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容院调研报告(实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美容院调研报告篇一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gdp连续十年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
速度，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人们消费的热点
正从房地产、电子产品、汽车和旅游，向美容行业过渡，美
容行业巨大的商机已经凸现。今后几年，以品牌创新、质量
创新、服务创新为本的“新美容经济”将成为中国第三产业
中的最大亮点。

20xx年，中国已有美容院154万家，经劳动部门正式签发确认
的美容教学机构673家，每年培训出来的各级美容师25万名；
而全国用于美容业投入和改造的资金大约在2000亿元以上。

20xx年，“美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整个美容行业产值接
近4000亿元，还间接拉动数以千亿元计的其他消费。

20xx年的美容行业更加快速发展，虽有很多的争议和不规范，
可政府对美容美发行业的监管，都不断加快着美容行业规范
化的脚步。尽管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但美容业至今没有进
入成熟期，整个行业由于长期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寻找一种
崭新的适合时代要求的产业运作模式迫在眉睫。

1、市场需求大；

2、从业人员结构复杂；



3、实验性比较强；

4、产业结构水平比较低。

美容行业存在的.这四大特点，正反映了美容行业的机会和挑
战。机会是指美容市场的巨大空间，每年有4000亿消费产值；
挑战是指从业人员整体水平较低，产业结构科技含量较少，
美容业的很多资源泛滥或是浪费，很多美容机构都存在或多
或少的诚信危机，整个美容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

美容行业现阶段最缺乏的是管理人才，虽有一些美容管理人
才从香港到大陆发展，但远远无法满足美容行业发展的需要。
我国高等院校几乎都没有开设美容方面的专业，只有一些中
职类的学校培养的技师，其并不能担负美容行业管理的责任。
更多的情况都是自己美容院，从技师中选拔出来的人员担任
管理工作。

美容行业的飞速发展急需高端人才。发源于济南市的莎蔓莉
莎美容院正以“人才第一、利润第二。人才就是财富、人才
就是品牌，人才就是业绩，人才就是发展”为宗旨，积极培
养人才，为其美容院的迅速发展做准备。莎蔓莉莎美容院还
与陈安之培训机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在企业内建立美容文
化促进美容教育，使企业内每一个员工都成为美容专家，真
正当好顾客的美容顾问。

美容行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相关的政策法规都不健全，现仅有
《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美容业国家管理政策法
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初级美容师国家职业
标准》、《高级美容师国家职业标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经济条件的改善，美容行业将会出现
一些新的热点，比如：

1、新兴的手部美容业；



2、牙齿美容将是爱美人士的新课题；

3、眼睫毛移植将冲击美容界；

4、氧气美容将成为美容新时尚；

5、脑部护理将成美容新潮流；

6、花朵美容将成新宠。

由于美容市场的巨大空间，使得各种规模的美容院相继出现，
各种经营策略也层出不穷，主要有下面几种：

1、直销模式正在与美容行业进行嫁接，这主要指美容产品通
过店面顾客，一带一的销售；

4、美容行业淡季精准营销的策略；精分市场，有的放矢；聚
焦大户，政策倾斜；终端补货，培训先行；活动推广，刺激
消费；推陈出新，吸引订货；销售竞赛，推动走量。

5、美容院新经营模式；

1）连锁加盟经营式：主要有

（c）特许连锁，各门店通过与总店签订合同，取得使用总店商
标、商号、经营技术及销售总店开发的产品。

2）电脑网络式经营：internet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迅速燃遍
中国大地，美容业固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网络。美容企业
在未来的发展中应通过因特网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与用
户及其他企业建立实时性互动的信息交换，达到生产、流通、
消费各环节的商务，实现企业的经营管理全面信息化。

3）专门店式经营：美容的概念现已产生丰富的外延，美体、



美甲等项目纷至沓来，各种配套设施层出不穷，这些都给各
类型服务的专门店创造了市场与空间。美甲店和美体中心从
脸部护理中剥离出来已不足为奇，同样市场的细分也不容忽
视消费对象的细分，专为男性和老年人而设计的美容也在市
场上出现。

4）整合服务式经营：现代都市人的快节奏生活，使假日或小
憩更显珍贵，因此，一种大而全的集体休闲娱乐和多种美容
服务为一体的经营场所成为可能。

这种类型的美容中心规模很大，装潢讲究服务周全，可涉及
美容沙龙、桑拿健身、化妆造型、养发纹刺等诸多方面的人
性化服务项目。此类经营方式的美容院，管理要求极为细致，
其主要实行会员制。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中国大陆城
市群竞争力进行比较，排名最前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其次是
珠三角城市群，合肥城市群排名第15位。合肥是长三角城市
群的一部分，作为大发展的省会城市，合肥也以每年gdp两位
数的增长速度迅猛发展，合肥的大发展必将带动美容行业的
快速发展。

根据调查，除合肥本地大大小小几百家美容服务场所外，还
有从济南、西安、上海和南京的美容机构，都纷纷抢占合肥
美容市场。合肥本地美容机构普遍是只注重硬件投入，忽略
对软件的投入，也就是不注重对管理的加强；营销模式也雷
同单一，普遍都缺乏对员工的高度重视，员工对未来看不见
希望。比如，澳洲ev，丽妍季节都采用金卡，银卡，这样就不
能做出套餐组合，限制了促销手段；内部没有设立员工成长
阶梯，员工没有主人翁意识。而外来美容机构，比如，莎蔓
莉莎在内部注重为员工设立梦想，对外注重对营销手段的变
化，各种套餐组合月月翻新，并以超低价格吸引顾客，使得
其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消费者。



综上所述，我们能看出美容行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其中
机会与挑战并存，只有准确定位，并真正把握行业本质的企
业，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因此，我们建议香花恋雨：

3、注重品牌建设。强调自己的服务，多做概念，概念是营销
成功的第一要素。要有自己独到的、有吸引注意力的、在广
告传播里有灵魂的好概念。

5、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大客户管理，这样才能以最高的效率赢
得客户，留住客户，从而立于市场竞争的不败之地。

美容院调研报告篇二

目前，人们对形象工程的关注，加剧了美容美发产业的细分。
尤其是美容产业，在产品上，有女性产品、男性产品、婴儿
产品等消费细分，在种类上，有美白类、保湿类、去皱类、
消斑类、祛痘类等；美发产业虽没有美容行业细分明白透彻，
档次却也参差不齐。除了美容美发、spa水疗、香熏美体、足
体保健、专业美甲店外，专业男士美容馆的开张、儿童专业
理发馆的诞生，意味着美容美发市场进一步细分。消费者自
我意识的日渐提升，需要消费领域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加
以满足，而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美”的服务，现在已经可
以变成现实。私人美容渐成气候，将成为2009-2012年美容美
发行业的热点。因此特色化、细分化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发展
路径之一。只有将细分进行到底，才可能发现市场存在的空
白点，进而寻找新的技术或服务占领市场。在女性美容美发
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的2009年，男性美容将注入不少清新的
空气，男士化妆品、男士美容院、男士spa会所、美容院男宾
服务专区增长的数量将大大的增加。在未来5年内，中国男士
对美容美发市场需求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主，技术为辅，以满足消费者心理为经营方针，就是技术上
乘、地方清洁、环境幽雅、服务周到、态度热情。未来的美



容美发机构将不会以价格战作为主要的竞争模式，而是以规
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来进行经营，用技术经管方式、艺术
作品、服务态度来进行竞争。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华经视点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
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
国家海关总署、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中国香料香
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中
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各省市美容美发协会、中
国行业研究网、国内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以及专
业研究单位等公布、提供的大量的内容翔实、统计精确的资
料和数据。报告分析了中国及贵阳市的美容美发行业与市场
现状，还从美容行业的细分市场及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入手分
析了美容美发行业发展的态势、美容美发业的经营状况、以
及对美容美发业未来发展趋势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度剖析，全
面展示美容美发业市场现状，揭示美容美发业的市场潜在需
求与潜在机会，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
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
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美容院调研报告篇三

美容业正在成为继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旅游之后的第
五大消费热点，巨大的商机已经

凸现。今后几年，以科技创新、品牌创新、质量创新、服务
创新为本的“新美容经济”将成为中国第三产业中的最大亮
点。

2004年，中国已有美容院154万家，经劳动部门正式签发确认
的美容教学机构673家，每年培训出来的各级美容师25万名；
化妆品企业3750多家，其中一半以上为民营企业。而全国用
于美容业投入和改造的资金大约在2000亿元以上。



2005年，“美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整个美容美发行业产
值接近4000亿元，还间接拉动数以千亿元计的其他消费，美
容美发已经成为了继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和旅游之后
的“第五大消费热点”。2006年的美容美发行业惊涛骇浪，
对于这个正在快速发展行业，有太多的争议和不规范，
而2006年对美容美发行业的治理更是史无前例。无论是政府
对美容美发行业的监管还是民众的呼吁，都不断的加快着美
容美发行业规范化的脚步。

术要求》、《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标准。2007
年，政府将进一步大力整顿规范美容美发业市场，继续加强
美容美发业的监督管理，国内美容行业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市场需求大、从业人员结构复杂、实验性比较强和产业结构
水平比较低，是当前中国美容业的4大特点。尽管经过了20多
年的发展，但美容业至今没有进入成熟期，整个行业由于长
期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寻找一种崭新的适合时代要求的产业
运作模式迫在眉睫。近年来，独立开办企业业主的成功率不
到20%，加盟连锁店而开办的企业，成功率却高于90%。对此，
特许加盟连锁经营方式具有突出优势，但目前在国内发展还
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预计未来这一营销方式将成为主流。但
特许加盟连锁经营虽然是一种先进的营销方式，但它并不能
适用于所有的美容营业机构。除了特许加盟连锁经营外，规
模很小但具有专业化、特色化的美容机构，也是未来的发展
趋势之一。

及未来趋势。您若想对美容市场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
美容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中国美容美发业已由单一的理发店和简单的护肤服务演变成
涉及美容、美发、化妆品、美容器械、美容教育、美容媒体、
美容会展和美容营销等产业。美容美发服务是产业终端，美
容美发服务和化妆品牛产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火车头和晴雨
表，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美容美发业发展步入成长期。据调



查，全国约有20余家美容美发专业媒体，行业每年约有110余
场美容美发专业展会，化妆品营销已经形成日化线、专业线、
专卖店、药店、超市、电视销售、网上销售和直销等多种途
径的销售通道。

均营业收人为11.63万元／年，中心城市的大型店收较高，年
收入超过60万元人民币者达到43.84％，小店的年收入多
在5—10万元人民币，行业员工月收入平均约为1loo元人民币
左右；全国美容美发机构巾约52.6％为盈利，38.5％为持平，
8.9％为亏损。美容美发机构经营处于良性的运行状态中。

5.72％，已初见端倪。三．自主择业，自我发展，是创业和
就业的良好通道

者占40％，属外省籍或远郊者占60％，这种情况在中心城市
更为明显；在从业人员中约有70％为自谋职业及创业者，再
就业者约占10％，“4050”大龄人员约占3％左右，美容美发
业大量吸纳小城镇转移劳动力和待业者，是解决就业和创业
发展的良好通道。

美容院调研报告篇四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医美容迅速发展,
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医美容经国内学者不断挖掘、整
理, 形成了现代中医美容新学科。医学美容是一种医学审美
行为, 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文化
的发展而发展。医学美容的形成与发展, 与医学的实践和发
展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医学美容, 虽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体
系, 但其萌发与发展历史悠久, 几乎与中国医药学同时产生
和同步发展。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美容医学经验, 发明了
许多具有美容作用的方药和医术, 并在医学理论中阐述了极
丰富的医学美学与美容方法。

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趋势



中医美容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年前, 其发展轨迹大致可划分
为4 个阶段。第一阶段远古至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前)：此
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起源时期。从大量古籍中可知此期的先民
已很注重外表之美,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形成于战国至秦
时期的医药方技书, 已有对面部黑斑、白斑、痤疮、接触性
皮炎、瘫痕疙瘩等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的
论述, 还对如何保持人之皮肤白嫩光泽、毛发的乌黑等,提出
了一些理论和具体的方法。从战国时期起已盛行通过气功等
养生术, 达到防衰驻颜的自然美的方法。第二阶段秦汉三国
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64年)：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萌芽
时期。此时期出现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等经典著
作, 这些著作不仅为中医美容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
为中医美容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阶段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
代时期(公元265年至960年)：此时期是中医美容学逐渐成形
时期。在唐朝, 经济上的繁荣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对美的
追求更强烈, 妆型、发型、服饰得到了空前兴盛发展, 美不
胜收。人们对美的强烈追求, 促使医学家也热衷于对美容的
研究。此时期有不少的医家代表, 如葛洪、孙思邀、陶弘景、
巢元方、王熹、孟洗等,从不同侧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美容学
理论和实际操作。第四阶段宋金元明清时期(公元960年
至1911年)：此期是传统中医美容学的拓展时期。

二、中医美容的特点

2.1历史悠久 ,实践丰富

我国人民的人体审美意识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表现。秦汉时期，
许多医书都已涉及美容的内容。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 《神农
本草经》,载有30余种美容中药。并提到了美容药品的独特剂
型—面脂 ,如谓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曲脂”。说
明当时的美容水平已达一定高度。汉代中医美容内容之广泛。
方药之丰富，于此可见一斑。晋代葛洪的《肘后方》。载有
美容保健方和治疗方共147首。书中列有美容专篇“治黑疙黔
黑发秃身臭方第五十六”。



2.2随中医学的发展而发展

从上述可知中医美容的实践年代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美
容就和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西方直至14世纪初。美容
和医学才开始发生密切关系。因为美容与中医药学的紧密结
合。使中医美容能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发展，成熟较早，并
具中医基本特点。

2.3有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 《黄帝内经 》，为中医学的形成和发
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中医美容学理论的源头。该书对
人体生理、病理、养生保健、疾病治疗等方面的论述，对后
世中医美容的实践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如在很
多篇章中论述了人体毛发、胡须、颜面、五官、皮肤以及形
体与内在脏腑经络、阴阳气血津液等的关系。

2.4辩证论治思想的体现

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在中医美容中也有所体现。在历代
医书中，对各种损美性疾病的治疗虽无明确分型，但从古人
对病因病机的分析和对同一病遣方选药的不同，可明显感到
辩证论治的特色，如《圣济总录》认为雀斑的病因病机为
“风邓客于皮肤，疲饮浸清，其形外著，或饮食安坐 ,无所
作为，若养生方所谓 积聚不消之病”，所载方则有偏去风邪
的防风膏方,方中多为祛风药如防风、莫本、辛夷、白芷、细
辛、独活等；有偏健脾行气利湿的白瓜子丸方，方中有白瓜
子利湿化痰，陈皮健脾行气，燥湿化痰，车前子利水除湿。

2.5具有中医的整体观思想

濡润。如仅追求外表的涂脂抹粉，是舍本逐末，正如《圣济
总录》所说：“血气者人之神，又心者生之本，神之变，其
华在面，其充在血脉。服药以驻颜色，当以益血气为先，倘



不如此，徒区区于青函染魏之米，去道远臭。”整体观还体
现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人如能顺应自然，调摄精神，锻炼形
体，起居有常，就能达到健体延寿的目的，从而达到色悦等
美容的必然结果。

三、中医美容的主要手段

3.1中药美容

中药美容是通过中药的内服或外用来治疗损美性疾病或养护
肌肤的一种美容方法。这是中医美容手段中最主要、最常用、
经验最丰富，已基本形成系列的一部分。内服药，主要是通
过对全身的调理来达到局部治疗或补益身体的目的，是治本
除根,健身抗衰的必要手段。美容内服药的主要剂型有汤、丸、
散、丹、酒、膏等。外用药，直接针对体表局部病变,取效迅
速。中医美容外用药剂型主要有脂(面脂、口脂、手脂)、粉、
膏、霜、液、汁、面膜等。作为保健美容用的外用中药方。
有一部分实际就是当今的药物化妆品。

3.2 针炙美容

针炙美容是通过针炙的各种方法。刺激经络、渝穴而达到调
动机体内在因素，调整各脏腑组织的功能，促进气血运行。
抵御外邪入侵而延缓衰老及治疗损美性疾病的一种美容方法，
是中医美容的独家手段之一。针炙美容源远流长，近几年针
炙美容在国内外发展很快。常用来美容的针炙法有毫针法、
炙法、耳针法、电针法、梅花针法、刺络法、火针法、穴位
注射法、皮内针及埋针法、穴位贴敷法、穴位磁疗法、拔罐
法、穴位激光法。

3.3穴位按摩美容

穴位按摩美容法。用各种按摩手法刺激身体的某一穴位或部
位，一方面通过经络系统调动机体内部因素，一方面通过体



表局部的物理效应来达到祛病、健美、养护肢体和皮肤的一
种美容方法。在国外，按摩也是一门古老的医术，发展至今
已在手法上建成了体系，广泛用于保健和美容。然而穴位按
摩却是我国所独有的。穴位按摩美容常用手法有：按摩、擦
揉、抹、搓、拿、捏、点法。

3.4 药膳美容

药膳美容法，是在食物中加入中药或利用食物本身的药性制
成食品，通过日常饮膳达到对损美性疾病的辅助治疗作用和
强身健体、抗衰延年、驻颜悦色的美容作用。唐代孙思递在
《千金要方》中设有“食治”专卷。记载了很多日常食物，
其中很多具美容作用。如 “樱桃,味甘平„ „令人好颜
色”。“瓜子，味甘平，令人尤泽好颜色„„ 人服轻身衬老”。
其弟子孟洗所著《食疗本草》，更不乏有美容作用的食物。
该书为后世药膳美容法提供了依据。美容药膳的品类很多。
有菜肴、饮、汁、汤、液、酒、羹、粥、面、糕等。

3.5 气功美容

气功是一种通过姿势、呼吸、心神的调练，来达到培育真气
而保健强身、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一种自我整体修炼的方
法。气功美容则是通过练气功而达到祛疾、抗衰、驻颜的美
容方法，是中医美容的独特方法之一大量实践证明，气功美
容有奇效。古医书亦有记载,如《千金要方》中记有“„„ 意
专存,不得外缘、斯须即觉云气达于气海 „ „ 则身体悦泽，
面色光辉，翼毛润泽,耳目精明，令人食美，气力强健，百病
皆去。”常用气功美容术有驻颜功、乌发功、生发功、除皱
功、明目功、健美减肥功及治疗痊疮、色素斑等功法。

3.6其它美容法

4.1中医美容临床地位的确立



《办法》规定医疗美容科为一级诊疗科目，中医美容为二级
诊疗科目，使医学美容包括中医美容具备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过几年的调整 ,在各级医疗机构 ,医学美容就会和其他的
一级诊疗科目、二级诊疗科目一样在临床中拥有相应的地位
和空间。同时美容市场也会应运而生，由卫生行政部门登记
审批的专门医疗美容服务机构。这些均需要大量受过医学美
容专业教育的人才。

4.2美容医师从业条件的提高

由于美容市场的不规范，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没有明确区分，
就业渠道不畅通，使较多的学生进人了生活美容市场，没有
经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机构。美容医师应
具备的专业素质。医疗美容所面对的患者往往有着特殊的心
理要求，而且损美性的疾病大多数是疑难病症，往往产生于
皮肤科、妇科、内分泌代谢科、消化科等疾病的基础上，并
且和心理因素、行为方式、生活起居纠缠在一起。因此美容
医师需要更高的素质，上述知识结构的搭建素质的培养仅靠
进修培训是很难达到的,应该通过中等以上医学教育的系统学
习。

4.3中医美容的不可替代性

常见的美容问题：座疮、黄褐斑、肥胖、脱发、皮肤干燥、
油腻、黑眼圈等,其发生和发展涉及到皮肤、内分泌代谢、消
化、妇科、行为、心理、饮食等许多方面,单科医生由于临床
思路的局限性很难全面深人的了解或解决上述问题,这就存在
着临床学科、思路的重新整合、调整。中医学在这方面有着
天然的优势,就是观察、治疗疾病时的天然整体观，辨证施治
观，可以将上述美容疾病的诊疗在中医整体观的指导下，通
过脏腑经络，体质学说进行辨证施治、整合归纳，我们在教
学中已经作了大量有益的探讨，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4.5 生活美容的转变



生活美容现在已不局限于简单的皮肤护理、按摩等服务，而
是逐渐集休闲、养生、保健、美容、健身于一体的方向发展，
和中医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需要大量懂得医学知识尤
其是中医知识的专业人才。现在许多美容美体中心都会邀请
中医医生配合咨询指导。生活美容业的经营者们也深深感到
高质服务人员 的匾乏。这就提示我们，中医美容专业的学生
毕业后既可以进人医疗美容，也可以进人生活美容，其知识
结构完全能满足生活美容服务的要求。受过中医美容高等教
育的人才进人生活美容领域非常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净化美容市场。

五、教学内容

以美容为目的的独特的中医诊疗分支学科, 也是美学的一个
应用分支学科。中医诸临床学科诊疗目标是消除疾病, 恢复
健康, 而中医美容学所追求目标则是在恢复健康的基础上或
原本就健康的机体状态上维护、修复、改善或增进机体形态
与神态美, 即生命活力美。可见, 中医美容学与中医学的关
系是子学科与母学科的关系, 中医美容学不能不创造性地沿
用中医学的各种临床技术和有选择性地沿用中医学的基础理
论。中医美容学课程的开设一般是在大学三年级, 此时学生
已系统学过中基、中诊、中药、方剂等课程, 对中医理论体
系有了较深的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讲授中医美容学, 如果简
单地照书平铺直叙, 极容易在教学内容上与基础课形成重复,
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束缚学生与美容行业接轨的思维。因
此, 应把重点放在中医学在美容方面的应用上, 突出中医美
容学的精髓。对于其教学内容的设计具体如下:(1)中医美容
学的基础理论: 中医美容的实践久远, 早在春秋战国秦汉时
期美容就和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 黄帝内经》 不仅
为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也成为了中医美容
学理论的源头, 其有很多篇章论述了人体毛发、胡须、颜面、
五官、皮肤以及形体与内脏腑经络、阴阳气血津液等的关系;
晋代的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 则从病理学角度对损美病证
的临床特征、病因病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使中医美



容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并保持了中医辨证论治、整体观
念的思想及三因制宜的施术原则。因此, 在教学中应着重讲
授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腧穴
学说、病因学说等在中医美容学中的应用, 辨证方面着重于
皮肤、体质的美容辨证等, 使学生明白中医美容的基础理论
强调是 “ 有诸内, 必形诸外”。(2)中医美容诸法的教学内
容: 中医美容诸法多种多样, 手段上是立体多层次的, 其融
中药内服外治、食疗、针灸、推拿、气功等方法于一炉, 集
护肤、美容、治疗、保健于一体, 此外, 中医美容方法还有
敷脐疗、色疗、水浴疗、泥疗、冷冻疗、割治疗等。其强调
在调理脏腑气血的基础上, 改善五官形体容貌美。这些手段
安全可靠, 内服和外用药均是天然药物, 经数千年实践检验
对人体无毒副作用, 而非药物方法, 针灸、按摩、气功等不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这正是国际美容界和爱美者所崇尚并追
求的自然美容法。在教学过程中应着重介绍各种美容技术的
具体应用。(3)中医保健美容的教学内容: 中医保健美容是针
对健康或亚健康状态的人, 通过中医美容的各种方法, 来维
持增进健康、维护修护形体容貌的外在美。国内著名的中医
美容专家傅杰英对中医保健美容的教学内容有独特创新的见
解, 其认为宜将中医保健美容与中医养生学紧密结合, 将中
医养生学“ 形” “ 神” 的概念引入中医美容(“ 形” 包
括皮肤、五官、毛发、形体等, “ 神” 包括情绪背景、七
情活动。形神和谐俱美是中医美容的标准)。从“ 形” “
神” 评价美容, 提纲挈领地把中医保健美容方法划为调形、
调神。教学内容着重于体质辨证美容, 将体质、养生、美容、
辨证有机结合起来, 每个体质类型下面列出形体、皮肤、毛
发、性格的常见表现形式, 制定出相应的美容原则以及一系
列美容措施: 经络、药物、饮食、起居、心理沟通、音乐背
景、皮肤护理、化妆等。二是经络美容系列基础按摩, 教学
过程中以中医经络学说和推拿学说为依据, 讲授头部、面部、
耳部、乳房、手部、脚部循经的 7 大基础按摩, 每一系列又
分为美容原理、适应范围、手法、注意事项几部分, 突出经
络的保健调理作用。三是总结出调理保健作用突出的常用中
成药的美容作用及其辨证使用。四是根据中医气质辨证设计



适合每种气质的形象装扮。这种设置法是值得借鉴的, 这种
教学设置法不仅使得教学内容重在实用化、生动化, 突出了
中医养生的特色, 而且使得中医保健美容能够自然地走进美
容保健应用市场, 与生活美容服务相结合。(4)中医治疗美容
教学内容: 中医治疗美容是运用中医美容的各种方法治疗以
损美性改变为主要表现的疾病以恢复形神和谐为目的。中医
治疗美容服务对象是皮肤科、内科、妇科以损美性改变为主
的各种患者。为此中医治疗美容的教学内容设置宜精讲与美
容关系密切的病证, 突出疾病与美容的关系, 以及每个病症
所引起的常见损美性改变, 并指导就术者的生活起居、饮食
等, 使病人在接受治疗的同时, 又享受到养生和生活美容的
服务, 使治形于调神, 治病与美容紧密结合。另外, 要重视
临床实践, 开设中医美容专科诊室, 做到理论与临床实践相
结合。例如笔者运用针灸、耳压、埋线、按摩、刮痧、中药
贴脐、饮食疗法等中医美容方法及指导其养生治疗单纯性肥
胖、黄褐斑等损容性病变收到了良效。通过实际病例给学生
展示中医美容临床应用, 以培养学生具备中医美容医生的思
路和技术,同时又具有美容师对人体美审美的灵敏性和专业美
容师的技能。

美容院调研报告篇五

在我国，围绕宠物形成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系列产业活动，
近些年相继开发了宠物交易市场、宠物用品店、宠物医院、
宠物训练等项目。目前，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等
城市宠物经济快速发展，以上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每个
月花在爱猫宠犬身上的费用为300元，仅每年的养犬费用就高
达6亿元。根据资料测算，国内至少有宠物一亿只(头)，由家
庭饲养宠物而派生出的宠物经济“蛋糕”可谓越做越大。

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家庭规模的缩小，饲养宠
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宠物消费
也随之形成规模，同时展现巨大潜力。尽管中国各大城市政
府都执行了严格的宠物饲养限制条例，实际宠物量近年来却



有增无减。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成都被并称为“中国
五大宠物城市”。据有关资料显示：单以宠物犬为例，北京
目前约有50多万只，而且仍在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上海则
约有70万只，每年在宠物上的花费更高达6亿元。在经济不甚
发达的东北辽宁的宠物业也日渐成形，并得到了较快的增长，
业已形成生产繁殖、物流两个体系。全国犬只的拥有量不少
于2100万以上。

围绕宠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附加值的宠物消费，如：
宠物美容、宠物训练、寄养、摄影等行业都颇有市场。据统
计目前中国宠物经济的市场潜力至少达150亿元人民币(32亿
新元)，且呈快速增长趋势。专家预测，目前我国宠物经济的
市场潜力至少能达到150亿元人民币。中国社会消费需求中出
现的如此迅猛的宠物消费需求，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社会发展的进步。随着犬种引进工作的进行，国内市场上
犬种丰富，宠物美容概念的不断深入，养犬群会越来越重视
宠物的相关行业。随着宠物量的增长，中国的宠物行业也将
步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二)宠物产业链的现状

1.宠物的服装

关于宠物的服装可谓五花八门：毛衣、夹克、绒衣甚至婚纱，
通过对狗背长和胸围的测量，由宠物主选择图案、花色来给
自己的宠物宝宝订制服装。这种专门经营宠物服装的商家通
过连锁经营和报刊、杂志、网上订购的方式来实现快速的信
息连接来达到双方互益的目的。大部分的小作坊批量生产，
这种优势可以大大降低销售价格，扩大销售市场，但是尺码
和设计单一，合身的标准降低，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20xx
年8月北京宠物服装市场出现了首家专为宠物设计服装的工作
室，一件宠物服装从设计到完成需要三天的时间，价格和普
通成人服装相当，大多数人偏向于秋冬季保暖实用型。另一
部分的需求来自个性、独立和张显个人魅力的人群，他们对



宠物服装的革新有着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