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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妇女节将至，美容仪成为热销产品。不过，市面上的美容仪质量参差不齐
，这个快速成长的行业鱼龙混杂，产品和行业的规范问题迫在眉睫。

做美容仪器代工的广州臣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明3月2日在接受第一财
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市面上很多美容仪是“玩具”、不能产生实际效果；美容仪的
功率参数标准还有待完善和规范，才能避免烫伤风险；而美容仪的价值和价格需合
理回归，低质低价、价格虚高均不可取。

乱象一：功能造假、仿如玩具

“最近几年，美容仪每年的国内销量都翻倍增长，但这种‘玩具’的年出货量也达
上千万台，是不正常的”。李明称，他所在的美容仪代工厂，致力做安全、有效的
产品，仿如玩具的造假产品对行业的发展只会带来伤害，而且浪费社会资源。

他一边说着，一边拆开一台假美容仪。这台所谓的美容仪，外表与真正的美容仪，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拎在手上感觉轻一些。打开开关后，把这台假美容仪放
在皮肤上，也有温热、振动的感觉。

最大的差别在于，打开后盖发现，这台假的美容仪内没有电路板，只有简单的电控
板和一节电池；而真正的美容仪拆开后，里面除了电控板，还有带有丰富电子元器
件的电路板，大部分美容仪的核心功能主要由电路板承载，通过电控技术来实现。

这台假的美容仪的导入头也能发光、发热和振动，但它并没有真正美容仪的微电流
、超声波或射频等功能，严格来说是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的。李明说，这些假的美容
仪，一台只卖几十元，广告宣传力度也很大，因此销量很高，估计市面上的美容仪
有三成是这样的“玩具”。

为什么能这样公开、大范围地作假呢？李明说，造假者往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做一批产品就不干了，或者换一个牌子再做。有的年轻消费者，被大量的广告
引导，也想试一试美容仪，就挑便宜的来买，但对美容仪的了解不够深入，很容易
买到不具备功能的产品。

“美容仪行业还处于高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加强消费者对产品知识的教育很重要。
”李明说。

乱象二：功率参数欠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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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媒体通过产品测评，指出有的射频美容仪存在温度升高过快、易烫伤皮肤的
风险。不过，被指责的品牌，仍然坚称自己的产品合规，并没有要改善产品的表态
和行动。

李明坦言，中国的美容仪行业，主要适用于小家电的国家安全强制标准GB4706.1
和GB4706.15，以及美容仪国家推荐标准。小家电的安全标准较宽泛，而针对美容
仪的很多技术参数，尚无具体的标准和规范。

比如，近年头部品牌力推的射频美容仪，有的产品为了追求效果，功率参数设置过
大，缺少实验数据，比较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在李明看来，微电流、超声波、射频技术分别有不同功效。超声波技术，应用范围
比较广，其所在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于皮肤清洁及精华导入等方面。微电流技术，
可用于皮肤提拉紧致等。射频技术，通过刺激胶原蛋白再生，可用于皮肤抗皱。

“美容仪是辅助设备，不是医疗设备”。李明强调，像射频美容仪不能说直接具备
了抗皱功能，当产品设计合理，美容仪器对皮肤的改善是有帮助的，但有的厂家为
了追求所谓效果，产品的功率参数设置较大，超出了个人操作的安全范围。

因为射频美容仪是通过射频电波对皮肤产生作用的，导入头固定在皮肤一个位置时
，会使皮肤不断升温，所以引发易烫伤的质疑，“我们一般都会对产品设定合理的
使用时间，到时会自动停机”。

这还涉及消费者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使用射频美容仪时，要先在脸上涂抹凝胶，
然后美容仪在皮肤一定范围内不断移动，不宜在固定一个位置停留过久，导入头与
皮肤的接触面宜大、不宜小。

第一财经记者在知乎上搜索关于美容仪的内容，有人指责射频美容仪使用后会出现
苹果肌凹陷。李明认为，如果消费者曾注射波尿酸等造型填充或做过美容手术，应
在医生建议下使用射频美容器。一般家用美容仪功率较小，不会带来这样的问题；
使用大功率美容仪时，应用专业的仪器操作手法。

不管什么情况，为了让消费者使用更安全，李明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完善和细
化美容仪的行业标准，比如，对超声波技术的应用、射频技术的应用、微电流的技
术要求，设定一个安全有效的范围参数值。

乱象三：“假进口”价格虚高

作为新兴小家电，目前市面上的美容仪鱼龙混杂，有的标价几十元，有的标价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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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消费者有时难辨真假与虚实。几十元的“玩具”，消费者选购时要小心。价格
虚高的产品也有待价值回归。

据李明介绍，目前美容仪行业，品牌商与制造商分工合作占大部分，当然也有品牌
商自己生产产品。他所在的美容仪生产工厂，替多个品牌代工美容仪，“我们研发
和制造，不做销售运营”。

这家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小型企业，有上百人的规模。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当天，晚
上六点半，工人还需加班。“现在订单较多，每年9月到次年5月是旺季，我们代工
的许多产品出口日本和韩国。”

技术出身的李明认为，大部分的美容仪，核心是电子控制技术，元器件的选用和产
品研发也比较重要，比如射频美容仪的温度控制也是涉及较专业的电子控制技术。
目前，中国的美容仪供应链已经相当成熟，但芯片等一些关键部件等还需选用进口
产品。

所以，美容仪的硬件成本其实并不贵，贵在技术研发费用和宣传推广费用。目前，
日本、以色列、美国等外资品牌占据了国内美容小家电市场超过50%的份额，也存
在一些“假进口”的现象。

李明的助手陈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有的企业美容仪的主要部件都在中国生产，然
后运到海外一个地方组装成品，再运回中国市场销售，就贴上“进口”标签，而进
口美容仪可以标更高价格。

“美容仪的技术改善和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李明说，像现在的产品大多
数还是采用较传统的制造工艺，人工智能等方面技术的应用非常少。他呼吁，美容
仪行业从业者应花更多精力在产品优化、实验数据积累上，避免价格虚高，实现价
值回归，让更多普通老姓也能获得良好体验。

目前，国内美容仪制造商有上万家，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李明相信，今后
随着中国美容仪行业标准和监管的完善、技术的不断发展，行业将加快优胜劣汰，
本土主流品牌也将会崛起。

(文中李明、陈春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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