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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2月22日雅芳获得首张直销牌照到2018年汉德森获得最后一张直销牌照
，13年间，商务部共计发放直销牌照93张，其中珍奥因虚假宣传被吊销牌照，蚁力
神集资诈骗案发公司破产注销，雅芳（中国）退出直销领域而主动放弃直销牌照，
权健的直销牌照因被判组织领导传销罪而取消。截至目前，我国拥有直销牌照的企
业还有89家。

权健事件发端于2018年底，由此引发的针对保健品行业的“百日行动”导致中国直
销乃至保健产业大震荡。在包括网络舆论大爆发等多个因素机缘巧合的作用之下，
权健这个当年的内资直销之王被闪电般击溃，由此也开启了拿牌企业被裁定“组织
领导传销罪”的开端，整个行业风声鹤唳。

这件事的负面影响是：如果拿牌企业也可以是传销，那企业为什么要以上亿元的资
本投入去申请直销牌照，并去接受最严格的直销监管？没有直销牌照的企业自行开
展类直销业务反而轻松很多。这就是中国直销业面临的一个最严重悖论，有太多直
销人因此而茫然，最终背弃原则，沦为传销或资金盘的“韭菜”。

2019年2月14日，负责直销牌照审批的商务部证实针对直销行业有关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宣布已经暂停办理直销相关的审批、备案等事项，正在积极会同相关职能部
门开展保健市场整治工作。商务部当时表示，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还将推动完善
直销相关的法规制度，与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调配合，严格规范市场准入，加快构
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直销行业监管体制，建立直销企业和主要从业人员信用黑名单制
度，加大违法失信的成本，促进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从那时起，相关部门要求所有申请直销牌照的动作暂停，已经缴纳2000万元申牌保
证金的企业全数退还，所有之前取得的申牌进展一律清零。直至2022年的今天，有
关直销牌照的申请事宜再无消息。

在所有申牌企业中，最难过的是那些已经发布了申牌声明的企业。这些企业已经通
过了相关部门最初的审核，都已缴纳2000万元保证金到指定银行，甚至在某种程度
上已经被认定为“准直销企业”进行管理。它们也曾是最有可能顺利拿牌的一批企
业。但随着2019年申牌暂停键的按下，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期间所有的经历和付
出，只有他们自己才懂。

《知识经济》杂志统计了历年来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公示过申请直销牌照
声明但未获成功的企业名单，这类企业一共有50家，其他已提交资料或者准备申请
直销牌照的企业数量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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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最后一块直销牌照的批出已超过四年半，这50家企业是中国数量庞大的准直
销企业的代表，它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申请直销牌照，申牌未果之后，它们走向
何方？《知识经济》对相关企业的发展历史和近况进行了简单梳理，它们有的回归
主业，有的沉沦，有的死亡。（相关数据统计截止至：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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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二注册资金变化

天眼查数据显示，2018年至今，50家申牌公示企业中，30%的企业注册资金发生
了变更。《知识经济》以2022年8月25日天眼查数据为准，除5家企业已注销/吊销
不予统计外，梳理了剩余45家企业，发现了以下数据。

注册资金：共计14家企业注册资金进行了调整，5家上调，9家下调，其中7家企业
注册资金金额已低于申牌所需的8000万元。

实缴金额：45家企业中，3家企业未显示实缴金额，10家企业实缴金额低于8000万
元，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修养堂、珠海诺氏2家企业实缴金额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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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四企业更名

《知识经济》观察到，有4家企业更改了企业名称，其中，康缘美域（现更名为：
美域生物）、雪薇诗澜（现更名为：雪活泉）2家企业还减少了注册资金。

结语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回顾中国直销50家申牌企业的现状，不免令人唏嘘。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了解中，这
其中大部分企业仍对直销行业满怀感情，但在行业政策敏感和全球新冠疫情的笼罩
下，进退两难。一些企业曾经踌躇满志，却在煎熬等待中凋零；一些企业或彻底失
望，更名另辟他途。

中国直销行业目前普遍有两个需求：首先是恢复直销牌照的审批，即使拿牌有如此
多的弊端，还是有对直销拥有真感情的人，他们愿意拿到牌照堂堂正正做直销；其
次是松绑对多层级和团队计酬的限制，否则监管政策与市场将继续脱节，诸如“经
营性执法”这样的直销监管乱象还将长期存在。

如果跳出直销的小圈子看，则还有一个问题亟需面对和解决，那就是社交电商面临
的涉传问题。直销是社交商业的鼻祖，社交电商其实就是倍增机制与电商平台融合
的产物，通过互联网将引流和销售的效率发挥到了最大化。但所有的倍增机制都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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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多层次和团队计酬的嫌疑，因此都会受到《禁止传销条例》相关规定的约束。

在直销逐渐势微之际，曾一度蓬勃发展的社交电商屡屡遭遇“涉传”查办，且涉及
企业越来越多。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相关政策不做修改，直销行业曾面临的监管乱
象将在社交电商领域重演一遍，而社交电商所涉及的企业数量、市场容量和金额都
远远超过直销市场。

因此，就算解决了直销行业的问题，也不一定能解决社交电商面临的问题。很多业
界专家建议，只有将涉及倍增机制的所有商业模式都看做一个泛直销行业的整体，
比如统一称作“社交零售”，从调整多层次和团队计酬开始规范这个产业，也许才
能一举解决此类问题。

直销牌照审批和团队计酬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直销行业
的总体规模不大，还略显颓势。但如果把眼界扩大至整个社交商业领域，其实这个
领域不但方兴未艾，还是未来商业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就直销行业整体而言，他们有着严格的管理条例以及各级监管规定，比社交电商的
生存条件要艰难得多，但他们在企业实力、管理水平、文化建设、供应链建设、产
品品质把控、经销商团队管理、教育培训上却比社交电商平台付出得更多，也更成
体系、更加规范。而社交电商行业尚处于草莽阶段，除了应用互联网工具方面的效
率优势，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直销和社交电商之间的相互学习和
融合，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交商业的趋势。

在这样的趋势背景下，直销、社交电商以及不断涌现的新兴商业模式想要得到健康
、有序的发展，只有做到“疏而不堵”，将这些商业形态置于平等的监管体系中，
充分融合、互采众长、开放竞争、公开竞争。

来源：《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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