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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年以来对
于国内等离子电视而言，却是“视逢良
机销售涨”。

日前，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和奥
维咨询联合发布数据，今年第三季度，
我国彩电业零售市场销售规模达996万
台，同比增长10.7%。其中液晶电视同比
增长16%、等离子电视同比增长38%；
CRT电视则出现了高达47.2%的下滑。
奥维咨询还预测，2011年全年等离子电
视国内零售量有望突破290万台，平均
增速超过31%。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
与等离子电视市场销售大涨相比，日前
东南大学副校长王保平当选国际电工
委员会平板显示器件技术委员会（简称
IEC/TC110）主席的消息更令人振奋。据
悉，王保平教授一直从事等离子显示技

术的推广应用，其从不掩饰对等离子电
视在中国市场推广的积极态度。

在工信部电工标准化研究所高工
赵英看来，由中国人担当IEC/TC110主
席，开创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标
准化工作的先河，让我国企业成为平板
显示器件国际标准化舞台上的主力军，
与日本、韩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中
国企业报》记者获悉，此前这一机构的
主席由日本人担当，而韩国企业一直试
图掌控平板显示技术的定义权。

在中国市场上，来自奥维咨询监测
数据显示：平板电视的3D渗透率从1月
份的2.31%上升到8月份的17.69%。在整
个3D平板电视中，由于长虹等离子3D
均为快门式，才使得快门式3D在平板
市场中的份额能够维持在51%左右。同
时，国内市场上的CRT电视更新换代时
期加速到来，大尺寸的平板电视需求
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42英寸及以上

的电视需求群体中，等离子的大尺寸
显示和3D显示拥有了不可替代的性能
优势。

在全球平板市场竞争中，由于日
韩两国企业从伊始就构建“全产业链”
竞争体系，迫使中国企业不得不努力
突破在上游平板显示屏上的“核心产
业链缺乏”困局。

日前有消息称，我国将全面上调
液晶、等离子等平板显示面板的进程
关税，税率可能从目前的3%—5%上
调至8%—12%左右。对此，中国企业
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管益忻指出，
调整面板税率是国家为培育我国面
板产业、着眼于产业长远创新能力而
采取的一种策略。我国“十二五”规划
及信息产业规划等都显示出政府对
于扶持彩电产业链建设的决心。当
前，平板显示面板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产
业，将获得来自核心技术、税收、财政补

贴等多重推动。
今年以来，我国在平板显示面板

产业的扩张全面加速。中电熊猫第6代
线正式投产，并计划上马8.5代线。京东
方的8.5代线也正式投产，TCL集团控股
的华星光电8.5代线也正式投产。不过，
相对于早在2007年便开工建设、中国
唯一一家长虹等离子屏生产线项目，
已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并展开了一期扩
能扩产，上述企业的液晶面板生产线
刚刚投产仍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爬坡和
量产阶段。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一旦国家上调
平板显示面板的进口关税，对于一些不
具备自有屏生产线的企业，会直接在屏
采购成本上造成冲击，长期来看还将引
发企业在市场经营和产品储备等方面
的安全性隐忧。从另一方面来看，拥有
成熟等离子屏生产线的长虹，则将成为
面板提税的最大受益方。

等离子电视叩响“春天”的大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大批跨国巨头跻身中国冰

箱市场，不仅加速了国内市场的竞争，也推动了市场的升级转
型，中西合璧力量推动下，竞争重点开始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
市场全速扩张。

作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大容量多门冰箱的企业，美菱高
端子品牌雅典娜的诞生，全面拉开了我国冰箱产业的高端化
浪潮。

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三门冰箱同比增长
39.68%，四门以及以上冰箱的增幅则高达101.11%，对开多门
冰箱的同比增长也达到了26.68%。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今年上
半年，美菱雅典娜系列高端产品的市场销量同比增长突破
150%，远超行业平均增长水平，成为今年以来国内冰箱市场增
速放缓后的最大亮点。

近年来，随着国内冰箱市场的消费浪潮迅速从单门、双门
冰箱，转向了三门、四门及以上、对开多门冰箱等高端市场的
竞争，《中国企业报》记者还获悉，在高端转型背后则是冰箱功
能呈现保鲜、绿色、智能、低碳等多元化走势，同时还迅速吸纳
了变频技术、速冻技术、工业时尚技术等在高端产品上的应用
和普及。

2008年开始，随着中国家庭住房结构的悄然改变，三门、
四门以上冰箱产品的增长便开始悄然放快。不过，美菱公司相
关负责人透露，早在2006年，美菱自主研发的雅典娜系列高端
冰箱，凭借先进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设计理念在当时的市场上
创造了“雅典娜现象”。这一系列冰箱既传承了东方文明的精
髓，又汲取了欧洲工业设计的精髓，开创了一个阶层的全新生
活典范，更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高端冰箱为外资品牌所垄断
的市场格局。

美菱“雅典娜”也随即引发了海尔、容声、新飞等诸多冰箱
企业的迅速跟进，纷纷推出各自的“高端子品牌”抢夺这一行
业趋势。企业品牌营销专家则指出，“雅典娜”作为希腊智慧女
神的名称，其蕴含着丰富的寓意，象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美菱通过“中西合璧”的创新思维，面向高端冰箱市场推出
这一品牌不仅开创了新的产业格局，更巧妙地把握了人们的
消费需求。

如果说外资企业拉开了中国高端冰箱产业竞争的大幕，
那么国内巨头的系统创新则成为推动“本土化崛起”的关键力
量。《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在高端市场竞争中，本土企业
并不简单停留于“高端高价”的低层次竞争，美菱通过外在的
工业设计创新，与其内在的核心功能创新，为中国企业在高端
市场的强势领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产业升级道路。

据悉，中国消费者不同于欧美消费者，不仅看中产品的外
观设计，还关注产品的应用功能创新。美菱公司技术总监白连
社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针对中国用户的特殊饮食结
构，美菱一直在分类保鲜领域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创新，研制出
以450L为代表的雅典娜系列对开多门冰箱，通过冷藏对开、双
独立冷冻室及冷冻室全抽屉式结构设计，不仅有效防止了食
品的串味现象，并实现独立关闭单个冷藏/冷冻室，避免资源浪
费，更加符合中国家庭的使用习惯。”

不仅如此，近年来美菱在产品工业设计创新的持续投入
也获得了丰厚回报。日前，享誉欧洲的“Plus X Award”创新大
奖在德国揭晓，来自中国的美菱雅典娜BCD-310WPC冰箱在
“设计和操作舒适性”两方面脱颖而出，打败同期参选的上千
款产品斩获“Plus X Award”大奖，成为今年唯一获此殊荣的亚
洲冰箱品牌。

此前，美菱就曾在“中国企业产品创新设计奖（CIDF）”评
选中摘得“产品创新设计金奖”，全面显示出了美菱在工业设
计创新能力上的综合实力。

眼下，位于合肥美菱总部的雅典娜大冰箱建设基地项目
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当中，项目整体预计于今年底竣工投产，
这将会进一步夯实美菱在高端冰箱市场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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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
冰箱业引爆高端市场

苏宁电器
自有品牌经营加速

“再造一个苏宁”，是国内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企业
苏宁电器制定的未来 10年的新战略。其中，自有品牌经营
成为苏宁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支撑。《中国企业报》记者
获悉，苏宁电器日前联合三菱重工组建销售公司，新公
司将作为三菱重工家用空调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唯一总代
理，同时，苏宁电器成为三菱重工家用空调中国连锁渠
道独家承销商。

其实早在多年前，苏宁就已经涉足自有品牌的家电制造
业务。《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最早从空调代理
商发家的苏宁电器，曾拥有熊猫空调、飞歌空调、飞达仕空
调的独家经销权，目前则是惠而浦空调、约克空调在中国
的独家经营商。同时，《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苏宁电器 2010
年报中看到，“公司OEM、ODM的运营已经逐步形成体系，
自主产品也由惠而浦空调、松桥小家电拓展到了先锋彩
电、法迪欧厨卫电器。”

近年来，苏宁电器加大了与供应商在独家包销、买断
经营、定制开发等方面的合作，以创新举措持续推进产品
经营差异化，提升经营能力，呈现出营销创新能力与渠道影
响力互相推动、良性发展的势头。目前已吸引惠而浦、先锋、
伊莱克斯、日立、飞利浦等众多外资品牌开展独家包销、定制
开发等合作，并取得良好市场效果。此次与著名外资空调品
牌三菱重工合作成立销售公司，可看做苏宁营销创新迈出的
更大一步。可以预期，合作销售公司将能更好地研究消费者
需求，压缩商品流通中间环节，扩大双方利润空间，最终带来
更加优质的空调产品。据悉，三菱重工与苏宁电器的合作销
售公司名称为菱重家用空调系统 (上海 )有限公司，总部位于
上海。现任三菱重工空调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小民
出任新销售公司总经理。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表示，合作成立
销售公司是双方合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表现，也是苏宁差异
化经营、提升供应效率的再次探索。新公司将依托三菱重工
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与苏宁的销售及服务、会员数据库等
优势资源，在产品开发、市场推广、售后服务等方面形成强大
合力。苏宁将积极协助新公司日后的经营管理，尽快提升三
菱重工产品的市场份额。

自有品牌经营加速为苏宁电器的再发展提供了动力，并
朝着苏宁董事长张近东预定的目标靠近：苏宁计划10年内将
传统品类中黑电的自主产品占比提升到20%，空调和冰洗分
别达到15%；3C品类中通讯的自主产品占比将提升到35%，
数码和电脑分别提升20%和30%。总体来说，到2020年，自主
产品的销售将占公司整体销售的30%以上。

当“家电下乡”等政策对家电业
的发展推动力开始退出，众多家电巨
头又将拿什么推动整个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10月26日，国内洗衣机领军品牌
小天鹅召开“33年见证品质传奇———
小天鹅洗衣机百万重金寻找全国老
用户”新闻发布会，宣布从即日起的2
个多月内将在全国斥资近500万元寻
找企业成立33年以来的老用户并给
予奖励。

在家电问题专家孙玉琢看来：
“作为中国唯一拥有33年品牌积累的
洗衣机品牌，小天鹅此举不是简单的
市场促销活动，而是有意带领整个家
电业回归商业竞争本位，并开始构建
在政策推力退出后构建品质驱动
力。”

在小天鹅高举“品质牌”背后，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我
国家电业的市场竞争开始“抛弃低价
格”竞争，逐步向“技术创新、服务创
新、全产业链构建”为内涵的“高品
质”竞争，低价只在国庆、元旦等季节
性促销中才会出现，难成大气候。

老用户的价值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从斥资500
万元回报老用户，到斥资千万元在全
国启动终端促销宣传，小天鹅此举绝

不是简单地“回报老用户”的感恩活
动，背后一定隐藏着其它目的。

安徽工业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
李德俊指出：“小天鹅在33年的发展
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企业和品牌的做
大做强，还拥有了一批高达数千万人
的客户资源，这将是未来推动小天鹅
实现高质量经营、可持续增长的最大
力量。”

过去几年间，家电下乡政策推动
了农村市场的新增需求，以旧换新政
策则刺激了城市市场的更新换代需
求，两大政策成为家电业获得爆发性
增长的最大驱动力。不过，在孙玉琢
看来：“政策退出已经明确，但家电企
业要获得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寻找新
的动力。”

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0年开始中国城市家电已步入了
二次更新换代的高潮期。这意味着，
洗衣机的二次更新将会产生一个以
千万台、百亿元为单位的新产业。对
于小天鹅而言，数以千万人数的用户
群，一旦激活将为企业带来的商业空
间难以估量。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柴新建表示：“老用户不是企业包
袱，而是财富。通过老用户的寻访活
动，小天鹅可以了解这些老用户的使
用意见，成为企业未来推动全球洗衣
机产品技术创新的最大动力。放眼整
个中国家电产业，这正是小天鹅独一
无二的优势资源，是任何中外洗衣机

巨头都无法抗衡的。”
老用户除了为小天鹅产生巨大

的存量市场空间，在李德俊看来，通
过对老用户的寻找过程，小天鹅还可
以不断挖掘一批品质传奇故事，对现
有的、潜在的消费者产生品牌共鸣，
从而激发更大的增量市场机会。

新品质的内涵

33年前，小天鹅率先开启了国内
洗衣机产业化的先河，成为中国家电
业唯一拥有33年品质积累的家电企
业。33年后的今天，小天鹅再度开启
全球洗衣机品质化的浪潮，以中国家
电业最大洗衣机用户群的独家优势，
主导全球洗衣机产业新方向。

不过，在“33年品质传奇”的背
后，绝不是简单的产品质量保证。因
此，在中国家电产业过去30多年的发
展中，已经经历了“质量比拼”、“价格
比拼”、“促销比拼”、“服务比拼”、“品
牌比拼”、“技术比拼”等多个过程。小
天鹅再度拉开的品质竞争大幕，则意
味着整个家电产业从停留于产品层
面的“质量竞赛”，向涵盖了技术创
新、全产业链布局等诸多内容的“品
质博弈”升级。

从1992年首次实现洗衣机连续
5000次无故障运行，收到了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发来的贺信，
1993年首次开展小天鹅质量与服务
万里行，启动了中国家电业的质量

服务序幕，1995年首获“全国质量效
益型企业”称号、2000年荣获全国质
量管理先进企业称号，到2010年通过
北美UL、德国VDE、澳大利亚国际纯
羊毛认证，2011年率先通过英国“In原
tertek绿叶标志”认证，小天鹅一直牢
牢引领着中国家电企业的质量和技
术创新之路。

不过，相对于质量的坚守，小天
鹅还在不断探索对于“质量内涵”的
创新。今年，小天鹅再度以独创性的
“全产业链品质链条”核心竞争力，开
启了全球洗衣机产业品质竞争的新
浪潮，也实现了中国洗衣机产业从过
去的追求“产品制造质量”向“从最核
心的零部件开发、新品创新设计到整
机制造、售后服务等一整套”的品质
链条升级，让质量充满新的内涵，让
品质注入新的动力。

柴新建坦言，小天鹅不仅要让33
年来积累的品牌与品质在整个家电
产业得到推广普及，还要为中国家电
业建立“大品牌、高品质、有品格”的
新增长体系，实现洗衣机产业又快又
好地发展。

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徐东生认
为，33年对于中国家电业而言，不仅
意味着33年的品质坚守创造了中国
家电品质传奇，更成就了中国洗衣机
产业的小天鹅模式，未来还将在全球
家电市场上构建小天鹅价值标杆，为
中国洗衣机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和发展动力体系。

弃价格保品质 家电企业竞争回归本位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到底什么样的电视才是云电视？
今年8月底，自从六大国产彩电厂商在
8月底集中发布云电视新品以来，这个
问题就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所在。

10月28日，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
会、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TCL、凤凰网、中国网络电视台、新浪、
腾讯、搜狐、网易、《中国企业报》、《第
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
济观察报》等20家权威机构和媒体，
联合发布“2011年度大型调查———云
时代生活状态消费调研”结果———
《云时代生活状态消费调研报告》，并
全球首次推出《云电视行业推荐标
准》，让云电视终于有了清晰的定位，
并从此有章可循。

中国电子视像协会秘书长白为
民表示：“之所以联合推出《云电视行
业推荐标准》，就是希望通过标准厘
清消费者对云电视的认知，指导和促
进中国云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调研：
国内品牌关注度超八成

从8月底TCL在全球同步推出四
大系列超级智能云电视并率先启动
预售，打响了云电视革命第一枪，仅3
个月，云时代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
中国彩电业，几乎所有的国产彩电厂
商都推出了云电视。

联合调研数据显示，消费者对国
产品牌云电视的集体关注度已超过
80%，其中TCL以15%的份额占据第一
位，而外资品牌均排列在第6名之后。
这意味着，在这场云电视革命中，先发
制人的国产品牌已成功抢占消费者心
理，赢得了云电视市场的主动权。

在云电视购买因素的调查中，
11.3%的受访者在购买云电视时首要
看中功能、应用及内容的丰富程度。
仅有12%的消费者表示没听说过云电
视，但知道云电视的消费者当中，表

示了解产品与技术的只有33.2%，对
于“什么是云电视”的调查问题也众
说纷纭，但却有高达34.7%的消费者
表示会选择购买云电视。

对此，中怡康时代市场董事长李
基祥分析指出：“由于国内厂商对云电
视进行了大规模宣传，很多消费者对
云电视已产生了兴趣，也有购买需求。
但在云电视认知上还处于概念阶段，
市场仍处于导入期，各品牌的云电视
在功能应用方面差异性也比较大。因
此，无论是市场，还是消费者，都需要
有一个统一的云电视标准，来凝聚行
业共识，并指导消费者购买。”

解读：
全球首次定义云电视

此次，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联
合中怡康、TCL等20家权威机构和媒
体推出的《云电视行业推荐标准》，对
云电视从系统、平台、硬件、软件、应
用、交互、服务、产业链等角度做了全

面界定，这在全球尚属首次。
目前，《云电视行业推荐标准》核

心有6条，标准认为云电视应具有针
对电视定制的开放性操作系统，如
Android+、windows等操作系统。而调
研结果也显示，基于电视定制的An原
droid+操作系统最受网民青睐，看好
率高达25%。

白为民表示：“目前看来，各大厂
商都拥有应用程序商店，很重视开发
云电视的应用与功能，并力推多屏共
享、视频通讯等分享性、社交类功能。
云电视厂商下一阶段的重点应从概
念宣传转移到消费者体验上。”

李基祥透露：“调查发现，绝大多
数消费者都希望云电视的功能和应
用能够持续扩展与升级，以满足其个
性化需求。这就意味着云电视已经不
仅仅是一台电视，还必须包括一系列
的云服务。”《云电视行业推荐标准》
也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云电视必
须能提供稳定、安全、可持续的个性
化在线云服务，并支持电视系统与功

能的不断扩展与升级。如办理业务、
购物、电子保单等，并能智能识别用
户信息，鉴别用户喜好，快速响应用
户需求，及时提供专业可靠的一对一
服务。

该标准还指出，云电视只有在强
大的云生态系统中才能绽放光彩，企
业必须构建多层次、全开放的云生态
系统作为云电视的应用和内容保障。
李基祥则举例阐释：“比如，在TCL云
生态系统架构下，拥有欢网、奥鹏教
育、腾讯等合作伙伴，具有全球软件
开发大赛等软件开发平台，还有遍布
全球的研发机构和液晶面板8.5线等
上游资源保障，是目前国内搭建最完
善的云生态系统。”

白为民指出，TCL等彩电巨头率
先发起的云电视革命，对中国彩电业
来说是一次战略机遇，制定全球首个
云电视标准，将有利于中国彩电业抓
住云电视的战略机遇，占据未来云电
视发展的市场先机，对整个中国彩电
业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彩电抢抓云战略机遇占据制高点

首个云电视推荐标准出炉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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