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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冷年，国内空调行业迎来
久违的增长。产业开始不断输入新
鲜血液，一批中小空调企业集体加
注产能。随着中小品牌的活跃度加
强，多年来波澜不惊的空调市场正
在酝酿新的沸腾。

谁在加注产能？

进入2023冷年，国内空调市场
开始变得热闹。

2023 年 2 月，月兔空调宣布安
徽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正式投产，
预计年产能为100万套。3月6日，
乐京空调安徽制造基地正式投产，
年产能峰值可达300万套。3月15
日，中汇达在江西的共青城空调制
造基地落成，预计年产 300 万套智
能家用空调。3月28日，TCL空调
武汉智能制造基地正式启动，年产
能600万套。10月21日，乐京空调
母公司美博空调的安庆智造产业园
正式落成，年产能预计为300万套。

奥维云网（AVC）大家电事业
部产品总监杨超表示，如此多的空
调品牌增加新产能，已经很多年没
发生了。

如今，国内空调市场前六位品
牌的市场份额达 85%，留给其他品
牌的发展空间并不大。

为何集中扩产？

为什么空调市场集中投产现象
在今年爆发？为什么众多中小品牌
选择在此时扩产？

业内人士表示，首先，空调行业
的容量空间仍然在，容得下小品牌
分一杯羹。

“虽然业内都在强调国内空调
市场容量见顶，但事实上，还远远
未到。”北京紫檀洞见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彭煜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
中国家用空调的百户拥有量约为
130台，而根据中国人的住房情况，
我国空调的百户拥有量应该至少
为 300 台，因此中国空调市场的增
量空间巨大。

其次，头部品牌份额降低给中
小品牌提供了发展窗口期。

近年来，头部空调品牌不断提
高均价，抑制了部分刚需向其聚拢，
导致头部品牌份额略有缩减，这就
给二、三线和尾部品牌提供了发挥
机会；此外，头部品牌已从规模扩张
转向质量经营，使得空调行业出现
了较大的腾挪空间。

产业在线空调产业分析师张青
青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相较
以往冷年，2023冷年头部空调品牌
的市场份额有所压缩，中小品牌的
市场份额则小幅增长。

再次，天气“给力”。
在彭煜看来，空调市场的行情

和当年气候强相关。未来几年，厄
尔尼诺现象和全球变暖带来的极端
高温天气，将给空调增长带来助力。

不过，空调品牌厂商的投资逻
辑不尽相同。彭煜分析认为，TCL
这样的中尾部品牌本身有知名度，
其扩产是为了向头部企业靠拢；而
月兔这样的老品牌，则是为了在市
场中再多些声量。

热闹背后有隐忧？

业内人士认为，在空调行业整体
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当下，新增产
能有可能加重行业的负担。

据统计，2023冷年我国家用空
调产能规模同比大幅上升8.3%，产能
的大幅扩充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出货的高增长。目前我国空调年产能
为2.72亿套，而生产量是1.68亿套，
整体来说产能还是过剩的。

在彭煜看来，中小品牌集中扩
产并不会对产业造成太大影响。

“中小品牌的新增产能只占行业总
体产能的1/10，并不算大。即便新
增产能达到两三千万套，市场也是
能够消耗的。”

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小品牌扩
产后会采取低价策略吸引消费者，
有可能让中低端空调市场的竞争加
剧，并对头部企业这几年追求利润
的战略造成影响。

对此，彭煜分析指出，无论从市
占率还是品牌营销来看，中尾部品
牌与头部品牌的差距实在太大，中
小品牌基本不会对头部企业造成影
响。如果中小品牌选择以低价切入
市场，那么其市场定位和消费群体
与头部企业一定有所区别。

事实上，众多中小品牌瞄准的
正是三、四级下沉市场中的低端
机。业内专家认为，近两年遭遇的
高温天气将三、四级空调下沉市场
的增量空间“填满”，线下门店甚至
出现了因高温断货的情形。有些
三、四级市场的经销商不论空调品
牌，有货就行，这也成为中小品牌发
展的机会。

头部企业会不会跟进？

由于 2023 年上半年出现的持
续高温天气，空调已经成为位居
行业前列的几大家电企业营业收
入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据企业
2023 年半年报，美的、海尔、格力
这三家家电企业的空调业务营业
收入在今年上半年均出现了大幅
增加。

其中，美的暖通空调实现营业
收入 92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8
亿元；海尔空调的营业收入 280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3 亿元；格力
空调实现营业收入 700 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超过12亿元。

如今中小空调企业扩产提速，
头部企业会跟进吗？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可能性不大。

从近几年空调行业的发展来
看，头部空调企业提高产能或者新
增产能的情况比较少见。

“头部企业跟中小企业的思考
角度是不一样的。”彭煜指出，当企
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之时，更多要
从整体来考虑经营，比如规避潜在
风险、保证资金周转等。因此，头部
企业增产、扩产会万分小心，而中小
企业的目标则是抓住机会。

格力、海尔、美的、海信等多个
主流空调品牌几乎一致认为，高温
天气带来订单增加的同时，也会推
高用户对产品功能、客服反应、售后
服务的要求。目前，头部企业所要
考虑的并非是继续扩大产能，而是
追求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提升，
并将产品推向更大的海外市场。

“中小品牌在产能扩充方面还
是要谨慎布局。”张青青强调，尤其
是在空调“小年”，体量小的企业更
容易被浪卷入海底。而头部空调品
牌增加产能的话，相对中小空调企
业会更有优势。比如在应对“旺季
时产能不拖后腿，淡季时不压货”等
这些考验空调品牌市场判断能力和
决策能力的问题上，头部空调企业
早已形成成熟的应对方案，但中小
品牌空调企业的经验还很不足。

“不要看行业大年时谁有多疯
狂，而要看行业遭遇小年调整时能
否活下来。”GfK中怡康白电事业部
总经理王宏吉告诉《中国电子报》记
者，中小空调品牌最应该做的是构
建产品、渠道、模式的差异化能力，
在尚未形成品牌影响力的情况下，
盲目扩充产能只会带来更大的风
险。如果只是将“建工厂、增产能”
作为营销宣传的素材，那更是一种
短视行为，对于提振企业的销售实
际意义并不大。

家电业争当碳足迹管理排头兵
中小空调企业扩产

热闹背后藏隐忧
本报记者 谷月

本报记者 王伟

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
区，服务全球20多亿家庭，
家用电子电器已经成为中国
制造在海外的一块金字招
牌。不过，在全新的国际贸
易环境下，家用电子电器出
海将受到国际碳排放管理收
紧的潜在影响。

碳足迹证书成为“绿色通行证”
一张张碳足迹证书增加了中

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主动权。

家电成为产品碳足迹管理的重点
近年来，一些国家逐步建立

起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评价和
认证制度。

行业急盼碳足迹量化标准
现阶段国内碳足迹和碳标签

的标准化建设并不完善，缺乏统
一的标准。

11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建
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的五大
重点任务包括：制定产品碳足迹核
算规则标准、加强碳足迹背景数据
库建设、建立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
丰富产品碳足迹应用场景、推动碳
足迹国际衔接与互认。针对最后一
项重点任务，《意见》特别提出，以电
子产品、家用电器等大型消费品为
重点，有序推进碳标识在消费品领
域的推广应用，引导商场和电商平
台等企业主动展示商品碳标识，鼓
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碳足迹较低的
产品。

据了解，产品碳足迹属于碳排

放核算的一种，一般指产品从原材
料加工、运输、生产到出厂销售等流
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总和，是衡量
生产企业和产品绿色低碳水平的重
要指标。

家用电器缘何成为产品碳足迹
管理的重点？

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副会
长、“双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唐鹏表示，一是家用电器产业体
量大，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
分；二是我国家用电器社会保有
量大，未来更新升级的发展空间
巨大；三是家用电器行业更能适
应新技术升级，有望快速消化

“双碳”相关技术；四是家用电
器产品的低碳化对上游的原材料

产业，下游的楼宇、家居等场景
的低碳转型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
作用。

经过多年发展，家用电子电
器成为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
业之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 年我国家电产业实现盈利
1418 亿元，同比增长 19.9%。同
时，我国家用电器生产规模和出
口规模均位于全球首位，中国家
电贸易份额占到全球的 38%。工
信部数据显示，中国家电产品畅
销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
世界有 20 多亿家庭在使用中国制
造的家用电子电器产品。我国生
产制造的冰箱、洗衣机、电视、
小家电在全世界的产品产量占有

率都在 50%以上，空调在全世界
产量的比重甚至在80%以上。

近年来，一些国家逐步建立起
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评价和认证
制度，对我国家用电子电器产品出
口带来诸多挑战。例如欧盟碳边境
调节机制（CBAM）要求，进口至欧
盟或从欧盟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
相应额度的税费或退还相应的碳排
放配额。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认
证中心副总经理赵立华告诉《中国
电子报》记者，家用电子电器不仅与
百 姓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还 是 受 到
CBAM 等国际贸易政策影响较大
的产品品类，需要尽快推进产品碳
足迹管理工作。

“产品碳足迹证书极有可能成
为市场的下一张‘绿色通行证’。
持有碳足迹证书，有利于其产品出
口海外。”海信集团高级绿色低碳
工程师于尚振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于今年10月1日开始试运行，过渡
期至2025年12月31日，在2034年
之前实现全面实施。波士顿咨询公
司 （BCG） 专家称，CBAM 对行
业利润的负面影响最高可达 40%。
对于向欧盟出口商品的外部企业而
言，碳关税将直接影响竞争格局，
甚至可以改变贸易格局。

实际上，家用电子电器龙头
企业已经意识到 ESG （环境、社
会和公司治理） 的理念和产品碳
足迹对未来市场的重要性。海
信、海尔、美的等行业头部企业
先行一步，在产品碳足迹管理方
面进行探索。一张张“碳足迹证
书”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
方面的主动权。

“作为行业最早出海创牌的企
业，海尔智家在海外市场早早接触
到了 ESG 理念，并将其贯穿到企
业运营中。”海尔智家相关负责人
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如
果想在全球市场获得发展机会，就

要接受全球技术产品要求带来的挑
战，就必须要生产符合要求的产
品。”据介绍，海尔智家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减碳，其
冰箱、洗衣机、空调、中央空调、
热水器等产品已经获得不同机构认
证的碳足迹证书，很多品类拥有全
球首张/批碳足迹证书。

据介绍，海信主持和参与发
布的碳足迹相关标准有 10 项，海
信激光显示公司荣获了全国首个
企业碳标签证书；海信日立获多
联机空调行业第一张碳足迹评价
证书、第一张低碳认证证书，为
中国制冷空调行业首家获得多联

机 空 调产品碳足迹、低碳认证
“双认证”的企业。

近年来，美的家用空调、洗衣
机、冰箱、电磁炉、电热水器、微
波炉、烤箱、多联机、热泵等9个
品类获得了产品碳足迹认证证书。

行业专家表示，中国家用电子
电器企业若无法通过减少产品碳足
迹迅速适应新政，很可能失去市场
份额，被其他欧盟企业或其他国家
碳效率更高的企业取代。因此，家
用电子电器企业获得产品“碳足
迹”并且尽可能地将碳足迹数值接
近欧盟平均标准，对提升其贸易竞
争力十分重要。

“检测边界界定问题”“产品生
命周期碳足迹量化参考标准”“标准
规范的国际合作与互认”……记者
通过采访了解到，产品碳足迹量化
标准缺失成为家用电子电器企业开
展相关工作遇到的最大难点和最关
注的问题。“产品碳足迹管理标准的
颁布和实施以及国际互认”成为行
业推进碳足迹工作的当务之急。

谈到推进产品碳足迹管理的实
现难点，唐鹏表示，产品碳足迹认证
是个系统工程，家用电子电器产业
上下游需要保持行动一致性，上下
游零部件厂商都需要对“碳排放”进
行排查和测算。

海尔智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需要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为
检测边界。也就是说从产品的原材
料获取，到产品生产、运输、使用，以
及产品废弃处置等各个阶段，均需
要对碳排放数值进行检测。”

某 家 电 头 部 厂 商 负 责 “ 双
碳”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家用电
子电器企业自身组织运营和制造
环节所产生的碳排放只占很小一

部分，低于 10%。上游供应链排
放以及下游，也就是消费者使用
过程和产品回收的碳排放，占比
超过 90%，产品出厂后所产生的
碳排放占比最高。在整个核算过
程中，数据的收集、梳理是难
点，如果没有各个环节清晰、准
确的数据，就无法计算出准确的
结果。该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
国内碳足迹和碳标签的标准化建
设、方法论并不完善，缺乏统一
的标准。我国现阶段在碳足迹数
据库、碳足迹体系建设、碳足迹
核算和评价结果国家互认方面仍
有很大改善空间。”

基于国家的战略部署和行业
的需求，相关单位一直在积极推
进家用电子电器碳足迹相关标准
制定工作。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认
证中心副总经理赵立华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意
见》制定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总
体框架，团队正在大规模推进相关
领域的“碳足迹”团体标准制定工

作，家用电子电器就是首批重点支
持的领域之一，近期会有部分品类
的团体标准问世。

2022年，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牵头下，家电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
的相关标准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2023 年 12 月，《家用电器产品碳足
迹核算指南》《房间空气调节器碳足
迹核算细则》《家用电冰箱碳足迹核
算细则》3 项团体标准已经通过专
家组审定。审定组专家认为，这 3
项标准为科学核算家电产品细分品
类碳足迹提供指导，对探索家电产
品循环路径、促进家电行业向绿色
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对此，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
行理事长姜风表示，随着全球家
电市场向着低碳化发展，家电产
业链将全面向绿色低碳转型。未
来，协会将在家用电器整机的基
础上，针对关键零部件开展碳足
迹核算工作，并考虑建立服务全
球的专业数据库。

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也在积

极推进产品碳排放团体标准的制定
工作。唐鹏告诉记者，协会制定了

《上海家电行业“双碳”工作发展纲
要》，提出要积极推进“双碳”标准的
制定工作，目前协会已经组织数字

“双碳”领域领先的上海鼎易集团、
碳诺仕咨询公司共同牵头，邀约家
电制造企业、流通企业、服务企业及
供应链厂商，共同编制包括《家用电
器及消费电子产品和服务碳排放评
价办法》《家用电器及消费电子企业
碳排放评价办法》在内的“双碳”相
关团体标准。

目前，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德国莱茵 TüV 集团等
欧洲第三方机构成为家用电子电器
企业进行产品碳足迹认证的首选。
对此，行业专家表示，产品碳足迹证
书的认证成本较高、时间周期长，在
国内相关产品碳足迹标准完备的情
况下，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评定资
格获取与国际互认对推进家用电子
电器产品碳足迹工作意义重大，有
利于家用电子电器产品碳足迹评定
的大规模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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