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气监测结果显示，三季度中经

家电产业景气指数为96.5，比上季度

回升 0.3 点。这印证了我们此前作出

的判断，“二季度是家电业本年内低

谷，下半年家电业运行有望止跌企

稳”。而剔除随机因素后，三季度中经

家电产业景气指数比上季度下降0.2

点，显示行业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不

小。当前，家电业总体运行平稳，但仍

要把握好升级大方向，注意解决价格

战等苗头性问题。

今年以来，国内家电市场销售放

缓、部分产品销量下降。前三季度，商

务部监测的 5000 家重点零售企业

中，家电类商品销售额增长 5.9%，同

比回落 4.5 个百分点。市场监测公司

中怡康的数据则显示，1至8月，国内

冰 箱 、洗 衣 机 销 量 降 幅 分 别 达

10.5%、2.7%，空调销量增长 6%。国

家信息中心对 24个重点城市零售监

测数据也显示，1 至 8 月，除空调器、

洗衣机比上年增长外，其他产品的零

售量、零售额均为负增长。

究其原因，家电业仍处于前期刺

激政策的消化期，一系列促销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家电市场需求，短

期内家电消费不可能再出现爆发式

增长。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进入调

整期，城市商品住宅销量下滑，间接

影响了家电产品的产销。受此影响，

家电业库存压力加大、降价促销增

多。1至8月，家电业产成品资金占用

回升至 708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8%。家用制冷、清洁电器、厨房电器

的库存形势不容乐观，产成品资金占

用均达到历史高点。7月、8月空调器

产成品资金占用再度上升，1 至 8 月

高出去年 24%，商业库存也达到高

点。在高库存的重压下，部分企业启

动“十一”黄金周降价促销活动，空调

业出现了近年少有的价格战。

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三季度家电

业景气度稳中略升。这与去年三季度

受节能补贴政策退出影响导致同期

基数较低有关，也离不开出口增长因

素的支撑。1 至 8 月，家电业出口额

3944亿美元，增长4.8%。大家电产品

出口正常，一度表现不佳的空调产品

近期出口情况有所好转。在欧美经济

回暖的背景下，出口形势向好，这对于

出口依存度较大的家电业构成利好。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市

场优胜劣汰明显，广大家电企业努力

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提质增效升级。

家电企业由市场驱动战略向技术驱

动战略转型，技术研发投入加大，创

新能力增强，高端产品比重上升。

与此同时，面对人力成本上升压

力，提升生产工艺装备的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采用机器人生产，减员增效在

全行业蔚然成风。比如，九阳2011年

导入精益生产工程以来至今，已减员

近50%。美的集团预计到今年年底机

器人使用数量将达800台，今后仍将

以每年30%左右的增幅投入机器人。

制造技术升级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

保证了加工精度与一致性。

受益于转型升级，家电业在不利

的市场情况下依然实现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数据显示，1至8月家电业利润

总额518亿元，增幅22.0%。全行业平

均销售利润率升至 5.77%，这反映家

电业的运行质量仍在上升。

下一步，家电企业仍要加快转方

式调结构，坚持提质增效升级不动

摇，避免恶性的价格战，努力通过技

术创新、管理提升、模式创新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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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模型测算，预计 2014 年四
季度和 2015 年一季度中经家电产
业景气指数和预警指数将稳中略
升，景气指数预测值分别为 96.5 和
96.6；预警指数预测值分别为 86.7
和 90.0。

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家电
行业企业家对 2014 年四季度企业
经 营 状 况 预 测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132.7，比对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

判断的即期指数高 1 点，与上季度
的预期指数相比略降 0.3 点。

三季度接受调查的家电行业
企业中，83.9%的企业订货量较上
季度“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上
升 0.6 个百分点；84.8%的企业用
工需求较上季度“增加”或“持平”，
比上季度下降 1.4 个百分点，企业
用工需求仍保持平稳增长；81.8%
的企业投资较上季度“增加”或“持

平”，比上季度上升 0.3 个百分点，
企业投资意愿较强。

从总体上看，三季度家电行业
整体运行呈现稳中略升。前期实
施的家电下乡等政策红利已基本
消失，行业依靠刺激政策维持的高
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相对
平稳的运行区间。依靠技术升级、
结构调整，家电业将在挑战与机遇
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受房地产市场调

整、前期刺激政策透支

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国

内家电市场销售放缓，

库存压力加大。面对下

行压力，家电业坚持提

质增效升级，三季度总

体运行平稳、质量效益

提升

今年国庆期间,格力空调罕见发起
了低价攻势。一石激起千层浪，美的、奥
克斯等企业纷纷跟进，空调业价格战引
发市场关注。

空调企业降价背后是行业的不景
气。作为与房地产发展紧密相关的家电
板块，商品住宅销量下滑影响了家电销
售，而 7、8 月的凉夏制约了空调企业的
业绩增长。1 至 8 月，空调产成品资金占
用比去年高出 24%，库存达到近年高点，
渠道和企业均面临一定风险。

秋冬季本来就是空调销售淡季，为
了保证出货量，借着“十一”时机，部分企
业有较强意愿进行降价促销。而在空调
企业营业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较高。今年
三季度，铜、铁、树脂等原材料价格同比
下跌 5%至 15%，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平稳；加上空调压缩机产能过剩价格走
低，家电业原材料及零部件成本压力减
轻，也具备了降价的能力。

据了解，此番降价时限较短，且部分
企业降价仅针对个别产品型号。以格力
为例，本次促销特价机有 1799 元 1P 定频
挂机，5999 元 3P 变频柜机，价格与二线
品牌低端定频空调相差无几。从市场反
应来看，1P 定频挂机很快售罄，其他品
牌基本上活动价格为原价的 7 至 8 折。而
美的产品力主差异化，促销款产品价格
和格力在同一水平。

目前，格力、美的、海尔三大龙头占
据 60%以上的空调市场份额。龙头企业
以产品力为主要竞争手段，产品不断高
端化，平均单价稳步提升。格力等企业降
价，对于二三线空调企业冲击最大。美的
数据显示，国庆期间，美的空调销量同比
增长 16%，部分省份增长达 43%。而根据
中怡康的数据，国庆期间空调零售量同
比下降 12.7%，零售额同比下降 16.6%，
行业出现了零售额降幅大于零售量降幅
的现象。非主力品牌淡季特征明显，将面
临市场和库存压力。

总的来看，随着城乡消费升级，产品
升级换代将是推动家电行业增长的主要
方式，单纯依靠价格竞争并不符合行业
发展趋势。目前空调业产能扩张及库存
压力加大问题不容忽视，四季度及明年
一季度空调业预计将维持销售放缓的态
势，而天气等因素加大了明年空调市场
的不确定性。价格战对行业整合及产业
健康发展将产生一定影响，后续发展仍
需密切关注。

空调业高库存
引发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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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空调业产能扩张

及库存压力加大问题不容

忽视，预计四季度及明年

一季度空调业将维持销售

放缓的态势，价格战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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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提质增效是家电业主旋律

随着秋冬季的到来，雾霾天增多，消费者对空气净化器的需求再次升温。 本报记者 肖尔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