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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召回门”事件
今年2月初，大金在其官网上发布通知称

“本公司2007年9月至2011年8月生产的家用
除加湿清洁器”，因除湿板发热，可能引起烟、
火，决定回收上述产品。但中国地区不存在召
回必要。

4 月份，日本夏普公司宣布，打算召回
1996年12月至2001年3月生产的22种型号冰
箱，总计73.7万台，此次召回不涉及中国市场。

点评：我国的家电召回制度实施起码还要
一两年时间。看来，产品“不同命”的悲剧还会
持续，笔者希望下半年可以少点“召回门”事
件，如果没有那当然更好，中国的家电业已经

“羞不起”了！

日企巨损又换帅
2月初，索尼、夏普、松下等巨亏的消息引

发行业“地震”，当然日本企业不仅动辄几十亿
美元的亏损数字引发行业“地震”，各个企业一
系列的举措更是让业界哗然。换帅、裁人、减
薪、被并购等，如此这番变动，是转型还是迫不
得已？让我们先来看看各个企业是如何应对
亏损的。

点评：日本制造业的亏损应该给我国的制
造业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虽然日企看似渐入没
落，但是在家电产品的高端领域，我们看到实
际还是处于日本家电品牌的掌控之中。而国
产家电高性价比路线带来的只是微薄的利润，
如何转型也是当下应该思考的。

节能补贴叫好难叫座
上半年家电行业一直处在寒冬，就在一些

企业快绝望时，家电节能新政有了新的消息。
5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安排财政
补贴 265 亿元，启动推广符合节能标准的空
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推广
期限暂定一年。但市场上节能产品相比非节
能产品在价格上要高出不少，即便有节能补贴
也无法真正从价格上说服消费者购买。新政
的推行，也暂难令家电行业回暖。

点评：既然消费者对政策的优惠力度不感
兴趣，那么企业通过节假日的促销或者活动让
利于消费者，相信这才是推动节能产品普及的
合理方式。

事件：创维去年净利润同比
增长6.6%

6月29日，创维数码发布的2011年(从
2011年 4月 1日至 2012年 3月 31日）财报
显示，公司营业额达281.37亿港元，同比增
长15.6%；净利润增长6.6%至12.52亿元。

点评：调整产品结构及优化产品组合，
巩固了农村及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地位，是
创维彩电销售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
数字机顶盒业务、液晶器件业务和白家电
业务的贡献持续上升，也带动整体营业额
稳步增长。

中国服务外包已占全球龙头地位
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作为促进软件快

速出口的新动力，已经成为中国软件产业
承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构建国际竞争
新优势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将继续开
展国家级软件出口评估工作，创建软件出
口外包示范城市总体环境不断优化，充分
发挥集聚区的龙头作用和示范效应。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副司长 万连坡

中国液晶面板“相对过剩”
从全球范围来看，液晶面板是过剩的，

但中国液晶面板做得还不够，尤其是在技
术上的发展创新仍缺乏，因此中国的液晶
面板过剩是相对的。如果京东方不抓住机
会去做，到后期会跟竞争对手的差距拉得
更大。 ——京东方董事长 王东升

活着就有机会
中国企业有个魔咒，好像手机销量过

了1000万部，这个企业能再生存3年就不
容易。因此做手机不能投机取巧，只有扎
扎实实地做好基本功才是正途。而在手机
界中，只要你活着，就有机会。

——TCL通信副总裁 李冰

力诺瑞特：为节能产品惠
民工程树立新标杆

作为行业首批入围国家节能产品惠民工
程的企业，力诺瑞特所有入围产品都被认定
为一级能效产品，可得到最高国家节能惠民
补贴。“这是力诺瑞特产品高技术、高品质的
集中体现，力诺瑞特也将以此为契机，发挥带
头作用，努力为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树立新标
杆。”力诺瑞特总经理申文明表示。

“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力诺瑞特将立足节
能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和系统
优势，全力打造‘政府推广价值标杆、节能技
术标杆、惠民价格标杆、能效品质标杆、产品
服务标杆’。”申文明表示，力诺瑞特将通过产
品质量承诺和特色服务，牢牢抓住市场和消
费者需求的变化，树立起太阳能行业“品质和
服务”两大标杆。从而通过专业化分工、规模
化制造、产业链拉动，构建一套“技术、价格、
价值、品质、服务”五维度的企业保障体系，让
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实惠。

据了解，多年来，力诺瑞特坚持以“研发
为龙头”，创造了太阳能光热行业数个第一，
在售产品的一级能效产品占 80%以上，是行
业为数不多的技术引领型企业，并长期坚持

“一维、三全、九免”的“139阳光天使、金牌服
务”，创新“无界服务”模式，建立了完善的服
务体系，代表着太阳能行业最高的服务水
平。 朱江华

一家是以电视著称的硬件企业，一家是以
创新文明的互联网企业，7月5日，在青岛海信
集团总部大楼里，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和谷
歌全球副总裁刘允的一场关于智能的对话引
发了媒体关注，智能时代，软硬整合互融的话
题引发讨论。

在题为《消费体验的“知”与“行”》的主题
演讲中，周厚健坦言智能化使其焦虑：“这一
年，是我本人参加跨公司会议最多的一年，也
是参与主导研究具体产品战略最多的一年，甚
至是我看电视、玩电视最多的一年。”他表示，
智能化，对企业来说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在它
的冲击下，“未来10年中国电视品牌不会超过

3到5家”。
海信已经离真正的智能化越来越近了，在谷

歌全球副总裁刘允看来，去年5月15日，海信集
团率先在行业举起智能化大旗，正式发力智能
化。同时推出基于ANDROID的智能电视。

周厚健却坦言电视行业真正的“用户导向”
才刚刚开始，它对企业的流程、组织、架构、意识、
创新会带来“质”的变革，甚至电视企业传承了制
造业的“基因”，在擅长的诸如电路板、工艺、制
造、供应链等硬件之外，对于软件、互联网和内容
服务的理解和应对显得十分吃力。

因此，他预测智能化将会引发一场大的行
业洗牌，更多企业面临淘汰，其对行业的影响程

度不亚于1992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整体
转型，而那一年后，电视机品牌消失了近一半。

周厚健还表示，智能化的核心是用户体
验，因此，企业需要作出由“硬件”到“软件”、
由“外形”到“内容”、由“单一”到“组合”、由“复
杂”到“简单”的自我革新。今后智能电视厂商
竞争的焦点将在声音控制、体感手势兴起，多
屏幕体验，电视台、电视机与手机、电脑、PAD
等的无缝连接等方面展开。但海信也强调，

“变软”的目的还是突出硬件的竞争优势，海信
不会也不能丢掉硬件制造的优势。谷歌的刘
允博士也认为智能化的核心是用户，而不再是
产品；智能化的未来在于云。 记者 朱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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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2012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
博览会在青岛举行。本届展会参展企
业465家，展出面积40000平方米，集中
展示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智能的
产品及解决方案，成为自举办以来规模
最大、展出新品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
一届盛会。 记者 朱江华 文/图

高端智能产品扎堆2012电子消费博览会

今后，在家不戴眼镜就可看3D电视

高质量、高层次展会
现场走访时，记者了解到，本届展会的参

展企业主要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瑞
士、荷兰、澳大利亚、以色列、中国台湾、中国
香港等 10个国家和地区。佳能、海尔、NEC、
海信、TCL、AOC、飞利浦等全球知名消费电
子制造企业参展，国美、苏宁、京东、当当等
国内 VIP 采购商，以及其他国内外知名连锁
渠道商如百盛、百联、银座商城及境外买家
团组成的跨国采购团队将到会采购洽谈。
在展会举办的数场国际采购洽谈会上，700
余家全球采购企业预计将与参展商达成多项
合作协议。

本届展会设置包括智慧城市&物联网展
区、移动互联产品展区、国际三维显示技术应
用及影视设备展区、智能环保展区、电子商务
展区等十大特色展区，几乎囊括全球全产业
领域内最热门的话题。

高端智能产品亮相展会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电子展会，中国国

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历来是企业展示高科技、
新产品的最佳舞台。众多企业借这一平台正
绞尽脑汁向采购商推介他们的产品，而记者

在海尔展台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画面：来自
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和消费者成了主角，他们
有的在讲述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有的体验产
品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海尔工作人员则在
一边认真记录。

“这款超薄空调非常棒，不仅小巧精致，
而且可以1分钟速冷，非常适合日本消费者的
家居空间，这款产品在当地销量很好，所以我
要采购大批海尔超薄空调。”一位日本采购商
向记者描述自己的亲身体验。

在海信展厅，一个智能化的世界呈现在
体验者面前。多屏互动技术的升级——随心
控功能，将电视的内容同步传到 I’TV上后，可
以用 I’TV反向控制电视。不仅能调整频道、
音量、信号源及常用菜单，还可以直接调用电

视主页，运行安卓应用软件。智能电视操控
从此更加简单。

裸眼3D电视是时兴的热词，海信本次展
出了 42 英寸和 56 英寸裸眼 3D 电视。这种
裸眼 3D 电视通过独特的视频处理算法，可
将 2D视频或者双视点 3D信号转化为 8视点
裸眼 3D 信号，能够有效解决裸眼 3D 片源稀
缺的问题。

“智能就是简单，智能电视就在于体验，”
海信电器总经理刘洪新说，“在智能化时代，
电视机作为顾客体验的载体，要彻底摆脱以
硬件为导向的传统模式，突出内容和服务的
核心，通过内容聚合、电视社区、语义识别、人
机互动等技术的突破，满足顾客深度体验的
需求”。

家电厂商在绝境下求生存

2012年上半年，家电业可以说十分“冷”，
往年在清明、五一、端午小长假，总能掀起家
电抢购潮，销售数据也十分喜人。可今年的
卖场却十分萧条，5月份的最新数据显示，家
电零售额按年增长率已大幅下跌至0.5%，近
乎零增长，众多节能的推动并未让其回暖，家
电厂商也在绝境下求生存。 记者 朱江华

点评2012上半年家电业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