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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聚焦

2011 财年，索尼、夏普、松下三大日本电子巨头

同时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近期，先后公布的

日本消费电子企业 2012 年第一财季 (4 月至 6 月)业

绩单中，八大电器公司中有五家出现了净亏损。近

年来，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日本电子巨头已

不复当年的兴盛，正一步步走向衰落。

《华尔街日报》最新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在如

今的电子产业中，日企已彻底失去了霸主地位。而在

全球经济减速及日元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之下，企业经

营形势严峻，日本电子企业复苏依然任重道远。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子全能手，到近几

年不断吃败仗，落后于苹果、谷歌与三星，日本电

子企业节节败退，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它们与成功

渐行渐远？

齐陷困境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黎友焕表示，放眼世界

市场，电子行业技术更新换代很快，往往是某项技

术刚推出市场，更先进的技术便开发成功，新产品

还没有达到市场利益最大化就被更新的技术产品

所替代。电子行业的竞争已不仅是技术方面的竞

争，而是包括管理等各方面在内的综合性的竞争，

依靠垄断技术进而垄断市场的经营方式已经不再

适合。传统模式下的日本电子巨头若不转换思路，

必然处于被动和被排挤的地位。

近日，松下公布的 2012 年第一财季财报显示，

公司净利润为 128 亿日元，暂时扭亏为盈。这对松

下近来的业务改革是一个较大的肯定，但疲软的销

售额（18145 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6%）也表明，营

业利润持续性增长的迹象还不明显。同时，松下较

为 美 观 的 财 报 还 付 出 了 让 上 万 名 员 工 失 业 的 代

价。据报道，在前任社长大坪文雄的主导下，公司

2011 财年已在全球范围裁员 3.6 万人，约占员工总

数的 10%。6 月 27 日，津贺一宏接任社长，同时也

接 过 了 裁 员 接 力 棒：8 月，日 本 共 同 社 报 道 称，松

下 将 把 总 部 人 员 规 模 从 目 前 的 约 7000 人 精 简 至

150 人，从而提高决策效率。津贺一宏表示，今后

松下可能进一步削减管理层人员，也不排除改编

部门的可能。

同样的困难也摆在索尼和夏普面前：两巨头

2012 年先后发布的第一财季报告显示，索尼净亏

损 246 亿 日 元 (约 合 人 民 币 20.41 亿 元 )，夏 普 也 出

现 了 1384 亿 日 元 ( 约 合 人 民 币 112.6 亿 元 ) 的 赤

字。当然，它们也同样在做着精简人员的牺牲：4

月 ，索 尼 宣 布 裁 员 1 万 人 ，占 其 全 球 员 工 总 数 的

6%；8 月，夏普宣布裁减 5000 人，约占公司全球员

工总数的 9%。但第一财季报告预示，它们未来的

路仍很艰难。

在日本东京，有一幢高达 8 层且规模覆盖整条

街的大型建筑——综合电器商店 Bic Camera，它被

外界看作是日本电子产业的风向标。据媒体报道，

在 Bic Camera 销售楼层的北端，一般都摆放着众多

日本品牌平板电视供消费者选购。但现在，随着国

外品牌的崛起，日本电子产品销售迟滞，这些电视

机被挪到了狭窄拥挤的二楼，让位于数百款智能手

机配件，而且占据这里的智能手机及配件还是非日

本品牌的苹果 iPhone 系列。

在这幢电器大厦内发生的细微变化正是日本

电子企业没落的真实写照——索尼、夏普、松下、富

士通……这些昔日日本电子企业的代表在当今电

子市场竞争中深陷困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苹果、

三星大把赚钱——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电子企业

已经走下了神坛。

源起技术领头羊模式？

为了尽快摆脱困境，近年来，各日本电子巨头

煞费苦心，找寻其丢失霸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今年 4 月，接任索尼首席战略长一职的齐藤正

说，领跑者得顶着风，有时候在后面跑会更容易。6

月，津贺一宏在接任松下总裁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日本企业对自己的技术和制造技能太自信了，忽

略了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待产品。两大巨头的高

管都似乎意识到了日本电子企业技术先行模式的

不 易 与 困 惑，或 者，正 如《华 尔 街 日 报》评 论 的 那

样，日本公司对“ 造物”的崇拜使其偏离了对消费

者 的 关 注 ，导 致 索 尼 等 公 司 在 过 去 20 年 走 向 衰

落：日 本 企 业 总 是 走 在 技 术 前 端，很 称 职 地 扮 演

着开路先锋的角色，却后继无力，被竞争对手毫不

手软地以 惊人的速度、灵活弹性的改良产品、动人

的营销语言逐出市场。

而在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看来，日本电

子企业深陷危机主要原因有 3 点：第一，日企重研发

新技术而轻客户需求。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

产品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需求，企业才会有良好稳

定的发展。第二，日元升值，这导致了出口的减少，

给日本的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第三，核事故

导致电力短缺，工业用电成本大幅增长，给制造业

带来了很大压力。他表示，“日本电子企业为了当

技术领头羊，在研发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可是

产品投入市场后，技术往往会被同行模仿、改进，导

致其市场占有率受到影响，企业遭受巨大亏损。就

现阶段来说，这种发展模式应该要进行一些调整。”

产业春天还有多远？

黎友焕表示，竞争的效果在于以失败倒逼新思

路的产生，日本电子企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已经呈

现明显的疲态，如果还继续陶醉在过去辉煌中，将

继续遭受市场竞争的折磨。但调整思路对大型老

牌企业来说，也需要一段时间，能及时适应市场竞

争的将破茧而出，不能适应新竞争规则的将被市场

边缘化。

2012 年，日本电子企业的发展之路注定布满荆

棘。好在，它们也在不断突破自我，寻求解决之道。

据悉，2012 年上半年，夏普与台湾鸿海集团已

经开始建立并逐步推进在 LCD 面板和智能手机两

大领域的战略合作。“目前，夏普面临重大的经营和

财务困难。通过与鸿海合作，夏普可以依靠鸿海与

众多品牌代工企业的供应链关系，从而促进面板出

口；可 以 将 智 能 手 机 更 多 交 由 鸿 海 代 工，降 低 整

机 生 产 成 本，扭 转 成 本 竞 争 劣 势；可 以 借 助 鸿 海

在中国市场通路的渠道布局，拉动夏普在中国市

场 的 销 售 ，扩 大 市 场 占 有 率 ，从 而 摆 脱 当 前 困

境。”中 国 三 星 经 济 研 究 院 战 略 组 首 席 研 究 员 林

瑞明告诉记者。

“ 类似夏普与台湾鸿海集团的这种战略性合

作，就是根据市场发展态势及时调整思路的结果，

而这样的战略调整将可扭转企业的困局，继续保持

企业的盈利和老牌企业的发展。”黎友焕说。

林 瑞 明 表 示 ，未 来 ，类 似 的 合 作 还 有 可 能 涌

现。而索尼似乎也有意转变发展方向，让三星和其

他公司在开发新技术上担任领头羊，并在 6 月份宣

布将与松下共同研发在电视机等电器中使用的大

型有机 EL 面板，着力以低成本方式生产，计划于

2013 年开发出能够用于量产的新技术。

“日本企业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先进、

管理水平较高、创新能力强等方面。劣势主要体

现 在 营 销 能 力 相 对 较 弱 ，对 客 户 需 求 重 视 等 方

面。”薛胜文表示，日本电子企业的冬天应该不会

很久了，随着日本电子企业发展模式的调整，目前

形势将有所改变。未来，日本企业一方面应该增

强营销能力，扩大产品销售渠道。另一方面，需要

以客户需求为主导，让客户获得更便利的体验，同

时对产品进行不断创新升级，增强竞争力。

“从整体上来看，我认为，绝大部分的日本电子

企业将能在未来摆脱困境。”黎友焕说。

巨亏裁员 日本电子巨头霸气不再
■ 本报记者 徐 淼 霍玉菡 杨 颖

据外媒报道，竞标英国地平线核电

公司核电项目的中国企业不太可能拥有

多数股份，英国官员已发出信号暗示，希

望两家相互竞争的财团中的中国国家核

电技术公司与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在

该项目持有少数股份。知名反核人士、

自由民主党议员西蒙·休斯表示，中国企

业的参与，存在一些“敏感因素”，但是以

不同方式对待中国企业是不对的。

据 报 道，苹 果 日 前 总 市 值 上 升 到

6230 亿美元，打破了微软公司 1999 年

创造的 6205 亿美元市值的纪录，被誉

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值钱的公司”。苹

果此轮股价飙涨主要得益于外界对其

新一代苹果手机的高度期待。分析人

士还认为，苹果计划推出的改进型袖珍

平板电脑也很有可能会给其竞争对手

带来压力。

近日，一家成立只有4年的中国互联

网创业公司立方网欲起诉国际社交网站

巨头 Facebook。立方网认为，Facebook

的“时间线”是抄袭了立方网的“时间轴”

功能。两者英文名相同，facebook的发布

却比立方网迟了 3 年。Facebook 在其时

间线发布会上使用了立方图标，发布会名

称为 F8。而立方网同样是立方图标，研

发中心的名称一直是F8。

据媒体报道，上周国家质检总局

公布最近一批入境不合格食品、化妆

品信息，其中一个批次澳大利亚产的

亨 氏 婴 儿 配 方 奶 粉 被 检 测 出 维 生 素

B2 超标以及泛酸未达标准。对此，亨

氏日前回复称，“上榜”产品是专供澳

大 利 亚 市 场 并 由 江 西 某 贸 易 公 司 自

行进口的，无涉国内市场销售的正规

产品。

中企投资英国核电项目
或受限

苹果打破微软市值纪录
成“史上最值钱公司”

facebook被指
“山寨”中国网站创意

亨氏奶粉称问题进口奶粉
非正规产品

（本报综合报道）

“从接到裁员通知到签字，公司与员工没有进

行过任何沟通与协商，单方面态度十分强硬，并且

裁员标准并不透明。”摩托罗拉移动中国区被裁员

工表示。

这些被裁员工在公司门口拉起横幅抗议公司

“暴力裁员”，除了不满裁员政策，公司强硬的裁员

态度也让他们很受伤。对此，摩托罗拉移动中国区

相关负责人予以否认，称为离职员工提供了高于法

律法规所规定的补偿，并且根据被裁员工们提出的

要求，公司高管协商后决定进一步满足他们的需

求，再额外赔偿一部分，并且对已签约离职的员工

提供同等待遇。

目前，中国成了摩托罗拉移动裁员“重灾区”，

裁员超千人。其中北京地区裁员最为严重，据了

解，包 括 软、硬 件 研 发 部 门、IT 运 维 部 门、产 品 供

应 链 部 门 以 及 云 服 务 部 门 等 已 被 裁 700 人，裁 员

比例超过了 40%。而南京软件中心则被传要彻底

关 闭，中 心 的 500 人 将 全 部 被 裁 掉 。 在 这 些 员 工

中，不仅有工作了 19 年的老员工，还有处于哺乳

期的女员工。

日 前 ，摩 托 罗 拉 移 动 面 对 各 方 压 力 作 出“ 让

步”，该公司修改了赔偿方案，将全额发放截至最后

工作日的住房公积金；同时针对员工未休完的法定

年假，公司将按照员工小时工资数的 300%给予现金

补偿。不过在部分被裁员工看来，这仍然只是公司

单方面的决定，他们要求的平等协商还没有实现。

还有一些被裁员工仍坚持不签字。一位员工

表示，他们要求召开员工代表大会的诉求也没有答

复。根据摩托罗拉移动中国区人力资源部向被裁

员工发的内部邮件显示，若被裁员工在公司规定的

时间之前还未签署文件解除劳动关系，摩托罗拉移

动将面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另据了解，摩托罗拉移

动已派专员处理南京地区的裁员事宜，估计最终开

出的条件将与北京方面相似。 （焦立坤）

摩托罗拉裁员风波渐息
强势态度引不满

伴随着经济低迷，去年开始，全球范围内逐渐开始了一波裁员潮，跨国公司的中国区公司也未能

“豁免”。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以来，六大跨国公司裁员涉及中国区。 图表数据来源：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