶粉涨价潮再度出

现。 记者从几家大型超市获悉，

包括惠氏、 雅培等品牌婴幼儿奶

粉终端售价日前悄然上调， 平均

涨幅达

10%～15%

。 在化妆品领

域， 近日雅诗兰黛中国公司准备

上调其集团旗下品牌的零售价。

而一个月前， 欧莱雅旗下的兰蔻

几乎全线产品都已涨价， 涨价幅

度

5%～8%

。 另一品牌碧欧泉也对

其男士护肤系列产品价格进行调

整， 日系的

FANCL

也将部分产品

上调

10

元。

除此之外， 外资品牌保健品、

饮料日前也加入涨价行列。 从

7

月

5

日开始， 安利旗下倍力健、

蛋白粉和维生素

C

等产品将全线

提价， 涨幅在

11%

左右。 可口可

乐和百事可乐旗下产品也早已悄

悄以 “瘦身” 方式变相涨价。

涨价皆因成本压力？

对于涨价， 外资品牌的官方

解释一般都是公司原材料成本上

涨， 以及研发投入、 人力成本、

物流成本提高所致。 广东金融学

院副教授许巍认为， 这首先是原材料

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 其次， 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 带动了包装物流等环

节价格的上扬； 此外是人力成本上

升， 而这些成本的上涨使得企业利润

被压缩。

相对应地， 同行业的国内企业产

品却没有涨价。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

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 外资品牌

涨价并非完全因通胀导致企业利润下

降， 而是由于外资品牌在其行业的垄

断地位， 同时在收获品牌溢价。

“这些外资品牌之所以强势， 关

键之处在于它们拥有众多的国内消费

者， 特别是日化产品直接同人体肌肤

接触， 消费者非常注重安全性方面的

问题， 对外资巨头日化产品质量安全

上更加信赖。 这也使得外资日化企业

有了很高的品牌溢价。” 中投顾问高

级研究员黎雪荣说。

此外， 营销费用的持续上涨也是

企业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

悉，

2010

年中国广告投放排名前三

的分别为宝洁、 欧莱雅和联合利华，

而且其营销力度和范围越来越大、 越

来越广， 营销费用的持续上涨成为企

业成本上升的一大原因。

谨防出现涨价潮

在外资品牌密集涨价的情况下，

有关专家提醒， 要谨防出现新一轮集

体涨价潮。

许巍指出， 当前我国通胀预期

有所缓解， 但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企业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不能

把所有的成本压力都转嫁给消费者。

而且随着外资品牌化妆品、 奶粉的

相继提价， 其他行业企业涨价潮暗

流汹涌， 新一波外资品牌 “涨价潮”

似乎一触即发， 要警惕再次出现集

体涨价潮。

洋品牌涨价对

CPI

影响甚微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目前我国通胀压力仍大， 外资品

牌中的食品、 日化产品以及奢侈品相

继涨价， 这会不会加大我国通胀压

力？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

表示， 外资品牌涨价对我国消费价

格指数 （

CPI

） 的上涨会有一定影

响， 但影响甚微， 而由此可能产生

的对国内品牌的 “带动作用”， 却是

不容忽视的。

翘华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魏震维认为， 这是在国家有关部门

5

月初对多家品牌食品、 奶粉、 日化

企业进行约谈、 限价之后的新一轮普

涨， 今年

4

月和

5

月的

CPI

已达

5.3%

和

5.5%

， 从目前各大品牌的涨

价幅度来看，

5%～10%

的价格上涨尚

属于正常调整范围。

针对外资品牌涨价对我国

CPI

的

影响， 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许巍表示，

其在拉动国内

CPI

上涨方面的直接影

响可能有限， 但可能会对国内企业起

到一种带动作用。 一方面外资品牌涨

价折射出由于成本上升， 企业需要通

过涨价来获取利润； 另一方面， 随着

发改委两个月限价令到期， 国内相关

企业很有可能在观望一段时间后开始

涨价， 这将给

CPI

上涨带来压力。

“这些品牌的涨价短期内对

CPI

上涨会有一定影响， 但从长远来看影

响甚微。 当然， 当前的通胀也很难回

落。” 魏震维认为， 这主要源于我国

目前的通胀成因属于输入型通胀， 这

牵涉到国际市场的外因， 以及中国进

入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所

致， 这是一个长期内因。 所以， 除非

中国的宏观紧缩长期持续， 否则在今

后的多数时间内也将保持偏高的通胀

率。 除非大的宏观经济环境有重大改

变， 否则未来两三年内通胀仍不会明

显下降。

洋奶粉近期纷纷上调销售价格 春雨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