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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直播公司、设电商总部、出售资
产， 难以实现自救的美邦服饰寄希望
于直播带货。近日，美邦服饰先后成立
两家直播公司， 同时宣布成立电商总
部，入局直播电商。不管是此前的邦购
网还是有范App，对于电商，美邦服饰
有着自己的执着。然而，当前两次尝试
均以失败告终， 直播带货会是美邦的
救命稻草吗？

再入电商“局”

对于线上电商的布局， 美邦服饰
有“亿点点”执着。7月5日，北京商报
记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官
网获悉， 美邦服饰于近期成立两家电
商直播公司———杭州美特斯数字产业
有限公司和浙江美特斯数字产业有限
公司。

根据工商信息， 两家电商直播公
司均由美邦服饰100%持股，法定代表
人、 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均为美邦服饰
创始人周成建。 经营范围涉及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服装服饰
批发；服装服饰零售；互联网直播技术
服务等。

有消息称， 美特斯邦威将在杭
州打造电商总部， 独立于上海总部
管理运营。美邦官方旗舰号将于7月
底直播。

就相关消息， 北京商报记者对美
邦服饰进行采访， 但截至发稿未收到
回复。

虽然未作出回应， 但从过往来看，
美邦服饰一直对电商颇为执着。2010年
美邦服饰上线了自建的电商平台邦购
网， 计划为旗下美特斯邦威、MEamp;
CITY和MEamp;CITY�KIDS等品牌打
通线上线下融合的路径。2015年， 美邦
服饰再度上线社区概念的电商App“有
范”，寻求线上电商渠道的突破。有消息
称当时“有范”App连续两季冠名赞助

热门网络综艺《奇葩说》，广告宣传费翻
倍，飙升至上亿元，虽砸下重金，但并没
有掀起太大的水花，有范App存在的时
间不到三年。

虽然美邦服饰没少折腾， 但从线
上渠道的占比来看， 美邦服饰依然以
线下为主。 财报数据显示，2022年，美
邦服饰线上销售仅占总营收的24%，
线下加盟渠道的销售额仍占大头。

如今开设直播公司， 设立电商总
部， 被业界认为是美邦服饰进入直播
领域寻找机会。

在鞋服行业品牌管理专家、 上海
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程伟雄
看来，目前，直播带货赛道仍在增长，
虽然美邦服饰入局略迟， 但对于当前
的美邦服饰而言不失为值得尝试的一
种方法。

据了解， 美邦服饰已实现抖音日
常直播。刚过去的“6·18”购物节，美邦
在电商平台活动基础上， 也叠加了品
牌的促销活动。 美邦服饰也对外表示
会结合新零售转型业务方向， 加大市
场营销推广， 推进与新媒体渠道及直
播类平台合作，以促进公司销售。

出售资产难自救

开辟直播业务， 被业界认为是美
邦服饰寻求继续发展拯救业绩的策略
之一。

从财报数据来看， 美邦服饰当前
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财报数据显示，
2022年，美邦服饰的营业总收入14.39
亿元， 同比下降45.45%； 亏损8.23亿
元，上年同期亏损4.02亿元。

伴随业绩巨额亏损的是门店的大
量关闭和旗下资产的频繁出售。

财 报 数 据 显 示 ， 美 邦 服 饰
2019-2021年门店分别减少785家、
683家和403家，三年累计关店1871家。
截至2022年末， 美邦服饰直营店铺仅
剩29家，加盟店铺997家。

与此同时， 美邦服饰频繁出手旗
下资产。今年6月，美邦服饰发公告以
3亿元向雅戈尔出售其所持有的位于
辽宁省沈阳的店铺。2022年10月底，
美邦服饰以1.9亿元出售其位于湖北
省武汉市的店铺；2022年12月， 美邦
服饰以1.3亿元价格出售其位于贵州
省贵阳市的店铺。对于频繁出售资产，
美邦服饰表示， 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
现有资产， 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程伟雄表示，从目前来看，美邦服
饰直营门店所剩无几， 加盟的比例也
在大量减少，营收上也下滑得厉害，美
邦服饰需要突围。当资金有限，发力线
上是更好的选择。入局直播电商后，美
邦服饰通过对品牌资源、供应资源，品
牌发展套路整合， 再通过直播赛道输
出，对于美邦而言是一个突破口。

其实， 鞋服行业因发展不佳转向
直播带货行业的例子也有。此前，星期
六随着发展不佳，逐渐转向以直播带
货为主的互联网业务，同时也改名为
遥望科技，虽然合作过张柏芝、贾乃
亮、黄子韬、娄艺潇等明星，签约了超
过100个主播达人， 更是邀请到梅西
“坐台”，但也依然没有改变其业绩亏
损的局面， 遥望科技2022年亏损约
2.65亿元。

在深圳市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
看来， 对于服饰行业， 尤其快时尚而
言， 线上短视频及直播平台的冲击相
当大， 尤其不少明星带货也会选择大
众化价格带的服饰， 因而快时尚品牌
连锁的份额受到很大的蚕食。 如果企
业基于企业经营利润情况原因， 关闭
一部分线下效益差的门店， 同时开启
线上直播，另辟新渠道，还是比较可行
的方法。 不过当下这个领域已经竞争
非常激烈，美邦服饰进入时间较晚，是
否能依此重新找到方法拯救业绩，难
以确定。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张君花

7月5日， 倍轻松公布最新一期投资者活动记
录表，针对经营问题，倍轻松表示，今年一季度，公
司线下直营门店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63%，
一季度新品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42.65%，新
品收入占比逐步攀升，为收入增长提供充足动能。
尽管倍轻松想给市场吃下“定心丸”，但恐怕难让
投资者买账，毕竟在近期深交所问询之下，倍轻松
的实际经营状况进一步被曝光。

渠道选择之困

上市以来，亏损成了倍轻松的常态，上市前的
2019-2021年， 该公司均能实现盈利；2022年，其
归母净利润便一下亏损约1.24亿元， 扣非净利润
亏损超1.3亿元；今年一季度亏损持续，其归母净利
润亏损约182.3万元。

在按摩家电领域中， 已在A股上市的荣泰健
康与奥佳华均能实现盈利， 其中荣泰健康2022年
归母净利润约1.6亿元，奥佳华约1.02亿元，已申请
IPO的未来健康归母净利润为1.06亿元，倍轻松的
经营如此明显地偏离行业状况， 自然引来深交所
问询。

梳理回复函不难看出， 渠道选择不善仍是倍
轻松的老问题，长期以来，倍轻松在机场、车站等
处大量开设线下门店， 高昂的租赁费用以及人员
成本让倍轻松的销售费用居高不下，相比倍轻松，
选择经销模式的未来穿戴反而“轻松”得多，2022
年1-6月， 未来穿戴经销模式下营收占比达到
97.41%。

至于为何坚持直销模式，倍轻松解释称，如此
能更直接地触达消费者， 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个
性化服务，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品牌形象，维持倍轻
松中高端的市场定位。

然而在业内观点看来， 倍轻松的选择明显与
市场状况不符。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认为，按摩家电
行业技术门槛较低、新增企业多；从功能与使用体
验看，该领域产品同质化明显，某些品牌想走高端
化路线，但产品层面缺乏支持。更重要的是，对消
费者而言， 按摩家电作为新兴品类仍未能深入人
心，用户很难心甘情愿为高价产品买单。

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2015-2021年， 我国按摩器市场规模由96亿元增
长至18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1.05%，而市场的
快速增长也吸引到众多厂商的入局，2016-2020
年， 我国经营范围涉及按摩器的企业每年注册数
均超过1400家。

从产品技术含量看， 倍轻松2020年报数据显

示，其委托加工产量远高于自主产量，这也让其备
受“贴牌代工”质疑，在此背景下，倍轻松想靠开设
门店、加码直营来提升品牌形象，结果未必乐观。

再“砸”一遍钱

在很大程度上， 倍轻松将线下渠道失利归结
为因疫情客流量减少，尽管封控状态早已远去，但
奇怪的是，倍轻松线下门店仍未有明显起色，今年
一季度， 其线下直营门店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仅
增长2.63%。

同时，倍轻松也在控制线下成本，称“公司持
续优化直营门店结构，并调整效益不好的机场、高
铁站等交通枢纽门店”， 可惜效果杯水车薪，2022
年， 倍轻松专柜费用便高达约6735万元， 专柜多
了，人员配备也不能落下，其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
更是达到1.03亿元。 然而在倍轻松所说的“调整”
“优化”之后，一季度线下直营门店固定成本，与上
年同期相比仅下降约438万元。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类似按摩
家电这样的新兴品类，更适宜线上渠道，尤其直播
带货对其帮助很大，相比线下，线上渠道能更高效
地触达消费者，建立对新兴品类的认知，从而培养
潜在客户。从消费群体看，品需类家电的受众较为
年轻，明显偏好线上购物。

或许倍轻松也认识到这一点， 如今又开始在
线上“砸钱”，宣传推广以及促销活动所费不赀，看
上去似乎要把以前的营销之路重走一遍。

从2022年倍轻松推广费看， 仅电商平台推广
费便高达约1.03亿元，以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在社
交平台上的“种草费用”高达约1751万元，此外还
有直播坑位费、代运营费用，几项合计已然超过1.4
亿元。

即便花了钱也难保证销售成果，例如2022年，
倍轻松在京东的推广费较上年增加13.48%， 收入
却同比下降3.09%，倍轻松给出的解释称，站内竞
价激烈，推广费拉高，部分费用用于人群拉新。

更令人不解的是倍轻松对抖音推广费增加的
解释，其在抖音推广效益不佳的理由包括“对新后
台推广模式设置不熟悉”。这样的说法能否为人接
受不得而知， 北京商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倍轻
松，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有业内观点指出，从当前经营状况看，倍轻松
在线上、线下的不同选择中首施两端，相比一众已
在线上渠道收获颇丰的同业， 倍轻松落下的不止
一步，如何扭转局面是倍轻松必须考虑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柱力

专精特新是抓手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
国家的首要任务，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高质
量发展的有利支撑。“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推动培育100万家创新
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万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00家单项冠军。

根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
提供的数据， 目前各省市持续培育创新型中
小企业， 已培育超8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200家单项冠军。

同时，他坦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面临强
弱不自知、商机不明确、资金不充裕等问题，
急需以系统工程思维体系化谋划支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充分发挥
技术治理的手段和作用， 畅通大中小企业间
协作，从而形成全国一盘棋”。

在北京市经信局指导下， 中国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以“国家战略、产业

布局、市场运作、资本驱动、专家引导”为思
路，形成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北
京模式”。“北京模式”从需求侧出发，以诊断
为切入、数据为驱动、政府精准施策为手段，
以企业核心能力提升为目标，重点解决标准、
数据、商机、资金、发展5个问题。首批创新生
态合作伙伴包括腾讯、用友、中金、北京中关
村银行等。

鲁春丛以诊断评估为例， 分享了北京某
科技公司等案例， 结合企业全生命周期形成
了共分为9个领域的诊断评估报道，完成了在
企业内部及能力改善的任务立项。下一步，中
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充分发挥国家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积淀的工业数据价值，
应用大模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广
“北京模式”落地实施。

赋能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产
业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

导力量。 数据要素驱动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
涌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
互联网发展进入产业互联网平台与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深度融合的新发展阶段。

数字产业集群是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
标杆城市的“四梁八柱”。截至2022年10月，北
京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1048家， 占我国人
工智能核心企业总量的29%， 数量位列全国
第一。核心区域产业集聚能力全国第一，已经
形成了全栈式的人工智能产业链。 新一代数
字化出行产业提速发展。 高级别自动驾驶示
范区3.0阶段全面启动， 新扩100平方公里建
设工作，为19家企业超过500辆车发放测试牌
照，开放测试道路1543公里。在“网端”，加快
推动EUHT专网补点和测试应用工作， 现已
在经开区60平方公里范围内基本实现路口信

号连续覆盖。在“车端”，加快车载终端推广测
试， 目前已安装1313台车载终端，813台已接
入云控平台。

为了帮助产业集群发展， 北京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协会发出《产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产
业集群发展倡议书》，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协会会长刁志中提出： 产业集群的上下游企
业应抓住产业数字化转型机遇， 把提高生产
效率和促进绿色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要建立
实时感知、网络连接、数据驱动、业务协同和
智能洞察的产业数字化能力， 推进产业链需
求侧和供给侧企业的高效协同等。

靠新兴技术应用推动

7月5日，“产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产业集

群伙伴计划”启动仪式也在论坛举行，首批
成员单位包括30家企业， 覆盖制造互联网、
建筑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农业
互联网。

根据当日发布的《2023北京市产业互联
网供给侧企业图谱》，北京产业互联网市场规
模居全国之首。2022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
规模1.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是41.6%，年均
增速10.3%， 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7371.9亿
元。 北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新设企业平均增
长1万家，规模以上核心企业超过8300多家。

据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介绍， 北京
产业互联网平台向更多行业和更深层次渗
透、 数据要素和数据中台成为驱动产业互联
网发展的新动力、 新兴技术应用推动产业互
联网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创新、 产业互联
网与产业集群的生态进程加速。

《2023北京市产业互联网供给侧企业图
谱》显示，北京产业互联网供给侧企业就绪度
51%，其中技术创新度61%，高于业务价值度、
平台成熟度、数据利用度、运营生态协调度。
通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和边缘计算
等关键核心技术应用迅速渗透到行业。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兼总裁施水才分享了大模型在产业互联网中
落地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 在他看来，“目前
国内已有100多个大模型，未来通用基础大模
型剩者为王，超不过5家。开源大模型是未来
的主流， 对基础大模型的良好适配是行业大
模型的必由之路”。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产业互联网是数实融合的产物，2023年北京产业互联网进入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7

月5日，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举办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 发布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北京模式”暨国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强企赋能平台1.0、产业互联网平台

赋能产业集群伙伴计划等成果。从工业、建筑到大模型等领域，产业互联网企业加快

技术、平台和解决方案的研发上市，行业用户迫切需要用新技术、新平台和新场景实

现业务转型，相关部门、企业、协会给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北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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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

1.7万亿元 ， 占 GDP 的 比 重 是

41.6%，年均增速10.3%。

北京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新设企业

平均增长1万家，规模以上核心企

业超过8300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