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贾 丽

对中国家电企业来说，2021年可谓
跌宕起伏。从年初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推升下的原材料全面涨价，到拉闸限电
产量骤减，再到遭遇缺芯难题，家电行
业度过了历史上少见的艰难时期，绝大
多数企业背负重压前行。

这一年，家电市场和企业也表现出
了巨大的韧性。家电企业顶住压力，克
服困难，主流企业仍然保持增长态势。
超过308亿元的回购，数百亿元的并购，
投资芯片、全屋智能、交通、新能源……
家电企业左冲右突，寻找出路。

回购是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心，产业
链延伸投资则是实力的体现。展望
2022年，家电企业将继续在创新之路上
求索，资本市场则有可能重新评估家电
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

唱响308亿元回购大戏

2021年，疫情不断反复、全球大宗

商品涨价致使家电成本水涨船高，国内
家电企业压力重重。奥维云网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家电市场零售额
5414亿元，比2020年同期提升7.7%。
2021年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虽同比规模
有所提升，但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
水平。

资本市场方面，受大环境影响，投
资者对大消费板块家电股的投资热情
逐渐减弱。基于此，家电三大龙头美的
集团、格力电器和海尔智家纷纷抛出回
购计划，逆势加大资本开支“自救”，希
望藉此提振投资者对市场和企业的信
心。

2021年伊始，美的集团便推出了大
手笔回购计划，其后在2月份和6月份完
成。截至8月30日，美的集团年内的回
购金额已超过136亿元。4年来，美的集
团在资本市场“真金白银”砸进的总回
购额已超235亿元。

美的集团4年的回购额，格力电器
仅用一年多就完成了。今年5月中旬，
刚刚耗资120亿元结束前两期回购的格
力电器，又抛出了更大规模的回购计
划。这一期的规模高达75亿元至150亿
元，最高额度较去年单期的60亿元翻
倍，甚至超过了去年前两期回购额的总
和。

截至2021年9月8日，格力电器为第
三期回购支付的总金额约为148.95亿
元。仅一年多的时间里，格力电器回购
总额就达269亿元，今年的回购额更是
创下A股年度回购额的历史记录。

海尔智家2021年的回购，是其更名
以来的第一次，3月份推出回购方案，11

月份完成，投入总金额为22.02亿元。
从家电三大龙头2021年回购的最

终落实情况看，海尔智家回购总金额为
22.02亿元，美的集团回购耗资超136亿
元，格力电器以149亿元几乎顶格完成
回购，为三家企业中最多。三家家电巨
头2021年回购总耗资约为308亿元，不
仅创下家电行业回购历年新高，也成为
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行业之最。

“家电龙头企业不约而同地抛出巨
额回购计划，既有正面提振投资者信心
的意愿，也不缺暗中较劲的想法。美的
和格力回购规模很大，对股价提升的诉
求更强，海尔回购则主要用于员工持股
的激励。另外，美的和海尔将回购价定
得较高，也显示出这些行业龙头企业对
市场和投资者的强烈诉求。”钉科技创
始人丁少将认为。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回
购是公司维稳股价的一种方式。大公
司实行回购是提振市场的有力举措，但
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手段。另外，部分
规模较大的企业前期扩张步伐太大，也

需要通过回购注销部分股本。回购应
回归上市公司本身的需求，避免炒作，
同时还需强化监管。”

以价换量价格战不再灵

家电巨头不惜耗费巨资回购，与当
下严峻的市场环境息息相关。家电行
业所面临的原材料涨价局面，在2021年
呈现扩大趋势。

全球市场复苏对铜的需求迅速增
大，2021年LME铜价大涨，从上一年的
4626.5美元/吨，冲至9000美元/吨。

不仅是铜材，家电所涉及的其他原
材料价格也纷纷上涨，镍、锡、铝等金属
产品的价格“一路高歌”。与此同时，受
疫情影响，电视面板领域有着巨大份额
的三星关闭了在华唯一电视产业链制
造工厂；全球最大的OLED供应商LG
Display在广州的OLED晶圆厂量产也推
迟。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家电上游资
源紧缺，企业制造成本上升。

“家电制造中原材料成本占比高达
八成，家电行业对铜、铝、钢材、塑料等
大宗原材料需求量大。当下，全球市场
看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导致这些资源
需求量空前加大，从而原材料价格上涨
渐渐传导到核心原料的供应链上。”奥
维云网高级顾问张彦斌认为。

受上游影响，今年多家家电厂商向
供应商发出产品价格上调通知，最高涨
幅达15%，其中不乏美的、格力、海尔、
TCL、小米等头部品牌。奥维云网监测
数据显示，线上市场空调产品均价在今

年前10个月同比增长15.5%，今年彩电
品类的整体价格涨幅预计超30%。

整整一年，在限电、芯片供应吃紧
等影响下，产业链上游的供应短缺阴霾
始终未退。12月份，美的、小天鹅、滨特
尔等品牌再次发出了提价的声音。

“下半年，芯片持续供应紧张，又进
一步加剧核心家电零部件的缺乏。这种
局面不会很快过去，家电价格上涨将在
明年持续。”创维彩电相关负责人透露。

这一持续长达两年的产业链供应
失衡，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今
年企业普遍出现较高库存的现象，在年
底促销季不旺的情况下将积压到明年。

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张剑锋对记者表示：“2022年，家电
行业还将受到全球芯片供应链危机的
波及，企业依旧将在一定时期内承压。
但也要看到，价格上涨的背后是家电中
高端市场实现替代的结构性转型升级，
将倒逼家电企业告别以价换量的传统
打法，更注重产品的创新迭代。”

突出重围掀起并购潮

在芯片短缺的背景下，家电行业依
靠规模发展的逻辑已发生改变。

“无论是涨价与销量，还是芯片短
缺与产量，都是难以回避的矛盾，家电
行业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中国电
子视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彭健锋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对于实力雄厚的家电企业而言，
全球经济低迷也是其通过收购突围的
绝佳时机。2021年，家电龙头企业掀起
了并购潮。

海尔智家以并购开始了内部的全
面资源整合。今年10月29日，海尔智家
宣布计划以现金收购海尔集团旗下包
括大连海尔电冰箱在内的三家公司股
权，金额合计1.05亿元。据了解，海尔
智家近期又在土耳其投资两座工厂，金
额超过8500万欧元，预计年产能将超
250万台。

格力电器今年先后宣布控股收购
银隆新能源和盾安环境。8月份，格力
电器耗资18.28亿元竞得银隆新能源
30.47%的股权，一举成为控股股东。
更名后的“格力钛新能源”正式成为格
力在新能源领域的平台。11月16日，格
力电器宣布，计划以21.90亿元受让盾
安环境2.7亿股股份并参与定增，从而
拿下对方38.78%股份，成为第一大股
东。

“格力钛新能源的目标将持续延伸
至氢燃料电池客车领域，实现整车动力
系统智慧升级。格力钛所涉猎的新能
源及储能产业、光储空系统及‘零碳源’

空调系统，都是公司在能源应用改革中
的重要一步。明年，格力将在这些领域
加大布局。”格力电器相关人士向记者
透露。

资本市场经验颇为丰富的美的集
团，2021年也有三个大手笔：以23亿元
入主万东医疗仅两个月后，再次全额包
揽其定增，从而计划将持股比例提升到
45.46%，以加强控股地位；11月23日，
美的集团又宣布全面收购机器人制造
企业库卡94.55%的股权并私有化。从
而，美的集团完成了对医疗和机器人板
块资源的补充。

美的集团副总裁兼CIO张小懿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AI、IoT技术
领域，我们会坚定不移地继续投入，全
力在全球市场形成突破。接下来，我们
还将与华为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智慧
楼宇管理、HDC联合开发等领域全方面
合作，深度接入鸿蒙系统。2022年将考
虑在IoT强相关领域展开投资或收购。”

TCL与奥马电器经历多次谈判，双
方一度上演“司法争夺”之战。不过，随
着今年5月份奥马电器突然宣布控股股
东将变更为TCL家电集团，实控人变成
了TCL集团创始人李东生，这一争夺战
才落下帷幕。

混改后的海信控股集团近日被曝
计划以近10亿美元(约人民币64亿元)
收购西门子智能交通业务，行业“内卷”
之下，欲实现收入“大头在海外”的目
标。

四川长虹也在汽车领域加深布局，
近日与小鹏汽车达成跨界合作。大股
东长虹控股近年来投资近20亿元，建造
智能制造产业园，以研发生产应用于电
动汽车等领域的新能源锂电产品。同
时，“长虹系”通过并购等方式，在冰箱
压缩机、物联网模块、高速连接器、航空
电源等多个领域一展身手。

长虹新闻发言人饶彬彬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长虹将持续在品牌
生态上延伸，多产业跨界，这些都在与
合作对象洽谈中，预计明年还有新消
息。”据悉，为了进一步在海外并购，长
虹已成立投资基金。

“格力看中新能源，美的更侧重机
器人与自动化事业，而长虹、海信等也
在汽车交通等产业加快发展步伐。它
们都在困境之下，通过内外资源协同共
享、多元深度扩张，向更多的市场要规
模和利润。”中国电子视像协会副秘书
长董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危机中酝酿新机

顶着严寒，家电产业也孕育出勃勃

生机。今年以来，家电企业为弥补全球
家电市场供给端缺口，积极复工复产，
加快生产，追赶海外订单进度。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家电
累计出口额为4768.8亿元，同比增长
20.2%。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执行
副主任吴海涛表示，下半年疫情叠加限
产限电，对我国家电业产能的释放及企
业利润形成挤压，国外市场成为家电企
业开拓重点。

2021年家电线上销售依然保持了
良好态势，三季度销售额为751.4亿元，
同比增长9%。

而线下渠道实体消费受阻，三季
度家电线下市场为843.8亿元，同比
下降 13.3%。线下市场在促进中高
端消费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因此，无论是经销商，还是家电
生产企业，都在积极探索更加高效
的体验消费模式。数据显示，三季
度 家 电 线 上 与 线 下 市 场 的 比 重 为
47.1%：52.9%。

疫情带来的“宅经济”
也 促 使 与 居 家 高 度 相
关的家电消费品热

销。随着“宅经济”爆发，线上直播
频率增加，清洁类等小家电线上销
售 规 模 加 大 。 中 商 产 业 研 究 院 预
测，2021年小家电线上市场规模将达
358.8亿元，线下市场规模将达167.1
亿元。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我国相关部门
力推家电更新消费政策，各地方政府对
用户的换新、换优给予直接补助。据
悉，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等也正在配
合工信部开展“百城千屏”专项活动，加
快超高清视频普及步伐，让用户尽早体
验到8K冬奥会场景。

对于明年家电市场，彭健锋持乐观
态度：“仅从彩电来看，按屏幕面积计
算，全球彩电年消费增长将超过5%。
随着彩电平均尺寸的不断增大，长视频
和游戏回归客厅是大势所趋。即将到
来的北京冬奥会也有望带动超高清电
视的消费。国内市场随着彩电‘七年安
全使用期’标准实施和‘汰旧换优’行动

的持续开展，内需仍将有相当大的增
长空间。”

从原材料全面涨价，到拉闸限电产量骤减，再到遭遇缺芯难题，家电行业度过了艰难时期——

中国家电业左冲右突的2021：回购、涨价与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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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丽

两年来，中国家电企业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各有各的“打法”，但这场疫情更
像是一面镜子，家电产业的问题暴露得
更加突出。

长期以来，部分家电企业不擅长讲
好产品的“故事”，容易陷入“要么过度
炒作新概念、要么过分强调性价比”的
两个极端，家电主流技术往往无法取得
消费市场的广泛认同，今年更是过度依
赖直播等营销渠道，产品设计和用户需
求脱节。

虽然智能家电融合了多项电子信
息主流技术，组合创新层出不穷，但企
业还是要避免做功能的堆叠，盲目多
元，需更重视供应链和制造环节，先尽
量去做“单项冠军”，真正地以技术创新
驱动市场。

与海尔创始人张瑞敏转战幕后的
平静相比，格力接班人的消息却格外热
闹。“传承的力量”或许正在被误读，娱
乐化固然符合大众“吃瓜”的心理，但与
企业共成长、能够洞悉产业，并在关键
时刻带领企业走出危难的企业家，才更
值得人们敬佩。

纵观家电企业发展史，长虹倪润
峰、海信周厚健、TCL李东生、创维黄宏
生、康佳陈伟荣……哪一位不曾纵横一
时？在这个家电产品更年轻化的时代，
传承的精神更应该得到正面弘扬和正
确传递。

笃行致远,砥砺前行。2022年仍是
家电企业的转型升级年。智能、绿色低
碳、高端无疑将成为家电产业的高
频词。企业要抓紧数字化转型，
实现商业模式的重构，让企业
真正走出传统制造桎

梏，拥有更高效、更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2022年的全球家电市场，将给中国

企业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中国作为
世界制造工厂，已有着先进的家电智造
能力，是全球家电及消费电子最重要的
生产基地。在不断总结出海经验、建立
供应链优势、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中
国家电自主品牌还要继续走出差异化，
因地制宜，持续进行产品研发和品牌升
级，做好大规模出海的准备。

2022年的中国家电市场，将给
家电企业更多机会。从“中国
家电工业到2025年成为全球
家电科技创新的引领
者 ”目 标 的

提 出 ，

到新一轮以旧换新相关政策的实施，我
国家电产业相关法律日趋完善，产业正
从政策、规范、宏观管控等各个层面被
约束和指导，新的市场也在涌动。

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到平衡点之后，
2022年的中国家电产业就具
有了焕新的基础和动力。

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