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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东芝宣布召回8万余台
洗衣机

18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召回东芝家
用设备公司生产的8.29万台带烘干功能的滚
筒洗衣机，称这类洗衣机存在火灾隐患。

点评：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家电品牌接连
爆出质量问题，既有日系数码相机CCD和电
池存在问题，又有日系电视产品出现软件缺
陷，被责令停止销售。这不仅在影响了消费
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心，而且一向以品质著称
的日系电器美誉度大打折扣。

事件：国产彩电降幅高达30%
由长虹、创维、TCL、厦华等国产电视品牌

挑起的价格战，32 英寸液晶从 2580 元降至
2068元，42英寸液晶从 4990元降至 4280元，
最高达30%。

点评：今年以来，大尺寸液晶电视的价格
持续下跌，给企业经营带来了不小考验。但
为了尽量从别的同行那里多抢一点市场，各
平板厂家还在设法搞优惠促销。为了加快周
转，一些平板电视生产商大力推动技术平台
和元器件的通用化，并不惜以成本换时间。
这种选择自我消化新增成本将使国产彩电巨
头陷入“增量不增收”的困境。

事件：松下空调遭遇滑铁卢
近日，有人士向媒体透露，由于销售网络

出现严重问题，导致松下空调销售直线下挫，
而松下空调高层将迎来一次大换血。

点评：松下空调在中国市场遭遇滑铁卢
的主因。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
松下集团受到重创，公司上下收紧资源，不可
能拨出资源，而参与国内空调市场的竞争，更
导致“销量上不去，价格下不来”困局的恶
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政府扩大内需，刺
激消费的一系列政策中，松下空调特别是变
频空调未能纳入节能空调补贴范围之内，将
令孤注一掷“押宝”变频空调的松下空调，被
更加边缘化。

事件：*ST三联亏损1108万元
24 日，*ST 三联（600898）发布的半年报

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亿元，而
去年同期收入为8.25亿元，同比下降44.77%，
上半年亏损1108万元。

点评：行走在退市边缘的*ST三联生产经
营虽然逐步迈入正常化，但由于*ST三联下半
年仍旧面临着商标归属权、诉讼事件等一系列
难题，今年能否实现盈利仍是未知数。同时与
原控股股东三联集团的资金往来至今难以彻
底清理。仅仅上半年涉及公司诉讼事项的公
告就有7个，由此可见，*ST三联被迫承担连带
还款责任的风险尚未完全消除。

一：变频与定速空调之争
6月1日国家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而

今年上升势头迅猛的变频空调并没有纳入国
家补贴范围，由此引发了空调行业的“定速、变
频”的“口水战”，业界派生出两大阵营：以长
虹、格兰仕等为首的品牌押宝高效定速空调，
宣称定速空调更适合中国国情，其将坚定不移
地走“高效定频”路线;格力、美的、海信科龙、
志高等品牌则继续力挺变频，坚信变频有望成
为当前空调消费主流，更是未来空调业发展的
趋势、方向。

老记解读：针对“定变之争”，其实高能效
和变频都是节能空调，均能达到省电的需求，
在相当长时间内两者是可以并行存在的。尽
管目前节能空调的销售占比比变频空调高，但
变频空调的增幅明显。来自中国家电卖场的
销售统计表明：今年上半年，1、2级能效空调占
比大多在40％左右，变频空调占比15％，与往
年相比，今年变频空调增幅接近 20％。鉴于
此，定频、变频空调各有千秋，1、2级定速机高
效、节能，兼有国家补贴，性价比高，适合普通
消费者;变频空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而其节
能性也适合经常使用空调的单位或团体。

二：库存664.18万台
据《腾讯家电网》报道，2009空调冷冻年

收官在即，目前我国空调行业库存 664.18 万
台，同比减少38.48%，也创下了2005年以来的
行业新低。空调行业两强格力、美的空调库存
均在250万台以下。

老记解读：这与 2008 冷冻年 1500 万台的
库存相比应值得庆幸，但664.18万台的库存也
是一个天文数字，如何消化，将是2010年空调
市场面临的一大难题。不管是一线品牌的规
模优势是否正变成劣势，还是二、三线品牌将
成为价格战的主导者是否“作秀”，这都意味着
2010年对空调行业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年，谁将
成为空调行业的英雄，谁将成为空调行业的祭
品，值得关注！

三：出口下降33.8%
最新公布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国出口家用空调共计 1650 万台，同
比下降了 33.8%，出口额 31 亿美元，同比下
降 33.1%，成为我国空调外贸史上最大跌
幅。欧洲市场成为国内空调出口下滑的重
灾区，主流厂商预言下半年空调出口有望
企稳回升。

老记解读：尽管有专家的看好预测，但我
均对下半年和明年空调出口的趋势也难言乐
观，空调出口情况的好转还有待主要出口区域
经济环境的转好，目前看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空调行业出口大幅下降已成定局，这将进
一步加大产能过剩压力，为了争夺出口订单，
各企业相互杀价更加厉害，行业出口毛利率明
显下滑；如果2010年海外市场需求持续疲软，
竞争加剧将使得包括格力在内的厂商出口价
格面临下降压力。

四：空调新国标迟出台
原定于今年3月实施的《房间空气调节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简称“空调能效
新标准”），被推迟到今年 9 月，但有可能再次
被推迟，具体时间不详。按照规定，新标准一
旦实施，能效为 4级和 5级的空调便不得在市
场上销售和生产。

老记解读：在新标准传出即将实施之初，
引起不少空调厂家的恐慌，清理4、5级空调库
存成为各大空调品牌的头等大事，宣布“停产
低能效空调”的声音也此起彼伏。然而，空调
能效新国标的出台“一拖再拖”，但是，这场即
将由新国标引发的空调格局之变，由于市场的
天平向实力派“一边倒”，市场的技术的诉求点

发生了质的变化，竞争的结果也将是节能技术
“强者愈强”。受此影响，各品牌间的市场份额
变动在所难免。谁将成为能效标准提升后的
最大赢家，我们拭目以待。

五：999元挂机
2008年 12月，格兰仕率先将一款 1P挂机

市场零售价下调至999元，2P柜机的售价也降
至 2990元。长虹空调紧接着也将 2级能效的
1.5P空调降至行业底线 2680元。此后，美的、
奥克斯等空调厂家也纷纷宣布推出低价空调
进行大规模促销。

老记解读：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永
远是价格，但在2010冷冻年度，千元的1P空调
很难再出现。因为千元的1P空调基本集中在
4、5级的能效机型上。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
策以及厂家的态度来看，在清理完4、5级高能
耗型号后，厂家不会再大规模生产，而是转向
1、2级能效的定速空调和变频空调，所以，新的
冷冻年度，消费者将很难买到千元的1P空调。

六：家电下乡
2009年2月，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

推广家电下乡政策，空调首次入围。根据政
策，农村居民购买中标的空调产品可享受政府
提供的13%价格补贴。同期，苏宁电器发布了
《中国空调行业白皮书》，根据白皮书预测，
2009年全行业价格将结束5年涨势，跌价超过
30%，回到2004年的水平。

老记解读：“家电下乡成为空调企业的救
命稻草”，因为2008年空调产业因1500万台的
库存形成了巨额资金压力，使得众多靠借贷输
血经营的中小经销商面临巨大经营风险的。
但企业不应对家电下乡过分热衷，农村市场的
巨大潜力不会因为家电下乡的补贴政策立即
爆发，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关键还是
要依靠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

七：降价30％
在8月空调销售收官之际，以志高、奥

克 斯 率 先 在 高 能 效 空 调 开 启 新 一 轮 的
“价格大战”。美的一款 1P 二级能效空调
价格跌破 2100 元，海信一款 1P 一级能效
空调跌至 2280 元。其他产品最高降幅高
达 30%。

老记解读：事实雄辩的说明：价格战不是
突破发展死胡同的利剑，而是打倒自己发展的
拳头。一心想着以价格搅局的企业应该回头
了。价格战是最简单的竞争，但它在击倒别人
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打败自己。创新是最难的
竞争，超越自己，才能打败对手。空调陷入囚
徒困境，只有通过产品技术服务等综合手段才
能赢得主动。

八：节能不便宜
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4、5级能效空

调属于非节能产品，正大规模停产或停售。节
能空调可以得到国家补贴和厂家降价双重优
惠，但价格仍然不低。如 2级节能小 1P挂机，
扣除国家补贴的 300 多元，实际卖价为 3000
元左右。而其 5级能效的同P数产品，最低价
卖到1500多元。

老记解读：节能减排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乐了，厂家笑了，老百姓
却愁了——作为已在市场全面普及的节能空
调，价格却不太“普及”，更有一丝被人绑架的
错觉。尽管节能是好事，但这好事总不能让老
百姓来买单吧。希望空调企业把节能空调技
术的成熟和产能的扩大，最终找到一个各方都
能接受的“平衡点”。

九：持续高温
6月，在连续多天的高温烘烤下，空调

市场迎来了今年首轮“井喷”行情。据苏
宁、国美等家电卖场的销售数据统计，空
调相比去年销量翻番；其中格力、美的、
海尔、科龙、志高、海信等高能效比空调
最受消费者欢迎，种种新特征显示，今年
空调市场空前红火。

老记解读：也许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一
席“在中国，极端热浪天气可能每２～３年发
生一次。”的话，会让中国空调巨头乐开花，但
关键是 2010 冷冻年如果遭遇凉爽的天气，只
有降价一条路，但在“产能+库存”的困局面
前，空调厂商要么库存在仓“憋死”，要么清仓
甩卖“亏死”。但无论如何，“亏死”总比“憋
死”强，因为中国空调市场“剩”者为王才是生
存的道理。

十：洋品牌全线溃败
2009年7月，市场调研公司中怡康公布的

2009年1~5月空调市场销售检测数据显示，格
力、美的、海信、海尔等四大国产品牌共包揽了
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牢牢保持着国内空调市
场领头羊的地位。与此同时，以大金、三菱电
机、松下、三星、LG为代表的日韩品牌市场占
有率则持续大幅下滑，呈全线溃败之势。

老记解读：除了产品技术已被中国企业全
面超越之外，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也是日韩
等外资品牌市场占有率迅速下降的一个重要
因素。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日韩家电在华业绩
持续下滑，其在中国市场长期实行的“战略性
亏损”策略难以为继，纷纷“瘦身”以求自救。
外资品牌的战略收缩加速了其在华业绩的退
败。希望外资品牌更多地关注中国用户对彩
电的实际需求，如不然，其颓势难以逆转。

晚报记者 朱江华 李无双

站在整个行业历史发展的车轮中，即将掀开的2010冷冻年度，已经过去的2009冷冻年（2008年9月1日~
2009年8月31日为一个冷冻年），对于国内众多企业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行业整体的发展也像是坐上了一轮过
山车：从金融危机引发的需求下滑、原材料贬值造成的库存激增和贬值，到“家电下乡”、高能效补贴、以旧换新三大
利好政策的频频出台，天气的提前持续高温、需求积累后的集中性爆发，空调市场出现了诸多戏剧性的变化。波诡
云谲的市场格局会让价格在随后呈现怎样的走势？

从本期起，本报将组织记者、邀请专家、联络企业，整合各方资源、聚集各方力量，围绕行业格局、市场热点、
竞争走势、开盘猜想等话题，展开对2009空调冷冻年度的盘点与总结。

松下：投城市之影，展未来“视”界
25日下午，郑州明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携手

日本松下公司为 100多位事业单位、企业界代表
举行了一场“投影城市之光，展未来视界”高端投
影机投巡展，为业界人士展示了一场丰富多彩的
视觉盛宴。

据悉，日本松下公司的高端工程投影机以
其领先的技术和卓越的品质一直为中国市场
广泛接受，其市场占有率及其知名度均为中国
市场第一。

据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专业影像产业中国市
场规模预计达到 200亿元，河南市场的需求尤其
强烈。 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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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液晶电视关键术语解析
1.与传统 CCFL 背光源液晶电视相比，LED

电视不含汞，彻底解决了液晶电视的环保问
题。同时，LED电视的功耗和安全性也均占优
势，启动时只需要在12～24Vdc或更低电压下就
能工作。

2.与传统 CCFL 背光源液晶电视相比，LED
电视无需滤光片，实现了光源的平面化，仅有优
异的亮度均匀性，还不需要复杂的光路设计，不
仅 LED 的厚度更薄，同时还拥有更高的可靠性
和稳定性。

3.与传统 CCFL 背光源液晶电视相比，LED
电视背光的寿命达到 10 万小时。而普通的
CCFL背光的寿命基本在3万~4万小时左右。

冯刘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