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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家电企业应
“黑白两道”协同发展

当前，横跨“黑白两道”的家电企业有很多，但真正能在发
展理念、市场运营和产业运作等环节上进行“黑白协同发展”、
“黑白产销两旺”的企业并不多。

近年来，包括长虹、TCL、海信等从黑电的彩电起家，后又
进入白电的空调、冰箱和洗衣机领域的企业，其在白电产业的
扩张，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步入攻坚阶段。与此同时，康佳、创
维等黑电企业在白电领域的扩张布局才刚刚拉开序幕。

当前，已完成“黑白两道”布局并基本能“称霸黑白”的企
业并不多，其中长虹与海信均是通过资本并购完成在白电产
业的“异军突起”，这考验的不是在白电产业的运营能力，而是
企业在资本并购之后的人员重组和价值观整合能力。一直坚
持自有发展白电业务的 TCL集团，近年来在黑电产业业绩节
节攀升的同时，并未在白电领域取得预期的成绩。究其原因，
还是企业的黑电烙印太深，总是想基于“品牌影响力、供应链
和分销链”的辐射性扩张，却未曾想“白电市场”这块硬骨头并
不好啃，TCL 空调、冰箱、洗衣机业务至今仍停留于市场生存
阶段，而未能跨入“大发展”的新平台，缺乏“专业、连续性的运
营管理团队和雄厚强大的资金投入”是主要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白电企业拥有的高达 20%甚至更
高的毛利润，很多黑电企业显得不屑一顾，“我们的电视产品
一年技术升级好几次，白电企业的产品技术好几年才升级一
次，产品更换速度慢自然面对的竞争弱，很多外资企业的技术
创新优势都没有办法体现。我们黑电企业是天天跟外资巨头
比创新比产品，压力非常大”。同样，面对黑电企业的低毛利
率，一些白电企业也显得很轻视，“彩电企业就是一个组装工
厂，显示屏、控制芯片等核心高利润部件都是从对手那里买。
我们的空调、冰箱、洗衣机都有完整的产业链，99%的核心部
件都完全是自产自供”。

黑电企业面对行业发展快速带来的技术升级换代，最终
形成“快速跟进、超强应对”的快能力。白电企业面对在行业长
期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模仿借助、自主创新”的慢功夫，成为
中国企业在“外资企业独占中国市场”的产业格局下，完成自
有话语权和市场份额控制权的建立前提。因此一旦将快能力
与慢功夫进行协同整合，显然不仅可以完成我国家电企业在
国内“黑白两道”市场的持续称霸，还将会完成在全球市场的
快速扩张与布局。

近年来，在一些黑电企业的白电业务布局和市场拓展迟
迟没有进展的背后，“不是白电行业的门槛有多高，也不是市
场竞争对手有多强，关键还是一些黑电企业没有真正全身心
投入白电市场的运营，只是借助品牌、黑电营销网络投机一
把。要么就是没有真正实现‘黑白两道’经营思路和理念的差
异化定位，总想着在这个多元的市场环境下实现一招制胜”。

要想实现“黑白两道”的协同发展，除了企业要从战略上
确立白电产业的地位和持续投入，更重要的就是完成在多元
化扩张下的专业化运营体系，避免造成黑电经营的同业混营，
错失各个市场发展的黄金机会。最终，才能真正实现对于“黑
白两道”经营理念和思路上的“差异化创新和协同化融合”。

许意强

近三年来，每年的8月都成为中
外彩电企业集体发布“十一市场营
销攻略”、“揭露下一年度市场竞争
方向”的风向标月。

今年的8月，来自广东的康佳、
创维两家企业，一前一后首次聚焦
“4K2K超高清液晶电视”新品。《中国
企业报》记者看到，为了在市场上突
出各自的“超高清”差异化优势，康
佳推出“双通道”功能，实现同一屏
幕下同时输出两个节目。创维则延
续此前的“云电视战略”，计划通过
云电视品类和服务模式的持续拓
展，做实云电视。有消息显示，日资
企业索尼也将于8月底发布超高清
电视新品。

过去两年的8月，国内彩电企业
在完成基于液晶电视背光源 LED升
级基础后，先后发力“智能电视”、
“云电视”，全面打响从“看电视”向
“玩电视”的应用体验战。其间，面对
风靡全球3D热潮，国内企业也曾尝
试“看电视”本色功能回归。

此次，两大企业先后发力“超高
清”，是意味着2013年国内彩电业竞
争重点从智能时代的“玩电视”进行
回归，还是基于用户体验和企业盈
利的多重目的实现的“玩电视”向
“看电视”的新跨越？即将到来的国
庆黄金周促销大战将全面揭晓。

超高清：回归还是超越？

8月7日下午，康佳在北京发布
多款大尺寸4K2K超高清液晶电视，
并低调发布首款84英寸超大屏液晶
电视。《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除了超高清显示外，康佳还推出
颇具特色的电视“双通道”功能，一
台电视同时可以输出两个不同内容
的节目，通过佩戴不同的眼镜和耳
机，一家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分别收
看到两个不同的节目。

康佳全球研发中心工程师介
绍，“这是康佳基于Android 4.0系统，
高效利用双核CPU运算、双路音频处
理、1080P硬解码的硬件平台，同步

处理两路不同的视频、音频信号”。
节目源可以是基于有线电视信号、
高清DVD输入、智能电视的网络收
看等多个通道。

8月8日上午，创维也在北京发
布多款涵盖84英寸、65英寸、50英寸
等尺寸的“UHD超高清云电视”。相
对于目前的1080P高清电视，创维的
超高清云电视屏幕的物理分辨率达
到3840伊2160（4K伊2K），成为清晰度
超过全高清1080P电视4倍的新一代
电视。

同样，创维也没有停留于“超高
清”这一显示技术的产品创造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基
于云电视战略，创维此次将“被动式

的电视观看模式升级为电视个性化
的观看模式”，根据用户基本信息提
供最适宜的界面及主题应用，通过
行为分析推送用户喜好的健康丰富
云端资源。

在企业发力“超高清”新品的背
后，则是今年5月，国际电信联盟（I原
TU）首次发布“超高清电视UHDTV”
标准建议，将屏幕物理分辨率达到
3840伊2160及以上的电视称之为超
高清电视，成为在HDTV之后的超
高清标准。康佳多媒体事业本部总
经理林洪藩透露，“在接下来的国
庆及元春旺季营销中，康佳将以
4K2K超高清画质与双通道功能为
差异化竞争利器，引领超高清时代
潮流”。

不过，当前市场上“智能、云”电
视推广大幕才刚刚拉开，企业为何
会突然掉转风向再推“超高清”？中
国家电营销委员会副理事长洪仕斌
指出，“这与我国彩电企业最近10年
来主要依靠产品技术升级刺激市场
消费的行业属性有很大关系。一方
面由于彩电本身围绕显示、功能等
技术创新的速度快、空间大；另一方
面，通过升级换代的新品营销替代
传统的价格营销，有利于提升彩电
企业的盈利能力”。

创维营销总部总经理刘耀平指
出，“超高清云电视实现融合式发
展，在给消费者带来突破性视觉体
验的同时，融合代表未来趋势的云
技术，是创维在完善云战略布局中
的核心产品”。

求盈利：战略协同战术？

面对产品的快速升级换代，面
对越来越便宜的液晶电视价格，盈
利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彩电企业不
得不保的“战略任务”。一位来自广
东的彩电上市公司工作人员透露，
“在今年的市场形势下，为了确保盈
利、业绩不是很难看，砍不必要的费
用支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至关
重要”。

在此次两家企业齐推“4K2K超
高清”新品热背后，有一个不应该被
忽视的细节，超高清的显示效果，与

液晶电视的大屏幕化是成正比的。
一项测试表明，高清电视的最完美
显示尺寸为32—37英寸之间，超高
清电视的完美呈现尺寸则是42—55
英寸，而且电视屏幕尺寸越大，超高
清的显示效果就越明显。

这就意味着，超高清电视新品
推出的背后，不只是彩电企业通过
产品升级换代刺激消费，更为重要
的是通过技术升级换代推动大屏幕
电视的推广普及，从而提升企业的
综合盈利能力。同时，这也将进一步
推高等离子电视的市场份额。

洪仕斌认为，“近年来，由于产
业链的不完善，国内彩电企业的盈
利空间一直弱于空调、冰箱企业。因
此，液晶电视的大屏幕化可以增加
企业的盈利空间”。

盈利，成为最近10年来一直考验
国内彩电企业综合创新能力的关键
要素。《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自平
板化浪潮完成对CRT的替代后，从液
晶与等离子的较量，到液晶先后经
历节能化、超薄化、高清化、云智能
化等一系列升级背后，是企业为了
摆脱产品价格恶战做出的选择。

自前年开始的国内彩电企业智
能化转型，在经历了去年的“云计
算”升级推动后，今年以来包括海
信、TCL、长虹、康佳以及三星、索尼
在内的中外企业，开始迅速推动智
能电视从技术概念到产品应用的迅
速落地。其中，今年以来海信开始以
“简单易用”突破智能电视普及过程
中的操作复杂等应用瓶颈。

奥维咨询预测：2012年国内电视
零售量将达到4191万台，其中智能电
视的零售规模为1027万台，占平板电
视零售规模的25%。

显然，对于当前的国内彩电企
业来说，智能化是长期发展的战略
方向，其全面实现普及不仅限于彩
电业，还取决于应用内容、网络应用
以及消费者成熟程度等配套产业的
发展。因此，包括3D显示、超高清等
阶段性的产品技术升级，不仅可以
解决长期战略发展动力不足的问
题，还可以作为阶段性的市场战术，
解决企业市场规模和产品盈利的平
衡发展问题。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再战“看电视”2013年彩电业集体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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