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美」共生
小红书2022年·美妆用户洞察报告

产出时间：2022年5月



项目背景

基于小红书美妆用户行为与偏好，以站内定量问卷调研形式，调研美妆行业平台价值、博主价值、用户价值等内容。

问卷情况

调研形式：发放线上匿名问卷，主要以单选/多选题构成，不强制作答。

调研范围：所有「最近14天内登录次数超过3次」和「最近14天和美妆笔记产生用户」的小红书美妆用户。

调研反馈：符合调研范围并在有效时间内提交的完整问卷被认定为「有效问卷」。本次调研共收获有效问卷2,144份。

产出团队

小红书商业市场部 x 小红书用研团队 x 小红书数据中台

声明

此报告最终解释权归小红书所有。



平台优势与用户价值 美妆的种草与被种草 美妆个护产品消费洞察



平台心智与用户价值

01
用户心智渠道丨女性、年轻、高知丨消费潜力极强



82.5%

5.7% 5.6%

美妆个护内容消费用户优先选择APP

小红书 短视频平台 电商平台

小红书是美妆用户的「百科全书」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144

小红书是美妆用户获取美妆内容的【重要心智渠道】，美妆用户在这里了解新产品，认识新品牌。

「看美妆，先上小红书」 「小红书内容满意度很高」

94.6%

34.7%
29.4%

各APP美妆用户使用满意度（5分满分）

小红书 短视频平台 电商平台

4.24

3.8 3.73

82.5%的美妆用户选择小红书了解美妆个护内容 94.6%的美妆用户在小红书能够获得良好的美妆内容体验

内容体验满意度4.24（5分
为满分），评分第一

「用小红书，了解美妆新产品」

87.3%

38.1%

21.6%
17%

10.5%

认识新品牌/新产品的各渠道占比

（限选3项）

小红书 短视频平台 电商平台 朋友/家人推荐 视频平台

87.3%的美妆用户将小红书作为了解美妆新品牌、新产品的主要渠道



小红书上聚集了大量年轻、高知的女性美妆用户

小红书的美妆用户以女性为主，主力群体为95、00后，近7成美妆用户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144

「95%为女性用户」

95%
女性

5%
男性

性别分布情况

「71%为95、00、05后」

4%
85前

8%
85后

17%
90后

27%
95后

38%
00后

6%
05后

年龄分布情况

「68%为本科及以上」

博士1% 初中及以下
1%

研究生
9%

大学58%

专科
18%

高中
13%

学历分布情况



小红书美妆用户消费能力强，愿意在护肤/彩妆产品上投入
近6成小红书美妆用户每月可支配收入超过2000元，拥有极强的消费潜力。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144

「65%的美妆用户
可支配收入超2000元」

「近55%的美妆用户愿意投入
超2000元购买护肤品」

「近60%的美妆用户愿意投入
超1000元购买彩妆品」

36.5%

31.8%

17.3%

5.4%

3.1%

5.9%

2000元以下

2001-5000元

5001-10000元

10001-15000元

15001-20000元

20000元以上

个人消费水平情况

45.6%

24.6%

11.1%

4.8%

13.9%

2000元以下

2001-3000元

3001-4000元

4001-5000元

5000元以上

近半年，小红书消费护肤产品金额

41.3%

28.3%

16.6%

13.9%

1000元以下

1001-2000元

2001-3000元

3000元以上

近半年，小红书消费彩妆产品金额



美妆的种草与被种草

02
博主强种草力丨用户易被种草



小红书美妆博主种草力强，是用户的「好物风向标」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144

调查显示，平台美妆用户整体更偏爱美妆博主发布的内容，且更易被这些来自博主的推荐种草。

14.5%

15.2%

24.0%

55.4%

74.3%

时尚、美妆媒体

明星

普通用户

熟人/朋友

博主

小红书美妆创作者种草力排行

（限选2项）

8.7%

9.6%

13.5%

15.1%

18.9%

53.2%

77.1%

其他

媒体

品牌

明星

非美妆博主

普通用户

美妆博主

小红书创作者受美妆用户欢迎度排行

（限选2项）

「美妆博主，用户的心头爱」

77.1%的用户更偏爱阅读/观看美妆博主发布的内容，其次是普通用户发布的内容

「所有发布者类型中，美妆博主种草力最强」

「美妆博主」生产的价值内容对用户有着最强“种草力”



67.2%

66.6%

61.8%

54.0%

49.2%

47.2%

13.2%

9.8%

9.4%

8.8%

0.1%

护肤/美妆/个护使用方式/技巧分享

护肤/美妆/个护专业知识分享

美妆个护产品使用经验

产品测评分享

试用/试色的产品推荐

最新的护肤/美妆/个护趋势/理念

特定妆面画法

问题解答类互动

美妆个护品牌介绍

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其他

美妆个护内容（博主发布）类型热度排行榜（限选3项）

博主们的美妆“花式教学”最受用户喜爱
美妆博主发布的笔记内容类型多元、有用，涉及技巧分享、专业知识、使用经验等，用户喜爱有个人特色、专业、真实的博主。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444

「美妆博主发布内容类型多元、有用」

67.2%美妆用户喜欢看美妆博主发布的技巧分享

「个人特色是吸粉利器，专业、真实更能打动用户」

小红书美妆博主更具“人感”，专业、真实的推荐满足用户理性决策的需求

65.9%

60.2%

50.0%

35.6%

32.6%

19.9%

19.9%

9.1%

8.8%

3.7%

1.0%

有个人特色的

专业的

真实的

有创意的

互动亲切的

模板化的

雷同的

虚假的

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缺少互动的

粗犷的

美妆博主的用户印象标签排行榜（限选3项）



美妆用户乐于分享产品与经验，小红书是美妆个护信息的汇集地

小红书美妆用户倾向于在小红书平台分享美妆个护产品和使用经验，用户间的互动、分享氛围浓厚。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086（左） N=1524（右）

73.1%

23.4%

22.6%

15.6%

15.2%

小红书

朋友圈

短视频平台

不在线上分享

社媒平台

用户分享美妆个护产品的渠道统计（限选3项）

「小红书，美妆个护信息聚集地」 「用户以多种形式，分享自己的使用经验」

相较于朋友圈或其他平台，更多用户愿意在小红书上分享美妆个护产品的使用经验 71.8%的美妆用户以笔记形式分享产品使用感受，54.9%美妆用户以点赞表达对品牌、产品的态度

71.8%

53.9%

54.9%

34.8%

0.7%

自己写笔记分享

在别人笔记下评论分享

为产品相关的笔记点赞

在小红书的产品点评里评论

其他

美妆用户在小红书分享美妆个护的方式（不限选项）



「搜索&回搜」与「点赞&收藏」，是用户「被种草」的信号
小红书平台美妆环境，更易激发用户对于美妆个护产品的了解意愿，种草效率高于其他社交平台。

「用户有着高频的搜索行为」

超50%的美妆用户有较高频率的搜索美妆个护品牌/产品行为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872

20.5%

36.0%

27.9%

14.5%

1.2%

频繁（几乎每天都搜索）

经常（每周会搜索3-5次）

有时（每周会搜1-2次）

偶尔（1个月搜索1-2次）

从不

用户搜索美妆个护品牌产品频次

在小红书上，8成以上美妆用户表示他们被种草后会进行笔记的点赞、收藏和搜索

「点赞、收藏和搜索，是用户被种草后的主要行为」

在小红书内，点赞、收藏笔记 44.7%

在小红书上，用户被成功种草的表现（限选2项）

在小红书内，搜索品牌、产品信息 40.4%

去电商平台，搜索新品牌、新产品 37.1%

在小红书内浏览、参与相关品牌、产品的笔记评论 20.8%

在小红书内把产品放入购物车 4.8%

其他 0.8%



49.0%

24.0%

12.0%

11.0%

4.0%

大部分都是小红书种草

近一半的新产品是在小红书种草的

大部分都不是在小红书种草的

全部都是在小红书种草

全部都不是在小红书种草的

近半年，你购买使用的美妆个护产品

有多少是被小红书种草的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144

「48.8%的美妆用户
在小红书种草5件以上产品」

「90.6%美妆用户购买了小红书上被种草过的产品，
42.1%美妆用户购买了5件以上」

46.0%

27.1%

10.5%

11.2%

5.2%

1-5个

5-10个

10-20个

20个以上

没有被种草任何产品

近半年，你在小红书种草了

多少个美妆产品？

48.6%

26.3%

8.5%

7.3%

9.4%

1-5个

5-10个

10-20个

20个以上

没有购买被种草的任何

产品

近半年，你购买了多少件

在小红书被种草的产品？

消费种子在用户心中生根发芽，小红书用户「被种草就想买」

90.6%的美妆用户购买过小红书种草的美妆个护产品，用户购买的美妆产品大部分是曾在小红书种草的。



4.5%

40.3%

28.2%

10.6%

16.4%

1次 2-3次 4-7次 7次以上 不记得

近半数的美妆用户说：在站内看到美妆产品不超过3次，就会想购买
小红书平台美妆环境，更易激发用户对于美妆个护产品的了解意愿。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872

「在小红书上，你看到美妆个护新品牌、新产品几次？会产生了解的想法？」

44.8%
的美妆用户
看到美妆护肤产品

不超过3次
就会对产品产生兴趣
想要进一步了解

对比广告行业长久以来的“7次触达”
小红书的内容种草力，效率翻倍



小红书已成为美妆用户购买产品的主要渠道之一

美妆个护在小红书正在形成「从种草到购买」的完整闭环。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872

相较于线下，小红书用户更喜欢线上购买产品。

67.2%

42.4%

25.8%

18.7%

16.3%

电商平台

小红书

线下门店/专柜

品牌微店/官方APP

线上代购

小红书用户购买美妆个护产品的主要渠道（不限选项）

种草

购买

备注：调研问卷中共设置了13个选项，此图中仅展示了排名前5的渠道



美妆个护产品消费洞察

03
护肤产品丨彩妆产品



14.0%

43.6%

38.2%

32.3%

16.8%

39.8%

3.7%

顶尖护肤（例海蓝之谜）

国外高端品牌（例雅诗兰黛）

国外中端品牌（例倩碧、科颜氏）

国外平价品牌（例欧莱雅、美宝莲）

国内经典品牌（例佰草集、百雀羚）

国内新锐品牌（例薇诺娜、逐本）

我不使用护肤品

小红书用户使用各护肤品牌占比（不限选项）

用户愿意接受不同类型的多元护肤品牌，期待尝试功效顶尖产品

小红书用户使用的护肤品牌多元，在「成分党」趋势的带动下，他们对功效有了更深的认识。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144

「用户使用的护肤品牌，呈现多元化态势」

超4成美妆用户使用国外高端品牌，近4成美妆用户使用国内新锐品牌

「用户期待尝试功效成分顶尖的产品」

海蓝之谜、SKII以科技、成分文明的高端护肤品备受用户关注



87.4%

61.7%

35.1%

27.2%

22.6%

16.6%

9.9%

5.3%

3.2%

1.3%

品牌口碑

品牌价格

品牌知名度

品牌热度

品牌价值观

品牌亲和力

品牌历史

品牌代言人

其他

不关注护肤品牌

你最关注护肤品牌的哪些方面？（限选2项）

用户决策更理性，容易被功效、成分吸引

随着美妆行业不断发展，用户美妆知识不断积累，消费决策也趋于冷静理性。他们会多维度考察品牌特征与产品优势。
其中品牌口碑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品牌口碑将直接影响种草与购买的行为。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065

「87.4%的美妆用户表示非常注重品牌当下的口碑
口碑直接影响着用户的种草与购买」

「功效、成分是吸引美妆用户的绝佳利器，
在功效基础上，用户会优先选择体验感好的产品」

91.2%

70.9%

58.4%

53.5%

39.9%

36.9%

21.6%

14.3%

6.7%

2.5%

0.1%

功效

成分

肤感

价格

适合人群

品牌

包装（颜值）

护肤理念

使用方式

代言人

其他

你最容易被护肤品的哪些特征吸引？（限选3项）



41.7%

39.5%

14.0%

4.1%

0.7%

非常愿意尝新

比较愿意尝新

无所谓

比较不愿意尝新

非常不愿意尝新

你对护肤品牌的尝新意愿？

「护肤不停，尝新不止」，用户乐于尝试护肤新品牌、新产品

小红书美妆用户对于护肤新品牌、新产品的探索意愿强烈，81.2%的美妆用户表示愿意购买未使用过的新品。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065

41.7%

39.5%

14.0%

4.1%

0.7%

非常愿意尝新

比较愿意尝新

无所谓

比较不愿意尝新

非常不愿意尝新

你对护肤产品的尝新意愿？

28.0%

42.3%

17.5%

8.7%

3.5%

1-2个

3-5个

5-10个

10个以上

没有尝试任何新品

近半年，你购买了多少个护肤新产品？



13.4%

12.2%

22.1%

11.8%

12.6%

27.9%

一月多次

一月1次

半年3-5次

半年1-2次

大促/促销节购买

用完再买/根据使用情况

小红书美妆用户购买护肤产品频次

半数美妆用户都是“囤货大师”，深受“护肤理念”影响购买产品
绝大多数美妆用户将小红书作为获取护肤理念的重要参考渠道，并且会参考小红书护肤流行趋势选购护肤产品。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2065

「护肤品，买的比用得快」 「护肤理念，选购产品的密码」

47.3%美妆用户半年内购买过3次及以上的护肤品 66.7%美妆用户在选购护肤产品时，都会受到护肤理念的影响

「了解护肤理念，先上小红书」

90.2%美妆用户把小红书作为获取护肤理念的重要渠道

2.9%

4.6%

26.9%

38.8%

26.9%

没有影响

比较没有影响

一般

比较有影响

影响很大

护肤理念对于美妆用户的影响程度

90.2%

31.9%

22.9%

16.4%

13.5%

小红书

短视频平台

电商平台

朋友、家人推荐

视频平台

美妆用户主要在什么渠道了解肤理念

（限选3项）



50.8%

51.0%

29.9%

17.5%

40.7%

9.2%

国外高端品牌（例Dior、CPB）

国外中端品牌（资生堂、MAC）

国外大众品牌（例欧莱雅、美宝莲）

国内经典品牌（例毛戈平）

国内新锐品牌（例完美日记、花西子）

我不使用护肤品

小红书美妆用户使用各彩妆品牌占比（不限选项）

美妆用户使用的彩妆品牌较为多元，偏爱不同品牌产品的「混搭」

小红书美妆用户使用的彩妆品牌主要为国外高端、国外中端及新锐国产品牌，期待尝试有口碑、有热度的产品。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947

「国外大牌备受欢迎，国内新锐品牌势头正好」

50.8%的美妆用户使用国外高端品牌，使用新锐国产品牌的美妆用户占40.7% 2022年第一季度，美妆用户期待最高的品牌是毛戈平，其次分别是阿玛尼、植村秀、Chanel



82.7%

61.0%

43.7%

38.5%

22.3%

14.4%

8.8%

5.9%

2.9%

1.5%

品牌口碑

品牌价格

品牌知名度

品牌热度

品牌价值观

品牌亲和力

品牌历史

品牌代言人

其他

不关注护肤品牌

你最关注彩妆品牌的哪些方面？

（限选2项）

小红书用户注重彩妆品牌口碑、价格，好的妆容效果更易打动他们

大部分用户非常注重彩妆品牌当下的口碑，妆容效果、口碑、流行度吸引着他们选择品牌。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947

「82.7%的美妆用户非常注重彩妆口碑，
61%的美妆用户注重彩妆品牌的价格」

「彩妆效果是吸引美妆用户关注、尝试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成分、品牌、肤感」

78.5%

42.3%

40.7%

38.3%

34.5%

23.2%

14.3%

13.2%

3.4%

1.3%

0.2%

效果

成分

品牌

肤感

价格

包装（颜值）

护肤理念

适合人群

使用方式

代言人

其他

你最容易被彩妆产品的哪些特征吸引？

（限选3项）



52.3%

33.9%

11.8%

1.7%

0.5%

非常愿意尝新

比较愿意尝新

无所谓

比较不愿意尝新

非常不愿意尝新

你对彩妆品牌的尝新意愿？

「流行不停，换新不止」，用户愿意尝试彩妆新品牌、新产品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947

25.7%

36.2%

19.5%

14.4%

4.2%

1-2个

3-5个

5-10个

10个以上

没有尝试任何新品

近半年，你购买了多少个护肤新产品？

小红书用户对于彩妆品牌、产品的尝新意愿强烈，95.8%用户半年内都买过彩妆产品。

53.4%

33.9%

10.6%

1.8%

0.5%

非常愿意尝新

比较愿意尝新

无所谓

比较不愿意尝新

非常不愿意尝新

你对彩妆品牌的尝新意愿？



22.3%

13.8%

22.3%

8.6%

11.3%

21.7%

一月多次

一月1次

半年3-5次

半年1-2次

大促/促销节购买

用完再买/根据使用情况

小红书美妆用户购买彩妆产品频次

用户购买彩妆产品频次高，深受「彩妆趋势」影响

小红书是美妆用户了解「彩妆趋势」的主要渠道，用户选购彩妆品牌、产品之前，往往会参考近期的流行趋势，在做决策。

数据来源：小红书用研团队，2022.4，N=1947

「买买买，才能跟上流行」 「购买前，先看近期流行趋势」

58.4%美妆用户半年内购买彩妆产品达3次以上 61.5%美妆用户在选购产品时，都会受到彩妆流行趋势的影响

「了解彩妆趋势，先上小红书」

94.1%美妆用户把小红书作为获取彩妆趋势的重要渠道

4.1%

5.0%

29.4%

34.7%

26.8%

没有影响

比较没有影响

一般

比较有影响

影响很大

彩妆流行趋势对于用户的影响程度

94.1%

37.9%

21.6%

15.3%

13.8%

小红书

短视频平台

电商平台

朋友、家人推荐

视频平台

美妆用户主要在什么渠道了解彩妆新品

（限选3项）



Thanks

产出时间：202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