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沦为“打工仔”
家电零售业被电商模式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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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迎生机
专业型家电企业前景堪忧

今年以来，家电行业陆续发生了一
系列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比
如说，最近空调行业的小个子长虹竟然
要挑战行业老大哥格力、美的、海尔，并
释放出对于格力空调实力与规模的“轻
视”。同样，白电行业的小个子 TCL 集
团，也要在中国家电产业“折腾一番”。

这意味着，智能化对于专业型家电
企业的挑战和冲击已不局限于“软件取代
硬件、体验取代功能”的技术创新和思维
变革，还体现在对曾经一直坚守“专业化”
发展道路的家电企业们，动摇他们的发展
方向和道路。

靠“一款产品打天下”的时代已经结
束，靠“一款产品定天下”的趋势已成过去
时，靠“一款产品积累的用户规模”在互联
网大数据时代产生的商业价值薄弱。

这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在互联网
时代，原本认为那些多元化是拖累、是
劣势的综合性家电集团企业，却在智能
终端“互连、互通、互控、协同、共享”一
体化浪潮下，开始重新释放全新的商业
价值和品类价值。

这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当众
多家电企业们抛弃“市场竞争驱动”，回
归到“用户需求驱动”后，开始重新配置
和整理企业的竞争资源时，原来手握众
多品类的家电企业可以在智慧家居、家
庭互联网浪潮下，更具有先发优势和系
统优势。

■行业观察

自长虹推出CHiQ智能电视打响中国家电产业转战互联网时代的
市场化第一枪，此后美的集团发布“智慧家居”战略并公布四大智慧
家居管家，TCL发布“双+战略”进入游戏、娱乐等文化产业，海尔发
布基于网络化战略下的U+智慧家居操作系统，海信则基于智能化
转型下的黑电、白电两大产业集团的市场化路径，家电领军企业们
拥抱互联网的决心和手段令外界感到惊讶。郑州晚报记者 朱江华

记者：在目前线上零售快速发展
的情况下，业内甚至有观点称线上电
商企业将给线下实体零售带来致命冲
击，未来线下零售业或被替代，这一观
点正确吗？

罗清启：这个问题是个伪命题，因
为它还是以企业或者产业自身的视
角去看，没有从用户的角度去考量。
所以说，零售业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
存在线上与线下之争，两种零售业态

也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谁能更
好地把握、满足用户需求并创新购物
体验的问题。

事实上，当前零售业的竞争仍然
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用户需求，一
是供需链。也就是说，零售业竞争的
根本在“商”而不在“店”(或者“电”)，
企业间真正较量的核心应该是如何
更好地优化供需链，因为所有的“店”
都是供需链体系一个载体。电商发

展带来的最大变化不体现在渠道上，
而是在优化供需链体系上。信息技
术的发展让供应与需求的所有环节
都被可视化，用户、零售商与供应商
都变成了可视的“通信”节点，有关供
应与需求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在系统
的“高速公路”上快速流动，这样零售
企业便生成了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
运营逻辑，这才是互联网时代给零售
业带来的最大颠覆。

记者：当 前 的 零 售 企 业 经 营 环
境反复变化，市场需求总量以及运
营成本始终处于波动状态，部分零
售企业出现了缩店的现象。但也有
一些零售企业选择与百货、地方大
型超市进行联营合作，如何看待这
一现象？

罗清启：舆 论 所 讲 的“ 抱 团 取
暖”的概念是不贴切的，应该是“分
而治之”的概念。这个“分”实则是

将线下体系与线上体系割裂，用线
下的整合性去狙击线上体系的割裂
性，孰优孰劣相信很容易判断。

无论是衡量线下实体店还是线上
电商，其价值性无非参照两个指标：
一是流量变化，一是供需链掌控能
力。如果抛离这两大因素去看零售
业的变化，肯定会被市场上的各种声
音、假象所蒙蔽。

不过，如果从供需链的角度看，

与百货、大型超市等实现联营显然
更具价值，因为一旦完成线下体系
的 整 合 运 营 ，势 必 将 带 来 流 量 ( 其
背 后 是 产 品 采 购 量 ) 的 变 化 ，这 将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线 下 体 系 的 供 需 链
管理能力。所以说，与其将零售企
业与百货、地方大型超市联营合作
称 为“ 抱 团 取 暖 ”，还 不 如 将 其 看
做 是 线 下 零 售 体 系 在 打 造 一 种 新
的正向循环。

记者：业内主要的两大零售连锁企业
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两种不尽相同的发
展路径：有的坚持零售主业，成为线下渠
道的坚定捍卫者，而有的则不断进行跑马
圈地的扩张，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

罗清启：互联网社会的本质可以简
单总结为一句话：通信即经济，倒过来
说就是经济即通信。对零售业来讲，
企业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如
何解决与用户通信的问题。而在零售
业态多元化发展趋势下，与用户的通
信可以在实体，可以在网络，也可以在
移动端、家电等信息终端上。

从本质上讲，未来零售业将呈现出争
夺数据制空权的趋势，这里所讲的数据既
包括用户需求信息，也包括产业链整合的
信息，企业只有不断抓取用户的需求数据
等信息，才能更加精准地重组供需链，进
而持续优化提升用户体验。在数据制空
权之外，零售企业还要争夺货物控制权，
也就是整合供需链的能力，但货物制空权
的大小取决于信息制空权，如果没有信息
制空权，货物制空权一定很小。

由此看来，虽然当前国内零售业的竞
争形势看似复杂，但还尚未形成一种能够
主宰市场的完善企业形态。所以说，现在
谈谁的模式更胜一筹还为时尚早，关键在
于谁能率先完成这一转型，否则将沦为数
据企业的“打工仔”。

电商企业或被实体零售狙击

作为家电企业拥抱互联网的
第一家吃螃蟹企业，长虹相继推
出的中国首款商业化实现三网融
合的智能电视、首款云图像识别
智能冰箱、首款人体状态感知冰
箱等一系列基于家庭互联网的互
联互控、交互方式的智能终端，开
始构建“终端+平台+内容+服务”
的全新商业生态模式。

家电业真的变天了？截至今

年 3 月底，由长虹、美的、海尔、
TCL、海信五大巨头领跑的全新家
电智能化格局顺势浮出水面。无
论是TCL倡导的“智能+互联网”和

“产品+服务”为内容的双+战略，还
是长虹以家庭互联网取代PC互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回归家庭，或是海
尔的 U+智慧家居操作平台，都让
中国家电巨头在互联网时代拥有
全面释放和展现的机会和能力。

如何减少销售的中间环节，
缩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是不得不面对的艰难抉择。但更
大的挑战还在于家电产品的应用
场景碎片化。

长虹 CHiQ 空调、小天鹅 i 智
能洗衣机采取了一种路径——自
适应的“需求模式+响应模式”，以
需求和响应模式构建“产品与环
境对话”机制，需求模式获知不同

家庭成员的不同需求，响应模式
则需要响应不同家庭成员的需
求，满足个性化需求。机器通过
软件、传感器了解需求，满足需
求，进而亲密互动。

这或许还不是家电智能化的
最终形态和解决路径，但是面对已
经势不可挡的家电智能化浪潮，企
业和市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一
浪潮中找到快速破解的手段”。

家电智能化新格局，五大巨头浮出水面

应用场景碎片化，家电智能化新考验

电商兴起“误导”零售业

■权威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