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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门子家电在中国市场的运
营主体，博西家用电器（中国）公司不仅
负责西门子品牌的家电业务，近年来还
在积极推动另一新品牌“博世”布局中
国家电市场。

日前，在第 17届中国厨卫展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博西家用电器
（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盖尔克与副总裁
兼首席销售官王伟庆相继参加博世家
电晶钢系列套装厨电新品发布会以及
西门子全自动洗碗机等整体厨电解决
方案揭幕，体现出博西家电高层对于双
品牌并驾齐驱的愿景。

中国家电商业协会营销委员会副
理事长洪仕斌指出，“博世进军中国家
电业，抢夺的不是对手份额，而是蚕食
西门子品牌的市场份额。最为重要的
是，一套人马的运营对于西门子来说，
博世就是一场灾难。这会挤压西门子原
本已经在中国市场树立的高端品牌形
象。最终，由于博世的品牌影响力不如
西门子，让博西家电中国陷入量降利跌
的两难境地。”

那么，西门子与博世两大品牌在中
国家电市场的发展现状到底如何？博西
家电中国公司如何解决两个品牌的左
右手互搏引发的内斗问题？截至发稿
前，博西家电中国公司媒体沟通经理王
双江并未就《中国企业报》提出的采访
要求给予回复。

不过，其公关部在发给记者的电邮
中表示,“我们对于中国市场长期看好，
自 2001至 2011年，我们的中国业绩一
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11年，博西中
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8%，超过百亿
元人民币。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宏观政策
的退出，整个市场出现了下滑，但是我
们对市场发展持乐观的积极态度，我们
认为从下半年开始逐渐会好转。”

两大品牌左右手内斗

通过博世家电和西门子家电的两
大品牌官网看来，在经营的家电产品种
类上，除冰箱、洗衣机等大电外，还包括
烟机、灶具、微波炉、消毒柜、洗碗机等
厨电产品。两者在经营品类上基本重
合，没有明显的经营区分，只能依靠品
牌差异和用户定位差异来区别对待。
近年来，随着中国冰洗行业竞争白

热化，导致西门子和博世不约而同将市
场重心转向以烟灶具、洗碗机、消毒柜
为代表的厨电领域。不过，这一领域长
期为老板、方太等国产企业所占据，留
给外资品牌的空间有限。
有家电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除在

冰洗大电领域西门子占据一定的市场
份额，包括在洗碗机、消毒柜、烟灶具等
厨电领域，西门子和博世均未能跻身主
流市场行列。就算将两大品牌的市场份
额累加，也无法成为市场领导者。”
中怡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门

子冰洗、烟灶具等全系列产品在中国市
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销售下滑。与此同
时，博世品牌上述产品的市场销量均在
行业十名之外徘徊，处在市场边缘地
位。
博世品牌的推出，并未完成推动西

门子在中国家电市场量增利长的预期
目标，反而让西门子品牌的市场销量出
现下滑。对此，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
中心副主任胡左浩指出，“近年来随着
外资本土化、消费行为成熟，西门子身
上的那件‘皇帝新装’已经被脱掉，无法
再享受外资品牌所带来的品牌溢价，必
须要通过产品、技术与中国企业同台较
量。这恰恰又不是西门子的强项”。

产品创新黔驴技穷

博西家电中国为何选择在企业投
入资源有限、中国家电市场白热化背景
下，还要冒着“投入产出比失衡、西门子
品牌低端化”等风险推出博世这一新品
牌。这到底是为了进一步抢占国内市场
的份额，还是接棒西门子高端品牌下滑
避免整个企业的市场尴尬？

在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
看来，“这主要是受到西门子品牌在家
电产品技术创新速度缓慢、市场竞争力
下滑、企业增长后劲乏力，不得不依靠
博世这一新品牌，在中国市场重走西门
子品牌运营的老路。不过与 10多年前
西门子品牌开拓中国市场相比，博世单

一的品牌竞争能力，缺乏足够的产品
力、渠道力支撑，显然难以承担起拯救
陷于困境中的西门子家电业务重任。”

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中国家电
业，西门子家电的技术创新步伐与同行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中国企业报》记者
看到，在冰箱领域，西门子主打零度保
鲜的升级技术真空零度生物保鲜，在洗
衣机领域，西门子则主推自动添投洗衣
液技术。或许是感受到技术创新力匮
乏，一直以严谨著称的西门子，在中国
开打“外观牌”，在冰箱、厨电等多个产
品开始关注工业设计带来的时尚外观。
“在博世品牌上，博西家电公司彻

底放弃原创技术创新的定位，全面导向
以时尚外观等工业设计创新为诉求。从
不锈钢材质的系列厨电产品，到双晶钢
冰箱等，这跟多年前 LG家电在中国市
场掀起的炫丽外观套路如出一辙，这说
明博世和西门子在传统家电上的技术
创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洪仕
斌认为，只要当一家企业没有产品技术
创新可言时，才会选择做“表面功夫”的
创新，这与西门子一贯的德国严谨理念
不符合，就是一种媚俗、随大流表现。
从零度保鲜到真空零度保鲜，西门

子冰箱没有离开过“零度保鲜”。同样，
西门子洗衣机的自动投放洗涤剂功能，
早在去年就由小天鹅洗衣机率先推出。
博世在家电产品上的外观创新，也是沿
袭韩国家电企业三星、LG风格，后者的
“表面功夫”创新已经宣告失败。

本报记者 许意强

长虹白电领衔冰箱高能效发展

技术创新黔驴技穷 西门子博世左右手内斗

本报记者 许意强

能效比 2.05 的全球超高能效比
冰箱压缩机、-192益世界最冷冰箱、国
内首款-40益家用深冷保鲜冰箱、国内
首款日耗电量仅为 0.23 度的超节能
三门冰箱……

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高效节能
零部件和节能家电，在长虹白电的整
合下变成一条全球首创、中国领先的
“全产业链节能”创新产业体系，横向
以节能技术为聚合完成从核心部件
压缩机到整机系统优化的共同节能；
纵向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完成冰箱、空
调等节能家电的持续升级换代。

日前，在长虹·美菱节能家电核
心技术发布会上，长虹白电首次集中
向外界披露从上游的核心部件压缩
机，到冰箱、空调、小家电热水器等全
产业链的节能阵容，涉及旗下华意压
缩、美菱冰箱、长虹空调等多个领域
的龙头企业。

长虹公司总经理刘体斌透露，“对
于未来五年跻身中国白电四强的长虹
白电，不只是要成为中国白电产业节
能技术的领导者，还要快速将这种技
术领先优势迅速转化为市场领跑优
势，借助政策东风、产业升级等多方力
量成为整个白电产业的领导者”。

“节能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长虹
的标签，特别是全产业链节能创新体
系，一举奠定长虹白电在中国冰箱产
业的节能领航者地位，也提前助推长
虹白电锁定在节能冰箱市场竞争中
的产业胜局。希望长虹再接再厉推动
行业整体进步，实现国家整体节能减
排目标”。中国家电研究院院长邴旭
卫如是说。

两头倒逼下的
全产业链节能

新一轮国家节能补贴政策的推
出，无疑成为激活当前节能家电消费
需求井喷的一条“鲇鱼”。《中国企业
报》记者了解到，这一轮的节能补贴
政策惠及面，从此前的空调增加至冰
箱、洗衣机、平板电视等 5大类产品，
这是因为在长虹白电等行业龙头企
业推动下，我国家电整体节能技术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为国家政策实施提
供市场环境和产品技术的支撑。

长虹公司副总经理、长虹家用产
业集团董事长李进透露，“目前，长虹
白电产业群已率先形成两头倒逼下
的全产业链节能创新体系。一方面是
基于企业内部已形成的成熟技术创
新体系，稳步推动在压缩机、冰箱、空
调等方面的节能技术升级；另一方面
是围绕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以及用
户最佳使用体验，长虹通过节能、低
碳等差异化产品抢夺市场主动权”。

今年首批实施的中国家电产业
技术路线图显示：在冰箱压缩机方面,
重点是变频压缩机技术、高效压缩机
小型化和轻量化技术。

作为中国唯一一家具备变频压
缩机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长
虹白电旗下的华意压缩成功打破外
资企业长期以来在这一高端压缩机

技术上的垄断，通过自主掌握的 80
多项国家专利技术及压缩机国家标
准修订主管单位地位，华意压缩联手
旗下的加西贝拉推出的高效化、变频
化核心零部件系统解决方案，有望在
未来 3年内产业链的最上游，推动中
国冰箱产业朝着环保化、高效化、小
型化方向快速换代。

目前，华意压缩已全面实现高效
和超高效化发展，带动中国的冰箱压
缩机能效比值从 1.0 持续攀升至
2.05，大大缩短整个冰箱产业节能化
进程。有数据显示：压缩机能效值每
提升 10%，将会同比例带动冰箱整机
能效指数的提升，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资环分院副院长张新指出，“华意压
缩在节能技术上的贡献，不只是推动
长虹白电在冰箱产业节能技术上的
领跑，还为推动整个冰箱产业的节能
扩张提供了坚强的动力源”。

早在 2004年，美菱就推出“终结
者”系列冰箱抢先国家产业政策和消
费需求变化，并通过“花四年电费，用
十年冰箱”产品承诺，开始领跑国内
节能冰箱产业发展趋势。

作为一家立足专业制冷 30年的
国内老牌冰箱巨头，美菱始终坚持对
节能技术的探索和开发，已形成“冷
凝器保压节能技术、变频控制技术、
冰箱压缩机一体化匹配设计技术、动
态运行系统匹配技术”为代表的节能
核心技术体系，一直屹立于冰箱产业
节能升级的最前沿。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美菱冰箱还
积极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消费需
求。《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依托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美菱还率先建立
绿色家电设计平台，先后研发出日耗
电量 0.25 度、0.23 度的超节能冰箱，
一次次刷新自己创下的节能新记录，
拉开众多中外企业在冰箱日耗电量
上以 0.01度差的技术竞赛。

目前，美菱冰箱与市场上平均日
耗电量在 0.60度的冰箱相比，每台约
降低耗电量 0.31度，提前跨入了冰箱
节能领跑者的行列，并有望让国家
“节能领跑者”制度率先在冰箱领域
得到推广应用。

上下游协同开创的
冰箱新格局

在中国家电市场越来越全球化的
背景下，近年来以长虹、海尔、美的为
代表的国内家电企业龙头越来越不满
足于当前国内市场的竞争，开始关注
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布局全球家电市
场。

由此，打造“上下游协同发展、产
业一体化较量”的核心竞争力，成为
近年来国内几大冰箱巨头一直在推
动建立的终极目标。

作为在我国白电行业唯一掌握
全产业链节能优势的企业，当前长虹
白电正通过旗下华意压缩和美菱冰
箱之间构建一个“上下游协同发展”
的全新产业运营新平台，通过为国内
冰箱产业提供高效化、变频化系统解
决方案, 推动整个中国冰箱产业的高
能效、绿色升级速度，从而在这一轮
的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中实现在白
电产业的弯道超车。

目前，长虹白电成功突破被国外
品牌垄断的高效压缩机和变频压缩
机市场，分别抢占了全球市场 30%和
10%的份额。按照去年华意压缩旗下
的加西贝拉单一品牌年销售 1560万
台的高能效压缩机计算，每年可以节
电 28亿多度，比年发电 20.25亿度的
新安江水电站还要多。

在加西贝拉，有一个浙大谭建荣
院士工作站，女博士周慧等 3位博士
领衔的研发团队和院士工作站紧密
配合，携手突破冰箱压缩机高效、环
保、节能的多种问题。已经在研究所
工作两年多的周慧说，长虹是首个建
立压缩机技术研究所、开展冰箱压缩
机应用基础研究的国内企业，研究课
题紧追世界压缩机发展潮流。

这正是成功推动长虹白电抢夺
高端压缩机市场的核心动力。华意压
缩计划于今年建设年产 500 万台超
高效和变频压缩机生产线、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产线等项
目，进一步巩固在高端、高能效市场
的领先优势。

早在 2011年初就通过定向增发
建设 120万台冷柜和 60万台环保节
能冰箱生产线的美菱冰箱，正在将自
身 30多年来建立的核心技术优势转
变为行业竞争优势。在美菱冰箱，有
着全国首屈一指的节能技术专家魏
邦福以及以他为核心的节能技术创
新团队。它们成为推动美菱冰箱在行
业下滑、需求低迷背景下谋求逆势增
长的最大底气。

谈到“上下游一体化创新”体系，
魏邦福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一方
面美菱通过采用华意、加西贝拉压缩机
量身定制的专享高能效压缩，实现能效
的提升；另一方面，美菱立足自身的系
统优化配置创新，通过电器系统、制冷
循环系统、结构系统等优化，实现核心
部件与整机的一体化创新。此外，还通
过美菱拥有的双环门封条，横排冷凝
器、不等距复叠式蒸发器等独创性的工
业设计，开创节能冰箱的新纪元”。

在节能技术上的创新优势，正在
成为推动美菱冰箱领跑国内市场的
竞争优势。数据显示：2011年美菱冰
箱一级能效产品生产比重达 72.3%、
市场销量占比达 69.8%。截至 2012年
5月底，美菱冰箱一级能效生产比重
突破 76.7%、市场销量占比突破
71.5%。这意味着，高能效已经成为拉
动美菱冰箱“量增利长”的最大动力。

基于节能技术的创新和节能产
品的市场推广，长虹白电不仅为中国
家电产业开创了全产业节能创新体
系、上下游一体化竞争等全新商业模
式，还成功推动企业在中国家电业节
能化升级转型中锁定市场胜局，实现
从技术专家向行业领袖的跨越。
“从企业内部的核心、基础节能

技术创新，到市场升级和用户需求的
产品创新，长虹白电为中国家电业构
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这不仅让华
意压缩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双雄，还
让美菱冰箱一直立于产业变革的领
跑者地位，完成从技术领袖向行业龙
头的扩张”，资深家电产业观察家洪
仕斌指出，以全产业链节能为契机，
从今年开始将会全面加速长虹白电
在“十二五”期间的整体飞跃。

“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电饭锅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消
费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家用电饭锅生产量
达到 1.83亿台，每百户城乡居民家庭的保有量超过 100台”。
日前，在中国家电协会电饭锅专委会成立仪式上，中国家

电协会理事长姜风指出，尽管当前我国电饭锅领域已经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具有较大的发展产业规模和市场容量，但得益
于消费需求的更新换代和技术创新的产品升级，电饭锅产业
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广阔。

来自企业代表、美的电饭锅相关人士透露，“与其它小家
电产品相比，电饭锅是我国第一个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家电产
品。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推动。正是在这一基
础上，目前国内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产业链，提前步入产业化、规
模化、品牌化通道”。

近年来，我国电饭锅已经历从普通机械式、普通智能型到 IH
（电磁感应加热）电饭煲三次产品升级。《中国企业报》记者还了解
到，近年来在美的、苏泊尔等小家电企业推动下，我国企业继日本
后掌握代表产业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 IH智能电饭锅技术。目前，
市场售价在 1999元的美的 IH电饭锅、售价 1499元的苏泊尔 IH
电饭锅已经在市场上开始抢夺日本企业所占据的高端份额。

不过，当前摆在我国电饭锅企业面前的技术创新和产品换
代任务并不轻。来自杭州松下厨房电器总经理卢向阳透露，
“目前，日本市场上销售的电饭煲产品 100%为智能型电饭煲，
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售价在 2万日元左右（合人民币 1600元），
其中 IH电饭锅的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 70%”。

来自中怡康的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我国电饭锅的平均
售价仅为 237元/台；截至 2012年 4月，这一数据提高至 275元/
台。与日本市场相比，我国 IH电饭锅的市场占有率仅有 5%左
右，只有美的、苏泊尔等少数企业在推动电饭锅的高端转型。

姜风认为，从消费者层面来看，随着中国消费者消费水平
的提高，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推广技术含量更高，做出米
饭更好吃、更有营养的电饭锅产品升级换代恰逢其时。

本报记者 康源

格兰仕式
创造再掀高潮

全产业链节能称雄全球家电业

过去，制造带给格兰仕的是通过一台台微波炉开创中国以
及全球庞大的微波炉产业。如今，创造带给格兰仕的是通过圆形
微波炉开启中国及全球烹饪方式和美食文化新天地。

日前，随着全新升级的圆形微波炉 UOVO二代在格兰仕进
入行业 20年之际登陆市场，由格兰仕定义并开创的全球微波炉
产业新格局悄然形成。这不只是给行业和市场带来“由方变圆”、
“向上开启”的产业发展新路径，还让中国烹饪文化与西方美食
精髓得到一体融合，完成从一种产品技术的创新向一种烹饪方
式引领的升级，在全球微波炉行业开创三大标杆。

业内专家指出，表面看这只是一次圆形微波炉的技术升级
换代，实际上这是格兰仕近年来正在打造的“由内而外 360度创
新”创造体系首次发力：以智能化创新完成微波炉内外部的智能
控制，以理念创新实现从用微波炉到玩微波炉的升级，以产品功
能创新完成中西烹饪方式合璧，以工业设计创新完成向上开启
更加圆美。

掌握新技术：开创智能化标杆

当智能化技术越来越多从 IT等高精尖行业走向家电等传
统行业，这不仅是意味着传统家电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幅提
升，还意味着微波炉等传统家电开始借助智能化翅膀谋求新一
轮腾飞。

首款应用智能技术的微波炉在格兰仕问世，并在全球首创
的圆形微波炉上搭建一个“由内而外”的智能化应用大平台，通
过内部智能化主导下的“一指馋”功能开发，实现单键单控，最终
让微波炉应用回归“大繁至简”产品本位。通过操作的智能简单
化，带来的是格兰仕消费群体的无限扩张。

同时，通过外部智能化的“爱疯版”超大屏幕代替传统的按
键式操作，所有操作均通过可触控的屏幕来完成，其内置的嵌入
式系统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类似 iPhone使用感受，让微波炉变
用为玩，带来全新的消费使用体验。

早在今年 3月，由格兰仕主导，中国家电协会、中国家用电
器研究院指导的《2012—2015微波炉技术发展蓝皮书》正式发
布，首次披露未来 3年全球微波炉将通过云智能技术的应用提
升产品的人性化、智能化水平，这意味着在微波炉的智能化创新
上，格兰仕已具备将技术创新优势转化为产品竞争优势的能力。

开启新生活：树立中西合璧标杆

作为一项从海外引进的成熟家电产品，微波炉在进入中国
市场近 20年间，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都由格兰仕主导。近年来，龙
头企业格兰仕在完成大规模化制造带来的购买成本下降、全产
业链建设等制造创新后，再度围绕产品技术创新展开布局，并一
举于去年推出全球首款圆形微波炉，一改微波炉诞生 60多年的
“方形外观、侧开门”模式，还通过“中国创造”智慧融入，带来整
个微波炉消费应用的新方式。
今年，随着 UOVO二代的上市，通过工业的气压弹簧技术应

用以及双级弹簧铰链结构设计，使得微波炉实现大广角“向上开
启”。无论是中式的翻炒，还是西式的烹饪，都可以在圆形微波炉
上得到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在奥维咨询研究院院长张彦斌看来，“任何技术的创新都是

为了满足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最佳使用体验。格兰仕 UOVO
二代的出现将会迅速在全球微波炉行业带来新的消费热潮，搅
动整个微波炉应用的中西合璧新时代。因为他们不只是满足需
求，还创造了全新的需求”。

创造新启示：从未被超越的标杆

从全球第一款圆形微波炉、全球第一款向上开启微波炉、全
球第一款有声光效果的微波炉，近年来从制造起家的格兰仕，在
中国家电业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升级的浪潮中，积极通
过创新创造，不仅完成从“中国第一”向“世界第一”的跨越，还走
出了一条“格兰仕式创新”之路。

去年，格兰仕明确提出，将以“综合性”、“领先性”为方向，成
为世界领先的综合家电集团。今年，格兰仕全面启动“领先产品”
战略，在每个家电品类都会推出超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新
产品、新技术，完成从制造领先、产品领先到品牌领先全面跨越。
无疑，UOVO二代的上市销售，将全面开启格兰仕在全球微

波炉业从“全球最大”向“全球最强”的持续跨越之路，也将掀起“制
造起步、创造称霸”下的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神话。

中国电饭锅
抢到两项全球第一
本报记者 康源

UOVO二代树立三大标杆

长虹白电技术创新引发政府及协会领导热议

“博世进军中国家电业，抢夺的不是对手份额，而是蚕食西门子品牌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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