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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 在发布半年报之

际，倍轻松还经历了人事变动。8 月 30
日，倍轻松公告，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

表汤泽芬的辞职报告。同时，公司宣布

聘任林夏婷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记者梳理发现，上市后的这两年多

时间里，倍轻松的高层变动频繁。 2022
年 12 月中旬， 倍轻松宣布聘任汤泽芬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和这一变动同时

披露的，是倍轻松的董事会秘书黄骁睿

因个人创业原因、证券事务代表王妮娜

因个人职业规划原因而辞职。

汤泽芬的任职时间尚不足一年，

但仍有任期较其更为短暂的。 今年 4
月中旬， 在发布年度业绩的关键时间

之前，倍轻松对外公告，公司执行总经

理、财务总监徐胜利因个人原因辞职。

值得关注的是， 徐胜利自 2022 年 12
月中旬才刚上任， 这也意味着这位财

务总监只在倍轻松干了 4 个月。

此前倍轻松的招股书显示，公司共

有 6 名高级管理人员， 任期为 2020 年

至 2023 年 4 月，但在任期结束之前，贺

小潮、张大燕、陈晴、黄骁睿相继离职，

除了贺小潮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外，其

他三人均因为个人原因而辞职。

此外， 倍轻松的核心技术人员在

最近两年也相继发生过变动。

2023 年 6 月 ，倍轻松公告 ，原核

心技术人员王少华因个人原因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资料显示，2019 年 2
月起， 王少华任公司研发部软件技术

总监，近年来领导公司软件研发团队，

主要负责智能模块设计、 物联网大数

据管理平台建设等方面软件技术研究

和产品开发。

2022 年 8 月，原核心技术人员、企

划部总监陈晴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相关职务。 近年来，陈晴专注于智能

便携按摩器产品的规划、创新与设计，

领导公司产品企划团队， 主要负责产

品线规划与预研等方面的研发工作。

关键员工来来往往、频繁变动，马

学军始终坚守， 身上的担子亦越来越

重。原董秘去年年底离职后，倍轻松发

布公告称， 董事会同意指定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马学军代理董事会秘书；

原财务总监今年 4 月离职后， 董事会

又指定马学军代行财务总监职责。

随后，倍轻松陆续发布了 2022 年

年报和 2023 年一季报、半年报，直到

现在， 董秘和财务总监这两个职位仍

由马学军兼任。

在综艺节目《好样的! 国货》中，马

学军曾现身科普“十一点一定要睡，然

后睡足八个小时”的“118”早睡健康理

念。不过，身兼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财务总监、 董秘数职的马学

军，能不能做到呢？ （实习生黄琬婷对

本文亦有贡献）

◎ 记者 马云飞 蔡淑敏

白纸黑字的财报清楚地告知市场：

倍轻松早就“不轻松”了。

近日，“便捷按摩器第一股”倍轻松

公布了最新的半年报。

2023 年上半年， 倍轻松营收虽同

比增长 30.7%至 5.99 亿元， 但仍净亏

损 2534.65 万元， 扣非净亏损 2919.96
万元。

资本市场闻风而动， 财报披露当

日， 倍轻松股价跌超 3%， 报收 32.94
元，并在此后的 7 个交易日一直处于低

迷之中。

投资者 “情绪低沉 ”情有可原 ，毕

竟这样的局面持续已久 。 从 2022 年

一季度以来 ， 倍轻松已连亏六个季

度。

2021 年 7 月，倍轻松作为“智能按

摩设备第一股” 登陆科创板， 开盘报

160 元/股 ， 较发行价 27.4 元/股暴涨

484%， 市值轻松突破百亿元。 如此风

光，让投资者很难不对这家企业的未来

心怀憧憬。

然而，曾经的美梦早已开始向噩梦

演变。目前倍轻松的市值较最高点已蒸

发超八成。

在财报中，倍轻松直言，2023 年上

半年，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0.70%，但净利润仍为负。 如果未来市

场经济持续下行，直营门店经营情况无

法持续修复，产品推新效果不佳，新渠

道收入增长不如预期，销售费用率持续

增高， 较高毛利率无法持续等情况发

生，公司仍存在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

风险。

这样的说辞在此前的业绩报告中

也出现过。换言之，这家自称为“专注于

健康产品创新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已

经将他们隐性的挑战放至台面。 事实

上，由于倍轻松“重营销轻研发”的商业

模式，其产品口碑早就遭受质疑，而问

题在于， 倍轻松是否想要改变这一局

面，如何改，能成功吗？

激流勇进的高增长态势或将难

返， 连续 6 个季度身陷亏损泥沼的倍

轻松也印证了自身的增长焦虑。

今年第一季度， 倍轻松营收同比

减 少 7.93% 至 2.28 亿 元 ， 净 亏 损

182.35 万元 ， 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

267.58 万元。 第二季度营收虽同比增

长 76.08%至 3.71 亿元，但净亏损环比

扩大至 2352.3 万元。

这样的状态已经维持了一年半 ，

也就是 6 个季度。 2022 年一季度，倍轻

松亏损额为 988.98 万元 ，2021 年同

期 ，其实现净利润 1102 万元 ，此后由

盈转亏，且一直没有实现扭亏，尤其是

2022 年 第 四 季 度 亏 损 额 更 是 高 达

6690.28 万元。

作为一家以按摩仪销售为主营业

务的企业 ， 倍轻松成立于 2000 年 7
月，2001 年推出首台眼部按摩器产品，

正式进入按摩器具行业。 2021 年，头顶

“便携按摩器第一股 ”的光环 ，倍轻松

成功登陆科创板。 然而，上市次年，倍

轻松的业绩就显出难色。

2022 年，倍轻松营利双降，营收同

比下降 24.69%至 8.96 亿元，净利润由

盈转亏， 同比下降 235.46%至-1.24 亿

元。 这不仅与几年前的双位数增长形

成了鲜明对比， 且难敌竞争对手———

同为按摩仪品牌 SKG 的母公司未来穿

戴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未来

穿戴”），2022 年， 未来穿戴实现营收

9.045 亿元，净利润 1.153 亿元，扣非净

利润 1.031 亿元。

根据财报数据， 倍轻松的多个品

类均出现了产销下滑。 2022 年，除了颈

部智能便携按摩器生产量和销售量分

别同比增长 4.19%、32.21%外， 倍轻松

的眼部、头皮、头部智能便携按摩器的

生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45.32%、53.70%、

70.02%，销售量同比分别下降 39.32%、

41.96%、60.47%。

8 月下旬，《国际金融报》记者走访

上海浦东一家大型商场发现， 正值周

末，商场里人来人往，但倍轻松门店却

稍显落寞，鲜有消费者进店体验或购买

产品。 记者留意到，门店内展示的产品

大多属于中高端，在按摩设备产品内的

价位较高，根据导购的说法，门店产品

的零售价格没有折扣。

家电产业分析师梁振鹏对记者表

示，日本 、韩国等按摩器具市场成熟 ，

有 15%至 20%的市场渗透率。 相较之

下 ， 中国按摩器具市场渗透率约为

1.5%，仍处于较低水平。 “倍轻松产品

销量的下滑， 一方面是按摩小家电市

场的发展已经过了高增长阶段， 新玩

家的持续涌入使得行业竞争不断加

剧； 另一方面则在于倍轻松产品存在

质量把控不严，售后服务不到位，导致

部分消费者丧失信任感， 进而影响倍

轻松的销量。 ”

记者在新浪旗下消费者服务平台

黑猫投诉发现，目前消费者对倍轻松的

投诉不在少数，问题主要集中于涉及产

品存在质量问题不予维修，售后服务态

度差、使用产品后致使受伤以及虚假宣

传等， 被投诉的产品包括颈部按摩仪、

眼部按摩仪等。

另外，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

上， 也存在大量关于倍轻松产品质量

问题、智商税、成本低售价高等负面信

息。

提及倍轻松，令人印象较为深刻的

是该品牌各大机场或高铁站内明亮简

约的门店，而许可（化名）第一次正式接

触倍轻松，源于今年 5 月某家商场赠送

的一张价值 399 元的肩颈舒缓套餐体

验券。 据许可表述，倍轻松该套餐主打

中医概念，并包含 3 次中式艾灸，“我以

为是店内有专门精通中医的按摩师提

供服务，但去门店后发现实际上还是用

机器操作”。

体验之后，许可在倍轻松线下店逛

了一圈后被价格 “劝退”。 即便月入过

万，但在许可看来，动辄千元起步的便

捷式按摩仪并不算便宜。她向记者提出

疑问：按摩仪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比

起有行医资格的推拿师或康复治疗师，

强调中医概念的按摩仪是否可以达到

宣传的功效？

记者留意到， 在倍轻松官方网站，

相关产品的宣传页面里，类似“仿生机

理下真实还原十指触感与掌心温度 ”

“轻松实现无盲点全覆盖的多穴位按

摩”的宣传语多次出现。

“自 2000 年品牌成立以来，便坚定

了‘中医×科技’的发展道路，22 年来，

倍轻松所开展的产品研发与迭代升级

均是以 ‘中医×科技 ’思路下的 ‘真揉

捏’技术为基础。 ”在财报中，倍轻松方

面这样写道，并称，未来要拓展医疗器

械和中医产品线，并申请相关资质，在

提高公司风险防御能力的同时， 开拓

新市场。

作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倍轻松对自

身的定位是：“一家专注于健康产品创

新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然而，倍轻松

的“科技含量”却长期遭受诟病，究竟符

不符合科创板的要求也多次被外界质

疑。

从与科技含量相关的研发情况来

看，2018 年至 2022 年， 倍轻松的研发

费用分别为 2557.80 万元 、4065.67 万

元 、3689.12 万 元 、4720.50 万 元 、

5732.82 万元， 在总营收中的占比分别

为 6%、4.4%、4%、6.4%。

今年上半年，倍轻松 2647.95 万元

的研发费用相比去年同期的 3031.05
万元减少了 12.64%， 研发投入占营收

的比例为 4.42%，同比减少了 2.19 个百

分点。

对于研发费用的减少， 倍轻松解

释称，主要系部分研发人员未到岗，研

发工资减少，技术服务费，研发领料费

用减少所致。 而从研发费用的具体组

成来看， 给研发人员的薪酬占比达到

了 62.5%， 技术服务费和研发领料均

在 200 万元左右， 甚至低于租金及水

电费。

截至今年 6 月底，倍轻松的研发人

员 106 人，在所有员工中占比 10.75%，

一年内流失了 17 人。 从学历构成来看，

研发人员中硕士研究生占比 10.38%，

本科生占比最多，但大专和高中及以下

合计占比还有约 20%。

目前来看，倍轻松的核心技术人员

数量有 4 人， 倍轻松的创始人兼董事

长、总经理马学军（后改名马赫廷）便是

其中之一。

一家公司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走

向，与创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

大量公开报道中， 马学军的职高学历

以及销售出身经历常常被提及， 根据

公开资料，马学军早年便是销售出身，

曾先后在台湾富豪食品有限公司和深

圳西格玛销售中心任销售主管和销售

经理。

拉长时间线， 倍轻松能够迅速崛

起， 或许更大的原因在于耗重金砸营

销。

从倍轻松的发展过程中也不难发

现， 相比研发， 这家公司实际上更注

重营销 ， 一直在通过流量明星代言 、

网红直播、 赞助综艺节目、 品牌联名

等一系列营销方式来提升品牌影响

力。

2021 年 5 月， 倍轻松与当时的顶

流明星肖战牵手，一年后宣布肖战继续

担任品牌全球代言人；在《向往的生活》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等多个热门综艺

节目中也时常看到倍轻松的身影，今年

倍轻松冠名播出了湖南卫视综艺《好样

的! 国货》，马学军本人也现身该综艺节

目。

根据财报 ，2018 年至 2022 年 ，倍

轻松的销售费用屡创新高，分别为 1.83
亿元、2.87 亿元、3.42 亿元 、4.85 亿元 、

4.82 亿元，销售费用率一路从 36%飞涨

至超过 50%，与研发的投入相比差距维

持在近十倍左右，明显高于同行平均水

平。

对于这一点，倍轻松多次在财报中

归结于销售模式： 由于公司直销比例

较大，在直销渠道下，公司线上平台的

推广费和线下门店的租赁费、销售人员

的薪酬支出较大， 销售费用率随之较

高。

9 月初， 就作为科创板上市企业，

倍轻松方面在营销与研发之间的投入

如何权衡等相关问题，《国际金融报》记

者向倍轻松方面发去采访问题，但截至

发稿尚未得到回应。

长期以来，在经销模式上，倍轻松

主要以直营为主，门店设在一二线重要

城市的机场、高铁站和中高端商场。 而

近两年来，开放加盟成为倍轻松的突破

口之一。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倍

轻松线下直营门店数量为 163 家，线下

经销门店数量为 30 家， 主要分布于机

场、高铁站等核心交通枢纽以及高端购

物中心。

不过，倍轻松似乎正在向竞争对手

“学习”，试图通过加盟模式来扭转直营

模式所带来的困局。

9 月初，记者从倍轻松负责加盟的

工作人员处询问得知， 目前倍轻松加

盟总投资费用大约为 10 万至 20 万

元，加盟门店地址的建议选在商场内，

店铺面积大约为 20 至 40 平方米 ，因

客户留存率差不接受街边店，“过去我

们的自营门店主要是覆盖在机场 、高

铁站和核心商圈。 所以对于加盟商，我

们建议是以商场店为主， 如果有高端

的社区也可以”。

梁振鹏分析称，开放加盟有利于倍

轻松开发市场盲区，特别是对二三级乃

至下沉市场的渗透开发，以提高国内倍

轻松品牌认知率， 并降低了运营成本。

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加盟店缺乏团队精

神，不便于统一运营管理，产品价格体

系也容易出现混乱。

不过，上述工作人员也提及，加盟

倍轻松的前提是对该品牌的认可，而加

盟店内的产品价格必须按公司指导零

售价进行售卖， 加盟后五五折进货，首

批 6 万货款，基本每个品类的中高低端

产品都会覆盖， 特别是高端的主推款、

中高端的利润款、 低端的引流款是必

备。 “有一些款式主要是为了引流，并非

真正的售卖， 是要让客户有所对比，能

够体验到产品之间的差距，才会认可就

是更好的产品”。

根据上述工作人员的说法，加盟倍

轻松， 一般回本周期大约为一年左右。

不过，一位对倍轻松加盟感兴趣的人士

也向记者抛出了疑问：倍轻松刚刚开放

加盟， 盈利模型是否已跑通还有待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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