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中国品牌
责编：卢泽华 邮箱：rmrbzgpp@163.com

201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从里约奥运会、德国柏林电子消费展

到正在进行中的广交会，中国家电的表现

都十分抢眼。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

电已经从最初的整机进口、零件组装，转

变为向世界出口，几大国产品牌纷纷开拓

海外市场，一个家电的世界工厂赫然在

目。但是，中国制造，包括家电，向来与

“廉价”标签捆绑出售，“性价比”成了国

际竞争中的主打优势。

早期中国家电的确是依赖低廉的价格

撬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但时至今日，我们

看到“性价比”的背后，是企业微博的利

润空间，并暗示着企业在营销能力和品牌

塑造方面的短板。纵观成功的外国品牌，

苹果、耐克、阿迪达斯……它们从来不是

凭借“性价比”在国际竞争中傲立潮头。

什么时候，中国家电也可以不单靠“性价

比”呢？

其实，继续“性价比”的战略在国内

市场也面临现实阻碍。当前中国家电产业

发展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城乡家庭家电保

有量都已达到较高水平，以农家市场冰箱

和彩电为例，前者百户拥有量为70台，后

者为110多台。因为市场增量有限，再靠

“性价比”，恐怕很难打开需求。在这样的

状况下，中国家电要持续进军欧美和国际

市场，就要转换思维。

那么，未来需要什么的产品？可能有

两点关键的元素，一是足够“新鲜”的产

品；二是足够“亮眼”的品牌。

“新鲜”的产品，一方面是说新功能，

比如更能满足现代家庭需求的智能家电。

消费升级是家电行业的巨大发展机遇，随

着收入增长，居民对家电产品的档次、功

能和品质有着更高的需求，而智能卫浴电

器、洗碗机、干衣机、嵌入式厨房等各类

智能产品将大量进入普通家庭。“智能化”

“生态化”的新需求下，唯有顺应时刻变化

的产品，才可能迎来新的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是核心技术的突破。缺乏核

心技术只能沦为“代工大国”，在引进、

模仿的漫长道路之后，中国家电依旧面临

核心技术不领先的难题。一边是中低端产

品产能过剩，另一边是高端产品竞争力不

足。如何针对用户需求，在关键技术上实

现突破，是家电行业面临的共同考验。

“亮眼”的品牌则是能够让消费者认

知、记忆，甚至形成粉丝经济的魔法棒。

21世纪以来，一些国际老字号，如通用、

西门子、三洋、东芝等纷纷退出家电行

业，这其实为中国家电的全球拓展带来巨

大机遇。如果中国家电能够适时而入，讲

得一手好品牌故事，那么未来中国家电行

业的发展则诚有可期。美国某燃气热水器

企业用一个“我家的热水器，用了半个多

世纪”的故事，俘获了大量中国消费者的

“芳心”。在埋头做好功课的同时，如何自

信地讲述自己的品牌故事，也是中国家电

企业需要学习的新技能。

靠着奋进务实和“性价比”，中国家电

已经走进世界家电的棋盘，运筹帷幄，顺

时而动，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新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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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尔集团的家电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3品牌战略实现蝶变

“当时流行‘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家里除了
这些，还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吃完晚饭，全家人就围在一
起收听广播。”谈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生活，王女士回忆道。

没过几年，老“三大件”被新“三大件”取代，电冰
箱、电视机、洗衣机成为小康家庭的“标配”。王女士依稀记
得，有一天，邻居家入手的一台“大物件”迅速引起了社区
居民的关注，这台“大物件”，就是电视机。“从那以后，我
们常去邻居家‘蹭’电视看，虽然画面是黑白的，但很多节
目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王女士说。

蹭来蹭去，购买一台电视机就成了王女士的“梦想”。
1985年，王女士结婚，新房里一台18英寸的彩电吸引着宾客
们的眼光。“这在当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置办这台电视
机，花去了公婆家里一年的工资。”王女士说。

王女士的经历代表着那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些看似琐事
的生活片段，折射的却是中国家电品牌乘风起航的特殊时代。

在王女士一家人还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华南工学院（现华
南理工大学）的3个年轻人正努力攻读无线电专业。这3人分别
是李东生、黄宏生和陈伟荣。没有人会想到，这3个人会在今后
的几年时间里，迅速带领着TCL、创维和康佳3大品牌，站在中
国家电行业的潮头。

王女士结婚这一年，中国家电行业还发生了一件传奇的故
事——张瑞敏“砸冰箱”事件。那时，海尔公司连发工资都困难，
却用这一锤，砸出了海尔的“名牌战略”，也砸出了中国家电品
牌的质量意识。

可以说，正是这些人的创业精神，在中国从老“三大件”到
新“三大件”转变中，让一个个国产家电品牌站稳脚跟，并创造
了中国家电品牌发展的井喷期。据统计，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
均每百户彩电拥有量，从1985年的6.7台增长到1992年的19.5
台，增长了近3倍。同时，中国家电出海的萌芽也在这一时期开
始孕育。标志性事件是，在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招标中，海
尔冰箱战胜10多个国家同行，第一次在国际招标中中标。

在华盛顿留学的小陈向记者分享了
自己初到美国时的经历，“报到后第一件事
就是租房子，当时人生地不熟，心情不禁有
点落寞。租到房子后，发现房子里的冰箱是
海尔牌子的，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过去，在国外家庭里，并不容易看到
中国的家电品牌。现在，无论是在欧洲杯
足球场、奥运会体育馆还是普通人家里，
都能看到中国家电的身影。这是近几年
来，中国家电品牌转变出海策略的结果。

中国家电企业国际化，经历了从“贴
牌代工”到自主品牌转变的过程。“在海
外发展早期，我们虽然出口多，但是主要
是为国外品牌‘贴牌’生产，而不是自己
的品牌。现在走出去的都是自己的品牌，
我认为这是格力最大的变化。”在格力集
团董事长董明珠看来，“贴牌”出海虽然
销售量大，却无异于为他人做嫁衣，打造
自主品牌才是必然选择。

近几年来，中国家电品牌的出口已
经基本脱离单纯的代工时代，自主设计
开发成为行业主流。同时，在“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机遇下，中国家电品牌进一
步将海外市场作为布局重心，并提升自
己的本地化运营能力。如今，中国在全球
市场已经稳居家电大国地位，2014年中
国家电出口额约占全球出口市场的
37%。同时，乘着互联网时代的东风，中国
各大家电品牌纷纷投身智能家电领域，
站在了世界家电市场创新的风口浪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家电正在改
变着“中国制造”给人的固有印象——过
去，品牌属于西方产业巨头，世界看到的
是中国造的耐克鞋、迪斯尼玩偶和苹果
手机。如今，世界也看到了美国制造的海
尔冰箱，南非造的海信电视。这无疑是30
多年来，中国家电品牌在“出海”旅程中
不断奋斗，实现蝶变的结果。

中国家电
本报记者 卢泽华

3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能激起一层水花。但在中国家电品牌的出海历程中，却掀起惊涛骇浪。从上世纪80年代国民口中的“三大件”，到如今琳

琅满目的智能家电，从过去依靠代工模式“贴牌”出海，到如今走在世界前列的自主品牌，中国家电完成了令人瞩目的蜕变。

2000年元旦，王女士打算更新一
批家电，好让自己家里也展现出“新
世纪”的新气象。然而，刚一走进商
场，王女士就犯了难。海尔、格力这些

品牌都不错，松下、夏普这些国外品
牌也很好，这让王女士难以抉择。

进入21世纪，和王女士一样在国
产和外国品牌间“举棋不定”的中国

顾客大有人在。随着中外家电产品差
距的缩小及市场的饱和，从上世纪90
年代末开始，国外品牌也开始与中国
品牌打起价格战，这导致家电市场利
润率的下降。

如何做到与国外品牌竞争？海尔
集团总裁张瑞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要做到与狼共舞，必须首先变成狼，
应对跨国公司的挑战，最好的办法是
你自己也成为跨国公司。

中国家电品牌开始慢慢尝试转动
自己办公桌上的地球仪，将发展的脚步
迈向海外。此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经济形势相对较
好的中国而言，这是在海外建立公司、
收购资产、发展业务的最佳时机。

1999年4月30日，海尔在美国的
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厂，此后，欧洲海
尔、中东海尔先后揭牌。TCL几乎同
时在越南和印度等国成立分公司，在
2000年出口销售额也超过了 5亿美

元。2001年，海信在南非兼并的韩国
大宇的工厂新生产线投产。不久后，
长虹也宣布，同俄罗斯企业签定输出
空调生产线体的协议书，随后，长虹
又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彩电生产线体。

经过这段“出海”的历史，中国家
电在全球打响了知名度，并成为“中
国制造”的排头兵。当然，出海的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也走过弯路吃过亏。
“那是TCL最艰难的时候，在收

购开始的时候，我们确实盲目自信
了。”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回忆
起 2004年的一起并购案时说道。那
时，TCL集团和法国汤姆逊公司共
同出资成立TCL—汤姆逊电子有限
公司，并购涉及的总资产达到4.7亿
欧元，这项并购最后迎来的却是巨
额的亏损。李东生将这项收购的失败
归结为急于求成、国际化人才储备不
够等，这也成为当时中国家电品牌在
探索中出海的缩影。

2016年4月22日，在俄罗斯卡马河畔切尔尼市的海尔冰箱制造基

地，工人进行内胆预装。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里约奥运会马拉卡纳体育场安装

的格力空调。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2015年11月19日，海尔控股

AQUA品牌在印尼发布产品。

新华社记者 贺长山摄

9月4日，在2016中国家电电子

（德国）品牌展上，参展人员展示3D

打印笔。 新华社记者 张 帆摄

海尔在俄罗斯的冰箱制造基地。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海尔美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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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4日，一款机器人

家电亮相合肥家博会。

杨晓原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