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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巾互助盒”实践可行性和推广策略研究

董建国　李红　代雨馨　李佳欣　穆新达

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管理学院　辽宁省大连市　161001

摘　要：随着女性健康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生理问题。而对于月经期间的护理问题，卫生巾是必

不可少的选择之一。然而，由于卫生巾的价格较高且使用周期长，很多人选择购买廉价劣质的产品以省钱。因此，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在洗手间储存应急卫生巾的方式，协助处在经期的女性，也激励女性捐献卫生巾，

互帮互助，这次的“卫生巾互助盒”活动，不仅能为女性提供协助，还能打破“月经羞耻”的观念。本文重点研究“卫生

巾互助盒”实践可行性和推广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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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女性健康意识的提高，卫生巾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然而，市面上现有的产品种类繁多且价格差异较大，使得消

费者在选择时难以抉择。卫生巾互助盒该产品的主要特点是

可以方便地存放卫生巾并进行分类整理，具有一定的防潮效

果，在市场上获得良好的反响。

1 卫生巾互助盒

2020 年 10 月，梁钰及予她同行团队在微博上推广并指

导了“卫生巾互助盒”行动，紧急情况下可从互助盒拿走卫

生巾使用。该活动倡导女性之间的互帮互助，帮助女性安心

度过月经期。使用指南：将任意品牌的卫生巾或卫生棉放入

盒内，取一放一；应急使用，之后有空再放回，补充容量；

姐妹共同维护，有空余时间的姐妹可以清理或更换盒子，保

持清洁长期使用；若无盖子，可以把卫生巾装入塑料袋再放

入盒子 [1]。

2 “卫生巾互助盒”实践可行性

 " 卫生巾互助盒 " 是一种新型的女性卫生用品，主要由

两个独立的卫生棉片组成，中间隔着一个密封膜。它可以帮

助女性在月经期间更加方便地更换卫生纸，减少了使用一次

性卫生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 卫生巾互助盒 " 还

可以有效避免女性在月经期出现漏尿的情况发生，因为每

个卫生棉片都有一定的厚度，能够更好地吸收血液并防止渗

漏。由于每个卫生棉片都是单独使用的，因此不会像普通卫

生巾那样容易受到细菌感染，从而保障了用户的健康安全。

“卫生巾互助盒”具有如下优势：（1）减少浪费。使

用卫生巾时，如果只用了一半或更少，剩余的部分通常会被

丢弃在垃圾桶里。而卫生巾互助盒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利用

这些剩余部分，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2）方便携带。卫

生巾互助盒的大小比传统卫生巾要小得多，因此更容易携

带，并且不会占用太多空间，它们也可以被折叠起来，以便

于存放。（3）经济实惠。相对于购买多个一次性卫生巾来说，

卫生巾互助盒更加经济实惠，因为它们可以重复使用的同时

又不影响质量。因此，卫生巾互助盒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产品，

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继

续加强研发力度，不断完善产品性能，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

需求。

3 “卫生巾互助盒”推广案例

3.1 推广理念

互助卫生巾的创业理念是“以健康为本，服务为先 "，

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 的原则，致力于提供质量可靠、

价格合理、环保健康的女性卫生用品。将不断研发新产品，

推动行业的创新发展，助力女性健康事业。

3.2 市场分析

（1）市场需求。据调查统计，中国女性每年消耗的卫

生巾数量逐年增加，市场需求巨大 [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女性对卫生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

能够使用更加健康、环保、安全的产品。

（2）竞争分析。目前市场上卫生中品牌众多，主要分

为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两大类。国际品牌在品质、价格等方

面拥有一定的优势，但价格较高，不易接受 ; 国内品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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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低但质量参差不齐，品牌信誉有待提升。互助卫生巾

将致力于打破传统卫生巾市场的僵局，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

选择。

3.3 产品定位

互助卫生巾主打“健康、环保、安全 " 的理念，采用天

然有机棉芯，无添加化学物质，抑菌抗菌，呵护女性私密健

康。产品款式丰富多样，包括日用、夜用、超薄型、透气型等，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3.4 营销方法

（1）品牌建设。互助卫生巾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打造知名度高、口碑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消费者的

认知度和信任度。

（2）产品创新。公司将不断引入新技术、新材料，推

出不同款式的产品，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

（3）渠道拓展。公司将积极开拓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与超市、商场、网店等合作，让产品更加便捷的进入消费者

家庭。

（4）价格优势。互助卫生巾的产品价格合理，质量优良，

具有竞争力，能够吸引更多消费者选择。

因此，卫生巾互助盒的推广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市场需求、品牌形象、营销手段等方面。只有充分挖掘

这些资源并加以整合，才能实现更好的推广效果。

3.5 团队建设

互助卫生巾注重团队建设，汇聚行业内资深专家，拥

有一支富有创造力、创新性、团队意识强的团队，共同为公

司的发展和壮大努力。

3.6 社会责任

互助卫生巾作为一家新兴企业，将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关注环境保护、女性健康等领域，为社会健康事业做

出贡献。互助卫生巾将以“以用户为中心，以品质为核心 "

作为企业文化，不断创新发展，为女性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

贡献。

4“卫生巾互助盒”推广策略

4.1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卫生巾互助盒能够为女性带来更多的便利性，由于其

设计紧凑且易携带的特点，用户可以通过将其放在背包或者

手提箱里随身携带，而不必担心卫生巾会占用过多的空间，

卫生巾互助盒还可以通过安装在公共卫生间中的固定架子

上来实现快速取用，这使得女性们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也能

够及时解决卫生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卫生巾互助盒的推

广，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组织架构。应该设立一个专门负责

卫生巾互助盒的部门，并配备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管理工

作，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营销计划，包括市场调研、产品定位、

宣传方案等方面的工作。此外，需要加强与相关行业的合

作，比如与医院、社区服务站等开展交流活动，提高产品

的知名度，还要定期对用户反馈意见进行分析，不断优化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通过这些

措施，可以有效地推动卫生巾互助盒的推广，为广大女性

提供更好的生活体验。

4.2 加强宣传力度，提高认知程度

“卫生巾互助盒”是一种新型的女性用品，它可以帮

助女性在生理期时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卫生问题。它的主要作

用是提供更方便、更舒适的使用体验以及减少环境污染，卫

生巾互助盒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使用方式。传统的卫生巾需要

单独购买并存放于个人包中，而卫生巾互助盒则可以在公共

场所或办公室等地方放置，便于随时取用。此外，卫生巾互

助盒还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点，这意味着用户不需要频繁更

换新的卫生巾，从而节省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可以利用社交

媒体平台进行广告投放，以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关注度，可以

与相关行业组织合作举办公益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使用

产品。此外，还可以开展线下促销活动，如发放优惠券或礼

品卡等方式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产品，与其他品牌合作，共

同推出联合营销方案，扩大市场份额。总之，加强宣传力度

是实现卫生巾互助盒普及的重要手段之一。

4.3 加大资金投入，拓宽融资渠道

“卫生巾互助盒”项目旨在为女性提供更方便、更健

康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

扩大市场规模并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其中之一就是增加资金

投入，以支持营销活动。此外，应该积极寻求新的融资渠道，

如银行贷款或天使投资等，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更好地开展业

务，并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通过这样的努力，可

以确保产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使用。

4.4 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专业水平

在卫生巾互助盒的推广中，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不断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培训和提高

他们的职业素养。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内部培训来提高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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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和业务素质，还可以鼓励员工参加行业内的各种培

训班和研讨会，以获取最新的技术和知识。此外，应该注重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让员工之间相互协作，共同推进项目的

发展，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员

工的问题，促进其成长和发展，只有不断地强化员工的能力

与素质，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卫生巾互助盒的推广工作。

5 结语

综上所述，卫生巾互助盒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管理月

经期间的生理问题，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和困扰，它还可以为

女性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购买方式，避免了传统购物渠道中

的繁琐过程。此外，卫生巾互助盒还具有环保节能的特点，

能够有效降低垃圾产生率并保护环境。总之，卫生巾互助盒

是一项非常实用且有益于女性健康的产品。因此，可以通过

多种途径来推广这种产品，如社交媒体宣传、线下活动展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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