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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中经家电产业景气指数为96.3，较上季度略

降0.1点；中经家电产业预警指数为76.7，已是连续两个季

度回升，但仍在偏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三季度家电业产销量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出口下

滑。尽管家电业仍面临下行压力，但总体趋稳态势不

变，节能家电补贴政策刺激消费作用开始初步显现，企

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行业利润状况趋好。

景气度略降

2012 年三季度中经家电产业①景气指数为 96.3
（2003年=100），较上季度略降0.1点。

构成中经家电产业景气指数的全部 6个指标（仅

剔除季节因素，保留随机因素②）——家电行业利润总
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继续加快；家电行业产品
销售收入、税金总额、从业人员和出口合成指数等指
标增速有所下降。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中经家电产业景气指
数为 94.3，较上季度继续回落 0.3 点（见中经家电产

业景气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说明外部需求的减弱
对家电行业冲击较大，导致家电产业自身增长动力
继续趋弱。

预警指数上行

三季度，中经家电产业预警指数为 76.7，较上季
度上升6.7点，但仍运行于偏冷的“浅蓝灯”区，目前该
指数已连续两个季度处于上升通道。在构成中经家
电产业预警指数的 10个指标（仅剔除季节因素，保留

随机因素）中，位于“绿灯”区的有5个指标，位于“浅蓝
灯”区的有3个指标，位于“蓝灯”区的有2个指标。

生产增速回落

三季度，家电行业生产合成指数为 96.3（2003 年

增长水平=100），比上季度回落 0.3 点，连续 4 个季度
保持回落走势。

具体来看，在构成家电行业生产合成指数的 4个
指标中，洗衣机产量同比下降 1.0%，降幅较上季度收
窄 0.8 个百分点；彩电产量同比增长 5.9%，同比增速
较上季度回落8.4个百分点；空调产量同比下降1.5%；
电冰箱产量同比下降 7.0%，降幅较上季度扩大 0.5个
百分点。

销售增速放缓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家电行业产品销售收入
为 4363.6 亿元，同比增长 4.6%，增速较上季度放缓
3.5个百分点；环比上升8.3%。

出口较为低迷

受基数较高和外需持续恶化等因素影响，家电出
口仍处于低迷状态，但有所企稳。三季度，家电行业
出口合成指数为 96.5，较上季度小幅下降 0.3 点。三
季度家电行业出口交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约为
36%，较上季度下降3个百分点，高于本季度全部工业
11.9%的平均水平。

价格继续下跌

三季度家电行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跌2.9%，
跌幅较上季度扩大0.1个百分点，但从总体上看，家电
价格基本趋于稳定。在构成家电行业产品出厂价格
的 2个指标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
格同比下跌 3.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跌1.9%。

库存增速明显放缓

截至三季度末，家电行业产成品资金占用为795.9
亿元，同比增长7.9%，同比增速较上季度回落9.6个百分
点。本季度家电行业产品库存增速出现放缓，表明在市
场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家电企业在减少产量的同时，大
力调整现有库存，实施了去库存化，从而减轻库存压力。

利润增幅有所回升

在产量下滑、需求减弱的同时，家电行业盈利状况
有所好转。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家电行业利润总额
为184.8亿元，同比增长26.5%，同比增速较上季度加快
8.7个百分点。

三季度家电行业销售利润率为4.2%，较上季度提
高0.4个百分点，仍低于本季度全部工业5.3%的平均水
平。家电行业利润总额及利润率的提升，有利于行业运
行状况的改善；上游原材料价格的走低、下游出厂价格
的趋稳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盈利空间。

税金同比下降

三季度，经初步季节调整，家电行业税金总额为
71.0亿元，同比下降6.4%，由同比增长转为同比下降。

应收账款增速放缓

截至三季度末，家电行业应收账款净额为1888.6
亿元，同比增长 9.9%，同比增速较上季度放缓 0.8 个
百分点。经测算，本季度家电行业应收账款平均周转
天数为38.7天，较上季度减少0.2天。

投资增速低位趋稳

经初步季节调整，三季度家电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为 4117.0 亿元，同比增长 10.3%，同比增速与上
季度基本持平。家电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位趋
稳，在目前行业缩减生产、调整库存的运行格局下，固
定资产投资大幅上扬的预期并不强烈，企业家投资行
为趋于观望或谨慎，但进一步下降的动能也有所减
弱，低位缓升的局面有望出现。

就业人数同比下降

截止到三季度末，家电行业全部从业人员数为
183.6万人，同比下降2.6%，降幅较上季度有所扩大。

注解：

①家电行业包括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和家用电

力器具制造业两个行业；统计范围分别是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近1000家和近3000家。

②季节因素是指四季更迭对数据的影响。随机

因素指新政策实施、自然灾害等因素对数据的影响。

★灯号图说明：预警灯号图是采用交通信号灯的方

式对描述行业发展状况的一些重要指标所处的状态进

行划分：红灯表示过快（过热），黄灯表示偏快（偏热），绿

灯表示正常稳定，浅蓝灯表示偏慢（偏冷），蓝灯表示过慢

（过冷）；并对单个指标灯号赋予不同的分值，将其汇总而

成的综合预警指数也同样由5个灯区显示，意义同上。

加快结构调整
拓展利润空间

中经家电产业预警灯号图

中经家电产业预警指数 76.7中经家电产业景气指数 96.3

今年二季度国家出台了新一
轮 促 进 家 电 产 品 消 费 的 补 贴 政
策，在 6 月份启动了第一批推广
的 符 合 高 效 节 能 标 准 的 平 板 电
视、空调、冰箱、洗衣机、热水
器等家电产品后，9 月份三部委公
布了第二批推广企业目录。

经分析，第二批推广目录较
第一批有一些新变化：变频空调
占 比 上 升 明 显 ， 而 入 围 企 业 数
有 所 下 降 ， 格 力 入 围 型 号 数 下
降 到 第 五 位 ， 显 示 龙 头 企 业 重
视 节 能 型 号 单 品 销 量 ， 第 二 梯
队 则 通 过 型 号 数 量 来 弥 补 单 品
销 量 的 不 足 ； 冰 箱 中 标 企 业 数
增 加 ， 新 增 数 家 地 方 性 小 品
牌；洗衣机中标企业新增 9 家，
地方性小品牌发力。

我们认为，本轮节能家电补
贴产生的效果将不同于上一轮家
电促销政策。由于空冰洗产品已
经接近销量天花板，节能家电补
贴对白电销量增长的刺激力度将
弱于上一轮。同时，由于国内彩
电品牌的市场需求在明显回暖，
节能家电补贴将助力彩电销量快
速增长。从有关数据看，平板电
视 6 至 8 月份内销同比稳步增长，
其中受补贴政策影响较大的液晶
电 视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为 1.52% 、
6.29%和 14.54%。

随 着 年 底 假 日 消 费 期 的 到
来，各大家电企业陆续在节能家
电推广上加大投入力度，节能家
电补贴政策的市场效应和产品结
构效应会进一步显现。

节能家电补贴效应渐显
东海证券研究所家电行业研究员 蒋康蕾

经模型预测，中经家电产业景气指数在
四 季 度 将 进 一 步 调 整 ， 明 年 一 季 度 则 有 望
出 现 反 弹 ， 具 体 数 值 分 别 为 96.2 和 96.4。
中 经 家 电 产 业 预 警 指 数 在 四 季 度 有 望 与 本
季度持平,明年一季度有望稳中略升，具体
数值有望回升至 76.7 和 80.0。

企业家对于家电业走势的判断普遍较为
谨慎。三季度，根据近 180 家家电行业企业
景 气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家 电 行 业 企 业 家 对 四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预 测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128.6， 比 对 三 季 度 企 业 经 营 状 况 判 断 的 即
期指数低 3.8 点，这是年内首次预期指数低
于 即 期 ， 与 上 季 度 的 预 期 指 数 相 比 下 降 8.3
点 。 企 业 家 预 期 的 下 降 主 要 由 于 对 市 场 需
求 不 旺 的 担 忧 。 三 季 度 接 受 调 查 的 家 电 行
业 企 业 中 ， 77.4% 的 企 业 订 货 量 较 上 季 度

“ 增 长 ” 或 “ 持 平 ”， 此 比 例 较 上 季 度 下 降
4.4 个百分点。

景气走势基本平稳
前 瞻

三季度家电业基本面较为正常，
景气度略有下降，主要是受到一些不
利因素的冲击所致，凸显了在当前复
杂的经济形势下，行业运行依然承受
不小的下行压力。但是，这些波折不
会改变家电业逐步向好的大趋势。
随着内外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的
增多，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四
季度家电业景气度将有望趋稳。

今年二季度，家电业运行呈现逐
月好转迹象。但是，7月份以来，运行
情况又出现了反复。究其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外需低迷导致家电出口增
速大幅回落。今年 1至 8月，家电业
出口额增速下滑至 6.9%，较上年同
期回落11.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今
年夏季天气较为凉爽，加上去年基数
较高的因素，空调、风扇等电器产销
增速降幅明显。7 月和 8 月，空调器
产值增速分别下降 3.5%、0.6%，7月
风扇产值增速下降 3.4%，8 月回升
0.3%。受此影响，家电业总产值和
销售产值增速双双回落。

尽管三季度家电业受到一些不
可控因素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有政
策利好因素的支撑，家电市场信心有
所提振，家电业运行基本正常。

自今年6月以来，国家以财政补
贴形式启动推广符合节能标准的空
调、平板电视、冰箱、洗衣机和热水
器等五类产品。从市场情况看，三
季度高效节能产品的渗透率连续上
升。根据中怡康的监测数据显示，
彩电产品节能中标机型的市场占比
由 6 月 的 37.71% 上 升 至 8 月 的
71.96%，冰箱节能中标机型的市场
占比由今年 6 月的 11.80%升至 8 月
的 26.29%，洗衣机和空调两大类节
能中标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则分别由
6月的 35.75%和 17.12%升至 8月的
42.10%和30.16%。

与此同时，家电下乡政策继续
发挥作用。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
至 9 月，全国(不包括山东、河南、四

川、青岛)家电下乡产品销售 5730.8
万台，实现销售额1538.6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2.1%和21.6%。

三季度以来，行业运行最突出的
亮点在于利润率提升，企业盈利能
力有所增强。这既得益于原材料价
格下跌减轻了家电业的成本压力，
又是行业转型升级初步成效的体
现。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
联合中国家电网日前发布的《2012
冷冻年度中国空调市场白皮书》显
示，尽管空调业产销增速急剧下降，
但是产品结构升级步伐加快。2012
冷年国内城市市场变频空调销售量
占比由 2011冷年的 38.45%上升至
47.30%。面对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
企业纷纷加大节能技术研发投入，大
力推广变频产品，产品价格有所提
升，市场竞争力增强。2012 冷冻年
度 空 调 整 体 价 格 水 平 同 比 上 涨
7.69%，其中变频空调平均价格上升
5.42%。在规模扩张受限的情况下，
空调企业依靠产品升级赢得了利
润。从更深层次看，这体现了家电业
在发展理念上的转变，广大企业已经
认识到粗放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摒弃
了以往打价格战、拼成本的低层次竞
争手段，由注重速度与规模转向更加
注重质量和效益，通过转型升级拓展
新的发展空间。

展望四季度，家电业景气度有望
企稳。主要依据如下：首先，在消化
了种种不利因素之后，家电市场消费
能力有所增强。其次，政策因素继续
发力。节能惠民补贴政策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启动之后，拉动效应会更加
明显；家电下乡政策到年底退出之
前，还会在农村市场掀起一个购买的
小高潮。第三，保障房建设成效逐步
显现，住宅市场销售有望好转，将会
带动家电销售。如果再看到我国城
镇化进程释放的巨大市场潜力，我们
就更没有理由对家电业的前景感到
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