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亚研究院副院长龚盛昭：

培养精细化技术人才 助推化妆品产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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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风下，国货强势崛起，多个国产化妆品

成功“出圈”，成为新消费趋势。然而，流量经

济下，品牌更新速度快，仅靠营销手段难以获得

持久生命力，不少“网红”产品稍纵即逝。国产

美妆该如何破局，让“网红”成为“长红”？广

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龚

盛昭博士用自身经历悟出了破解之法：既要有顺

应潮流的营销能力，也要扎根研发、注重品质、

产教融合以及创新产品，这才是品牌突围之道。

行业突围：材料是关键

直播带货、国潮文化、政策红利等多重因素

下，本土化妆品迎来发展春天。“现在年轻人接

触到很多信息，有独特的消费观，不会一味迷信

国外大品牌，他们会对比产品价格、成分、使用

效果，讲求高性价比，质优价廉的产品更能获得

认 可 ， 这 为 国 产 化 妆 品 的 崛 起 创 造 了 很 大 机

会。”龚盛昭说，国产化妆品的配方技术跟国外

大牌已经没有显著差异，但部分化工材料的精细

化技术，跟国外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是一些高端

原材料，大部分都掌握在国际化工企业手上，国

内企业几乎只能代理，极少数企业具备新材料研

发能力，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掣肘。” 

化妆品作为配方型产品，需要多种材料复合

搭配，其产品功能与原材料密切相关，攻克原料

精细化技术是国产化妆品牌发展的突破关键。龚

盛昭打趣道，“给化妆品做配方犹如日常炒菜，

有好食材才能做出好味道，好的化妆品也必须要

有好的原料。”

然而，当前国产化妆品的新材料研发速度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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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于新产品的出现速度，这对行业长远发展极为不

利，也容易受全球供应链等因素影响，出现原料

“卡脖子”困境。对于这些，龚盛昭深有体会，

“化妆品领域，材料才是真正不可替代的，必须要

把原料生产技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环亚”）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美容化妆品高新技术企业，主

打天然活性化妆品，涵盖洁肤护肤、洗护发、身

体护理、精油、彩妆等领域，不仅需要多个种类

的原料，而且需求量非常大。“环亚专门设立了

研究天然活性物的部门，就是要把关键材料掌握

在自己手里。”龚盛昭告诉记者，对原料及其产

地的深入挖掘也是研发优质天然化妆品的重要步

骤，他们通过探寻各地，建立合作基地，以保证

道地原料的稳定供应。目前，环亚已在云南、甘

肃等地建立起玫瑰、中药材等原料生产基地。

深耕精细化工领域多年，“稳定性”早已成

为龚盛昭考虑最多的问题。在他看来，不仅要保

障供应量的稳定，材料品质的稳定性更是至关重

要 ， 尤 其 是 化 工 原 料 。 行 业 对 国 产 原 料 信 心 不

足，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品质参差，保证产品稳定

性是当下原料生产商亟需解决的关键一环。“化

妆品是复配产品，即使是添加率只有1%的原料出

现问题，另外99%的其他原料也要一起倒掉，甚

至导致整批产品报废，这无论对化妆品生产商还

是材料商来说，损失都是巨大的。” 

龚盛昭直言，大牌化妆品企业早期使用的大

部分原材料是进口材料，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国

产原料的品质得到了很大提升，也逐渐被大牌化

妆品生产企业所接受。原料作为推动整个化妆品

行业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其国产化势在必行，

尤其在精细化领域。“现在很多知名化妆品生产

企业，已逐步增加国产原料的使用量，一方面可

减轻企业成本，另一方面也助推了原料国产化进

程。”龚盛昭还提醒广大企业，平时要多考虑替

代方案，无论是使用国产原料还是进口材料，都

要防患于未然。

品牌“长红”： 技术创新是秘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创立以来，

环亚一直致力于高科技化妆品的研发，注重科技

创新，已建有皮肤素材研发、配方研发、应用基

础研究、功效评价研究、中医中药研究、包装创

意设计和开发、消费者研究等领域的研发体系。

如今，环亚已取得134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60项，实用新型15项，外观设计59项，多项成果

获得科技进步奖，成功获批高新技术企业，广州

市创新型企业、广州市创新标杆百家企业等。

“网红经济”下，营销方式多样，风口之上

的国产化妆品快速崛起，但龚盛昭始终保持着清

醒认识，“要发展就要突破，要突破就要创新，

从材料源头到生产技术都要创新，没有创新是做

不成品牌的。”他透露，一些中小化妆品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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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加 工 厂 ， 平

时主要以仿制为主，不太注重研发，很多时候做

一次产品出去就没有回单了。虽然我国的化妆品

生产技术水平跟国际大企业相比还有距离，要完

全实现自主创新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只靠流量挣

快钱，是难以长足发展的，还是要扎根研发，主

导创新创造，注重品质，才能打造品牌、走得更

远。“化工材料种类众多，有些化学性质是非常

相似的，容易彼此替代。要发展创新，就要做功

效型的、附加值高的、技术含量高的新材料。”

据 悉 ， 环 亚 当 时 就 是 凭 借 对 行 业 发 展 趋 势 的 预

测，创新性地把氨基酸表面活性剂运用到洗发水

上，打开了整个洗护产品市场。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除了要打造硬技能，还要

有品牌思维。“现在已不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

代，不仅要把品质做好，还要通过多元化的营销方

式，把产品推销出去，打响品牌知名度。”龚盛昭

介绍，为了更好地走向国际，实现“做冠军产品，

创世界名牌”的企业使命，环亚已在澳大利亚设立

工厂，为进一步国际化奠定基础。

随着国产化妆品品牌的不断沉淀和新零售方

式的强势崛起，展望未来，龚盛昭充满信心，他

相信中国十年之内定会有国际品牌出现。

薪火相传：产教融合是关键

人才，是企业的生命线，而人才培养更是企

业发展的动力。龚盛昭除了是广州环亚化妆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也是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精细化技术专业教授、广东省高校珠

江学者特聘教授。多年来，他为日化行业培养输

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企业工程师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让龚盛昭

对人才培养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常年游走在企业

与教学之间，他深知人才培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之

大。“以前高校和企业是脱节的，学校对企业不了

解，很多成果不知道如何产业化，企业也不知道高

校有什么成果可用于优化生产。所以职业教育要强

调应用，若老师教给学生的知识跟企业实际应用不

一致，人才培养质量就会降低。”

回顾自己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经验，龚盛昭表

示，学校有各领域的专家教授，有课题支持，应

该承担起行业基础研究的重任；而企业人力成本

昂贵，讲究投入产出效益，可以做一些应用基础

研究，比如化妆品美白物质的机理研究、功效对

比等。他强调，“产业要跟教育融合在一起才有

前途，校企之间应该是联动而不是脱节，要把产

业与教学密切结合，互相促进。”

作为职业院校教师的龚盛昭也深深体会到校企

合作的不易。“企业要技术支持，一般都是优先找

高等院校合作，高等院校挑剩的项目才有机会给到

职业院校。”他跟记者回忆，之前为了拿到企业的

合作研发项目，跑遍中山、佛山等珠三角地区，靠

着主动上门服务的诚意，才打动对方。

龚盛昭用亲身经历进行着产教研实践，总结出

“以研促教、以研育创”的高职创新型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模式，提出“四强四能”卓越高职教师培育

实施方案。他指出，要用科研积累教学素材，继而

转化为教学资源。同时，要从师德、教学、科研和

技术服务四个维度提升职业院校教师的师德思政育

人能力、教学设计实施能力、科技创新转化能力、

产业发展服务能力。“学校要做产学研，首先就要

自身硬，要做到强师德、强教学、强科研、强服

务，老师也要有追求卓越的动力。”

龚 盛 昭 坚 信 ， 要 解 决 教 学 资 源 与 企 业 不 一

致、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等问题，学校、企业需要

协同创新、协同育人，才能实现校企双赢。“我

们 会 鼓 励 企 业 技 术 人 员 、 工 程 师 把 一 些 研 究 数

据、心得内容以科技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分享

环亚智慧，共同促进整个行业发展。”

产教融合、薪火相传，龚盛昭一边带领环亚

研 发 团 队 攻 克 化 妆 品 技 术 难 关 ， 一 边 培 养 精 细

化 工 技 术 专 业 人 才 ， 用 行 动 践 行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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