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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春天已经拉开序幕，但很多日本家

电企业却还在 2011 年的“寒冬”中徘徊。近日，日

系知名家电企业索尼、夏普、松下、日立、东芝等发

布的财报显示，2011 年，日系家电企业不是大幅亏

损就是盈利急降，日本媒体惊呼，“日本家电产业

的冬天已经来临”，“日本已失去世界家电市场的

主导权”。

一些分析人士也担心，在去年的日本大地震

导致许多工厂歇业、欧债危机不断发酵及日元汇

率飙升等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系家电企业

很难快速翻身。加之，各国家电企业的竞争力也

在不断增强，“日本制造”或者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巨头齐陷巨亏泥潭 纷纷撤出中国市场

2011 年，日系家电业巨头齐陷巨亏泥潭。公

开资料显示，2011 财年，夏普预计净亏损 38 亿美

元，为其百年最大年度亏损；索尼预计亏损 29 亿美

元，连续第四年亏损；松下预计净亏损将扩大到

102 亿美元，不仅将突破松下年度亏损纪录，也将

创下日本制造业企业年度亏损新高。

同样，东芝、日立等知名品牌的日子也不好

过。东芝的财报显示，受全球市场疲软以及日元

汇率上涨等因素影响，东芝 2011 财年第三财季亏

损 106 亿日元（约合 1.35 亿美元）。而日立方面也

表示，2011 财年第三财季日立实现净利润 342.8

亿日元 (约合 4.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620.9 亿

日元骤降 45%。

综观上述表现，加之去年第三季度以来，日系

家电企业纷纷缩减在华业务，撤出中国市场，不少

“悲观”的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市场适应性越来越

差，日系家电企业已陷入穷途末路。

不过，也有专家“天生乐观”，他们指出，尽管

“日本制造”在家电行业遭遇滑铁卢，但面对亏损，

日系家电企业已经纷纷调整战略，如去年，不少相

关企业开始着手缩减产能、外包业务等。短期内，

日系家电企业虽然遭遇“寒流”，但却利于其向自

己擅长的高精尖制造业转型。未来，日系家电企

业的竞争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模式之困还是战略转移

对于部分日系家电企业撤出中国市场，各方

看法不一。

“日系家电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经营模式。”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徐洪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日系家电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策略越来越

不适应当今的经济现状是限制它们发展的主要原

因，未来，如果继续坚持保守的经营策略，它们将

会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市场。”

而上海卓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庞亚

辉的看法与徐洪才不同。他认为，日系家电企业

陆续从中国传统家电行业撤出，是一种必然的发

展趋势，符合日本国家战略、企业战略发展的需

求。这种撤离不是被迫而为，而是主动转型。

“日系家电企业集体撤出中国，是综合因素促

成的结果。”庞亚辉告诉记者，近年来，日系家电企

业开始关注高精尖技术、高利润、高附加值制造产

业的发展，向服务产业转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相关企业从传统低端组装制造业中脱身，是顺应

潮流之举。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

逐步消失，中国市场的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人

工成本也都在上涨，这些都挤压着传统家电产业

的利润空间。而作为跨国公司，日系家电企业的

经营成本普遍较高，它们需要更大的利润空间，以

获取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因此，日企离开中国市

场也就成为了情理之中的事情。再加上，中国本

土制造企业的集体崛起和中国消费者越来越趋于

理性的消费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跨国品牌

原本的竞争优势，进一步迫使日系家电等传统国

际品牌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其实，不管是受困于经营模式，还是存在战略

转型的需要，日系家电剥离低端制造业，集中发展

高精尖制造业已成事实。徐洪才也认为，从日系

家电企业的发展轨迹来看，确实存在这一倾向。

他提示，这客观上将会给广大中国家电企业留出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国内家电企业应该抓紧时机，

快速填补相关市场。

中韩家电企业将短兵相见

“竞争对手的退出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中国家电行业迈大步的时候到了。”宁波

福泰电器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雁告诉记者，“未

来，公司将更加重视先进技术的运用、自主技术的

研发以及品牌推广等等，以求在有利的时机，进一

步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事实上，各国的家电企业都在大步前进。去

年 10 月，海尔集团斥资 10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8

亿元左右）收购三洋电机在日本与东南亚市场的

白 色 家 电 生 产 销 售 业 务 ，并 将 三 洋 电 机 的

“AQUA”品牌相关专利及注册商标收入囊中；三

星电子也计划在 2013 年开始在日本销售有机 EL

电视等等。

庞亚辉分析指出，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家电

产业依然是给予重点扶持的产业。而在韩国，高

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家电制造业也得到了相应

的扶持。因此，在日本传统家电企业集体转型的

时机下，未来，不仅在中国大陆市场，急于“出头”

的中国家电品牌与韩国家电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也

会短兵相接。

“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在高精尖领域与国际

跨国公司对决的实力。”庞亚辉提示，现在，传统

家电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还有巨大的空间，中国家

电企业应该集中力量继续拓展这些市场。同时，

相关企业也要认识到，相较于日韩家电企业，中

国家电企业的优势是灵活机动、生产能力强以及

生产综合成本相对较低，不足则是研发费用投入

和核心技术掌握较少、产品精细化程度不高、国

际化布局及品牌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等。中国家

电企业应认清形势，扬长避短，不断提高自己的

竞争力。

高端市场仍由日美争锋

此外，徐洪才指出，中国企业也应密切关注其

他国家家电企业的发展动向。

“现在，无论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传统家电

企业，都基本放弃了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战略，开

始积极地向高端制造业、工程制造业，以及提供

解决方案的服务业转型，他们具备这样的基础和

实力，这一点应该引起国内相关企业的重视。”庞

亚辉说。

徐洪才也表示，从日本家电企业的发展轨迹

和美国的产业化革命历程不难看出，生产高科技

含量的产品、提供高技术含量的服务，瞄准技术

发展方向；向高端市场，尤其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

市场进军，是未来家电行业的发展方向，也是全球

家电领跑企业的发展方向。

“发展高精尖制造产业不仅将大幅提升行业

利润，更顺应了科技引领市场的时代潮流。”徐洪

才指出，现在，中韩两方的家电企业还多在中低端

市场徘徊，为防止将来打入高端市场遭遇更多困

难，中国家电企业要注意在争取中低端市场的同

时，继续加大对节能减排、高科技等领域的关注力

度，为冲击高端市场早作准备。不过，他也强调，

在开展具体工作时，相关企业也要重视根据国内

家电行业的发展特点和速度为自已量身定制发展

纲要，同时，逐步提升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

量，切忌因盲目扩张最终拖垮企业。

全球最大的商业调查机构 GFK、中国最大的市场统计机构

“中怡康”日前分别披露了 2011 年全年中国彩电市场占有率的

排名。在两家机构的统计数据中，中国企业均以压倒性优势超

过日韩彩电生产厂商，“hold 住”了中国大半消费者。能从日韩老

牌彩电企业的夹击中杀出重围，并让消费者开始更愿意相信和

选择国货，不得不说，2011 年，中国彩电企业干得不错！

不过，虽然近年来中国家电品牌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已经颇

具优势，但认为中日韩家电企业的较量就此得出结论，恐怕还过

于轻率。在围观“日本家电企业没落”的同时，或者我们可以适

当清醒地分析一下一衣带水的邻邦的真实意图。

2011 年，中国家电行业的一项收购交易非常值得关注，即海

尔收购三洋白电业务。尽管，此项收购为海尔进军东南亚、日本

市场，实现全球化布局落下一子，但是，多家评论机构却认为，精

明的三洋不过是高价卖掉了自己的“包袱”。三洋是日本老牌企

业，2009 年被松下收编。当时，松下的负责人曾明确表示，把三

洋纳入松下，就是要进一步强化集团的能源和环境业务。

松下的目的很明确，人家看上的是三洋在环境与能源方面

的实力。至于利润越来越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白电业务，

早已是松下预备抛弃的“包袱”。基于此，三洋“主动”寻求白电

业务买家，最后，松下与海尔，各取所需。

不难看出，在国内家电企业仍然追求扩大传统家电市场规

模 之 时，日 本 家 电 企 业 已 主 动 掉 头，开 始 寻 找 利 润 更 大 的 市

场。或者，今天日系家电企业的“没落”不过是转型过程中的阵

痛罢了。

了解日本经济的人都知道，在二战以后，日本基本每 10 年就

会发生一次产业结构转变。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善变”的日

本企业就曾成功涉足过煤炭水泥业、钢铁业、家电产业及汽车产

业等多个行业。而如今的日本企业，已将目光转向了新能源、生

物科技和智能化设备等高精尖领域。对此，一些业内人士分析

得一针见血，日本家电企业在产业链上，正从低利润的整机组装

向高利润的产业核心部件制造转型；在产业形态上，正在从终端

零售市场向家居、商用市场转型，这就意味着日本家电企业的商

业模式已经悄然生变——从靠卖产品赚钱向靠卖方案、提供服

务赚钱转型，而这正是未来全球产业变革的根本。

如今，连一向以 PC 业务著名的 IBM 都在谋求新的“出路”，

改卖解决方案了，中国企业怎能继续“稳坐钓鱼台”？

只有迎合时代需求、不断寻求发展的企业才能抢占市场先机，

不至于在人后“捡拾”市场的“余粮”。中国家电企业在深耕国内市

场的同时，更需要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含金量，同时，多关注非

洲、南美洲等未来的高消费市场及日美家电企业在高端制造业、工

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立足于国内行业现状把握企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从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未来，中国企业是拾人牙慧还是引领风潮，多半取决于目前

中国企业是在居安思危还是在以逸待劳。

中国家电需慧眼透视日企中国家电需慧眼透视日企““淡定变脸淡定变脸””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 淼 霍玉菡 杨 颖 魏小央

日本家电业巨头集体沦陷
被 迫 走 高 端

编者按：曾经，日本家电企业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家电军团中的佼

佼者，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其产品就凭借耐用、优质、精美等特点在国内市

场站稳了脚跟。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家电企业纷至沓来，日系家电

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减弱。尤其是 2011年以来，不少日系家

电业巨头在中国市场上表现不佳，而后一些日系家电企业又着手缩减在华

业务，撤出中国市场，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日本制造”正在走向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