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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近日，国家烟草总局发布
《电子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其中规定，禁止销售
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
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同日发布《电子烟》国家标准
（二次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表
示，不应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
性，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
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办法》
将于5月1日起生效。

这两个文件中关于口味的
描述引发了行业震荡，新规之
下，电子烟或将停止野蛮生长，
逐渐走入规范化，市场也面临
大洗牌局面。为此，记者分别
从电子烟品牌端、销售端、出口
端等方面进行采访梳理报道。

消费者：

“且囤且珍惜”

“少了水果口味的烟弹就
如同四川火锅不放辣，没了灵
魂。”不少消费者反馈，水果口
味的烟弹是用户的心头好，正
因如此，在禁售水果口味前，许
多用户开始了囤货大潮。

一家电子烟工作室的微信
朋友圈中登出了这样的标语：
且囤且珍惜。记者在其社交平
台上看到，在《办法》颁布之后，
商家多次发帖号召消费者尽早
囤货，并提醒买前先询价，因为
价格较之前相比均有提价，而
且约一半的水果口味烟弹已经
停产且售罄了。

多种水果口味的烟弹提价
后仍被抢售一空，囤货潮火热
程度可见一斑。

记者在走访调查过程中了
解到，烟草口味外的产品是各
电子烟品牌的主要销售产品，
临近禁止销售节点，有些门店
和微商对产品零售价进行提
价，有些推出囤货促销价，电子
烟用户基本都囤了几盒，资深
用户甚至能买上几十盒。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烟民规模世界排名第
一，已超过3亿人，其中8.5%的
用户表示经常使用电子烟产
品，22.3%用户表示会偶尔使
用电子烟。2020年中国电子
烟市场规模增至83.3亿元。由
此可见，电子烟产品的消费需
求量并不低。

“得知水果味电子烟禁售
消息后，我经常购买的电子烟
商家推出了促销活动，买够一
定数量的烟弹可以获得赠品，
所以我也囤了一些。但由于烟
弹本身有使用期限，所以没有
囤太多。”电子烟烟龄超过两年
的北京市民王林告诉记者。

而另一位对电子烟黏性不
强的女性用户告诉记者，她之
前没有抽烟的习惯，平时只抽
水果口味的电子烟，使用频率

也不高，口味禁售之后，她估计
不会再抽电子烟了。

不可忽视的是，尽管电子
烟的使用说明书里赫然注明

“非烟民不宜尝试产品”，但事实
上确有相当一部分非烟民用户
或黏性不强的用户难以接受烟
草味烟弹，而是依赖水果口味
繁多的电子烟。有业内人士预
测，《办法》落地后可能最先失去
的便是这批用户，他们也许会
放弃电子烟，电子烟行业因此
也会损失一大部分用户。

另外，对于电子烟忠实用户
来说，囤积烟弹是眼下的第一
选择。然而，烟弹的保质期通
常只有一至两年。两年过后，这
部分用户们还是要面临选择。

“电子烟的发展也经历了
不同的产品阶段。更新换代
后，就好像你平时喜欢吃某种
口味的雪糕，突然没了可能会
难受几天，但要不了多久就会
忘了，或者找到可以替代的新
口味。”王林这样比喻说明，“对
于黏性强的用户而言，他们会
选择其他口味来替代，对这部
分用户影响可能并不是很大，
反而是依赖水果口味的用户可
能会因此放弃电子烟。”

商铺厂家：

或另寻出路，或转型出海

由于电子烟口味不一，消
费者去线下实体店更容易了解
哪些口味合适，因此电子烟销
售渠道多为实体店铺，网上购
买渠道较少。而有些用户加了
店铺人员联系方式后，会采用
线上联系快递收货的方式。

北京来广营地区的电子烟
商铺店主陈来（化名）告诉记
者，开店两年以来，大概80%—
90%的消费者使用水果口味的
烟弹，《办法》颁布之后，用户囤
货热情高涨，近半个月销量翻

了两倍。对于近期行业内的囤
货提价事件，实际上品牌方并
未提价，而是部分中下游经销
商、代理商试图趁此机会割下
最后一波“韭菜”。

尽管如此，商家的狂欢与
绝望，往往仅在一念之间。眼下
的陈来仍十分顾虑商铺未来的
生计：“预计5月1日水果口味禁
售之后，店面销量可能会大大缩
减，加上店面租金较高、疫情期
间缩短营业时间等因素，线下生
意会比较艰难，可能导致入不
敷出，也许需要另寻出路了。”

《2021 电子烟产业蓝皮
书》数据显示，国内电子烟零售
门店有近19万家，其中授权店
13.8万家，专卖店4.7万家，集
合店5000—7000家。有业内
人士分析，电子烟批发环节或
收归中烟体系，品牌专卖店或
被集合店、便利店、传统卷烟网
点取代，微商等不合规渠道或
受较大限制。

据蓝洞和中国电子烟行业
协会分析，全球90%以上电子
烟生产于深圳，预计2021年中
国电子烟出口额为631亿元，
同比增长28%，在全球竞争中
处于领先地位，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电子烟生产国、出口国。

深圳电子烟从业者张时捷
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重点，《办
法》较2021年 12月发布的版
本，删除了“生产不在中国境内
销售、仅用于出口的电子烟产品
的企业，应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
产品登记，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
业许可证”这一项。这也意味
着，出口方面登记许可制度略有
宽松，流程将有所简化，出口监
管更加灵活，利好国内制造品牌
出海，体现了国家对电子烟产
业出口创汇的支持。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电
子烟渗透率仅为 1.5%，而美
国、日本、英国电子烟渗透率分

别为38.0%、30.3%、20.9%。
“严管不代表会全军覆灭，

一些行业头部品牌企业可能会
将重心转移到国外市场。尽管
中国烟民规模庞大，但相对于
欧美国家电子烟用户渗透率偏
低，这次《办法》利好出口，也是
头部企业出海的一次机会。”张
时捷坦言。

品牌方：

积极应对政策调整

《电子烟管理办法》政策出
台的背景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国家烟草专卖局对监管的
官方解读指出，是由于“近年来
电子烟行业监管空白，行业无
序发展，一些产品存在烟碱（尼
古丁）含量不清、添加成分不
明、烟油泄露等问题，特别是部
分经营者宣传误导消费者，诱
导未成年人吸食，侵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
2020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FDA）发布口味禁令后，其
电子烟市场零售规模从2019
年的96.44亿美元下降至2020
年的93.78亿美元，而在2021
年回升至百亿美元。

一位北京电子烟从业者向
记者表示，参照电子烟行业较
为发达的美国，两年前颁布禁
令旨在杜绝未成年人使用电子
烟。我国出台口味禁令或许只
是时间问题，因此此次企业及
从业人员多半对电子烟口味禁
令心理有所准备，积极应对。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口味
受限，《办法》还规定，电子烟零
售从业者应当取得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或变更许可范围、电子
烟专卖店不能只销售一种电子
烟产品、企业上市需经相关部门
审查同意等。”上述从业者说道。

陈来告诉记者，近期品牌
方为合理配置销量，采取捆绑
配货的模式，即售卖几支烟弹
要按比例搭售电子烟杆给店铺
端，这样的后果是，中下游商家
更加需要考虑进货成本，如果
低价或批发价将烟弹卖给用
户，电子杆则会滞销，这也从一
定程度上规范了中下游交易市
场，合理控制价格。

一家头部电子烟品牌方工
作人员接受中国城市报采访时
表示，作为电子烟行业的从业
者，公司将坚决拥护条例修改，
后续会积极落实监管要求，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为用户提供
高品质产品，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努力为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和社会繁荣进步多作贡献。

此外，记者在悦刻、魔笛、
柚子、小野等电子烟主流品牌
的官方网站或社交平台上均可
看到，各品牌方表明坚决以国
家和消费者利益至上，将在符
合国家政策和标准的基础上，
逐步停产水果口味产品，并尽
快研制和发售符合国家标准的
烟草风味产品。

《电子烟》国家标准（二次征
求意见稿）中，雾化添加剂许可
使用物质由122项缩减至101
项，减少的物质包括梅子提取物
等调香剂，而可可提取物、柠檬
油、椒样薄荷油等仍然在列，口
味上仍有一定的可调配空间。
减少品类主要为调味类添加剂，
以防对未成年人产生诱导性。

天风证券认为，未来电子
烟或回归口味还原度、抽吸体
验等烟草本源属性，具备技术
研发实力公司有望获得更多的
市场份额。短期来看，电子烟
销量将受口味约束阶段性减
少，市场或将经历短期阵痛。
长期来看，伴随电子烟烟草口
味充分还原，中国电子烟市场
规模仍具较大成长空间。

““口味禁令口味禁令””发发布布电子烟行业再迎变革电子烟行业再迎变革

河北正定纺企：
提质增效稳出口

今年以来，位于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定片区的常山纺织集团大

力推进对纺织生产、检测、

研发、管理、仓储、物流等各

环节的信息化改造，通过提

质增效稳出口，内部挖潜促

增长。

图为3月27日，常山纺

织集团工人正在生产线上

忙碌，赶制一批出口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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