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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正充分利用中国在研发
效率与制造成本上的显著优势，将
在中国本土开发和验证成功的优质
产品积极推向国际市场。”7 月 18
日，在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
博览会健康生活主题活动上，松下
控股株式会社全球副总裁、集团中
国东北亚总代表本间哲朗在主题演
讲中表示，松下在中国开发的洗衣
机、冰箱、电饭煲、电熨斗等产品销
往东南亚和中东等，众多小厨电也
面向欧美市场出口，“这些举措推动
松下家电在 2024 年出口业务上实
现两位数增长”。这是松下控股株
式会社高管对松下家电业务尤其是
松下中国家电业务的肯定，在今年
2月，松下控股宣布重组旗下“松下
电器株式会社”，这被一些舆论解读
为“松下控股将解散其家电子公司
松下电器，并将退出电视机业务”，
一度引起中国网民热议。

对中国改革开放颇具代表性意
义的日本企业松下正处于改革的阵
痛中。继2月重组松下电器后，今年
5月，又宣布全球裁员1万名员工。
财报显示，2025财年（2024年4月1
日—2025年3月31日）松下全球净
利润同比下滑17.5%，松下中国营收
745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68亿元），
同比下滑0.95%。这个曾经的家电
巨头，似乎正处于“找到前路”的困
惑中。

在华业务停滞不前

松下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品
牌之一，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松下
及日本家电曾在中国掀起热潮。然
而进入21世纪，这股势头没能维持
长久。自2008年开始，松下在中国
的业务进入了十年的低谷期。

业内人士认为松下出现了战略
性失误。在2000年前后，松下电视
选择了等离子技术，错过了液晶技
术的快速发展，也在随后的新型显
示技术上掉队。一步错步步错，松
下电视自 2010 年进入亏损状态。
近年，松下大幅缩减电视业务，并将
部分电视生产转为代工，今年年初
又表示考虑出售电视业务。

电视是松下在家电方面陷入窘
境的缩影。在这一时期，中国家电
企业迅猛发展。业内人士表示，国
内家电企业通过“价格战-技术升

级-高端化”路径实现逆袭，并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国民消费心态也更
加自信，逐渐对国外品牌祛魅。

而对于这些市场变化，松下却
没有做到快速响应。松下电器中国
东北亚公司总裁 CEO 木下步曾在
采访中表示，从2008年到2018年，
松下家电业务在中国的业绩没有实
现较大增长的最大原因是松下没有
实现“自主责任经营”，虽然产品研
发制造都在中国，但公司经营决策
等仍主要依靠日本团队。

魏不同大单品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创始人魏不同表示，家电行业主要
靠效率和成本胜出，松下的经历是一
种必然。“从全球来看，这种成本和效
率驱动的制造业也存在从劳动力成
本更高的地区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
移的规律，比如从欧美向日韩转移，
从日韩向中国转移。”他说道。

此外，艾媒咨询 CEO 张毅认
为，松下在进行多元化发展时选择
了多个投入巨大又产出回报较慢的
项目，例如核电业务，使得松下难以
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家电业务中。同
时，松下也忽视了中国消费者对于
家电产品性价比和智能化的需求。

“住空间”带来转机？

经历了十年低谷后，松下终于
做出了改变。2019 年，松下集团成
立了中国东北亚公司（CNA），统筹
中国区内的研发、销售、运营等工
作。这是彼时 101 岁的松下首次在
海外成立将事业和地域统括职能合
二为一的公司。

木下步在近期的采访中表示，

中国东北亚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
“中国业务在中国本土决策”，目前
市场占有率已经从过去的 2%-3%
提升到了4.4%~4.5%。近期，松下中
国先后与京东、阿里云等国内企业
在物流、AI 家电领域达成合作，并
与宇树科技合作推出了行业首台人
形机器人智能导购员。

近年来，松下中国除了继续发
展家电业务外，也在尝试转型进入
家装市场。在 2019 年 CNA 便成立
了住建空间事业部，针对“健康、养
老”等需求，提供住宅设备、空调新
风等方面的住建产品和服务。2024
年 4 月，2024 年松下中国提出 WS
（Wellness Smart 智感健康）事业战
略，包括两种商业模式：WST（智感
健康生活）模式专注于与房地产企
业合作打造智慧健康街区，目前已
在 国 内 落 地 30 余 个 社 区 项 目 ；
WSH（松下智感健康空间）模式则
针对旧房翻新市场，提供基于日式
风格的一站式改造方案。

2025 年 3 月，住房和城乡设计
部提出将 2000 年前建成的老旧小
区全部纳入改造范围，因地制宜实
施改造。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
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业内人士表
示，中国当前旧房市场规模较大，由
此产生大量的旧房翻新需求。

张毅表示，住空间业务是松下
的一个尝试，能拓展业务领域，带来
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能提升松下
的品牌形象，逐渐从家电制造商向
品质生活的提案者转型。但中国家
装市场同样竞争激烈，并且消费者

需求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松
下所推崇的“日式生活美学”“日式
收纳哲学”能否契合中国消费者的
需求仍有待市场验证。

魏不同分析认为，房地产企业需
要依靠外资品牌来塑造自身形象，形
成溢价能力；而松下依靠房地产企业
可以提前锁单，并由此扩大增量来源，
增加客户黏性，合作双方各取所需。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处于市场
低迷期的中国家装市场正在寻求依
托“智能家居”“智慧家庭”理念重塑
市场信心，而松下在家电领域的形
象偏“传统贵族”，要抓住市场向智
能化迁移的机会，还需要找准自己
的定位和合作伙伴。

“找到前路”挑战重重

虽然独立决策、聚焦本土的策
略让松下近年在中国市场实现了明
显增长，但经过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家电市场已经完成了多次洗
牌。在如今的中国市场，外资品牌所
面对的挑战颇多。

魏不同表示，中国市场是全球
变化最快的市场之一。变化快不仅
是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变化较
快，线上平台和线下渠道也是复杂
多变，外资品牌需要投入更多资源
来适应不同渠道的特点和运营规
则，这对其管理能力和响应速度都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本土品牌不论是技术的
成熟度和先进性、价格的优势还是
渠道方面都具备极大的竞争力。外
资品牌市场份额被压缩，这是没有
任何悬念的。”张毅表示，外资家电
品牌目前在技术、服务和价格上都
难以与中国品牌抗衡。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外资品牌由
于起步早，仍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在
高端市场拥有机会。同时，外资品牌
在老龄化市场以及母婴等垂直领域
尚存在优势。“能否抓住机会还要看
外资品牌的本土化怎么样，效率和运
营能否跟得上。”魏不同说道。

对于松下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松
下集团最大的海外市场，2024年为松
下集团贡献了30%的利润，多位松下
中国的高管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中国
市场的看重。但对于中国市场，松下只
是众多品牌中的一个。无论是喊出

“China for China（在中国为中国）”
的口号，还是搭上政策的东风，松下需
要拨开荆棘，找到自己的前路。

本报讯 记者谷月报道：记者
从近日在温州举行的2025年厨房电
器&热水器行业发展大会上获悉，
得益于国家一系列政策方针相继出
台，今年前5个月，国内厨卫电器市
场表现亮眼，零售额达 774 亿元，
同比增长9%。预计全年市场零售额
将达2100亿元，同比增幅6.0%。

会上，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
院长葛丰亮表示，2025年，国家一系
列政策方针相继出台，为厨热行业
的发展增添动力，行业内各品类创
新升级不断涌现。仅2025年前5个
月，国内厨卫电器市场零售额已达
774亿元，同比增长9%；热水器市场
零售额达210.4亿元，同比增长5.8%。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的
数据显示，2025 年 1—5 月，国内
厨卫电器市场表现亮眼，零售额达
774亿元，同比增速9.0%。细分品
类中，热水器以210.4亿元规模领
跑，零售额同比增速 5.8%；油烟
机、净水机、燃气灶等品类增速迅
猛，洗碗机、消毒柜、微蒸烤一体

等高端品类表现突出。展望全年，
预计厨卫电器市场零售额将达
2100 亿元，同比增幅 6.0%，持续
展现稳健向好态势。

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
公司绿色测试中心部长曹焱鑫，介
绍了中国RoHS （在电子电气设备
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
法规及标准持续升级优化的情
况：升级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
新增邻苯二甲酸脂物质管控，将
限用物质从 6 种增至 10 种，与欧
盟标准保持一致。这类物质作为
塑 化 剂虽能软化塑料、降低成
本，但具有潜在危害。二是更新对
应物质的测试方法标准，实现与国
际IEC方法对等衔接。

据悉，此次大会由中国家用电
器研究院指导，全国家用电器工业
信息中心主办。大会对通过中家院
（北 京） 检 测 认 证 有 限 公 司
“CHCT 自愿性认证”的品牌企
业，以及引领厨热行业品质潮流的
先锋产品及优秀品牌进行了表彰。

本报讯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委）修订发布《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的安全使用年限和再生
利用通则》（GB/T 21097—2025）国
家标准，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正式
实施。该标准聚焦老旧家电超期服
役引发的安全风险隐患及废旧家电
不当处置造成的环境污染风险，通
过明确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与再
生利用技术要求，着力构建完善的
产品全链条管理体系。

标准规定产品在设定的使用年
限内要保证稳定可靠。生产者应综
合考量家电生产、使用、维护等全环
节的影响因素，借助风险管理与风
险评估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保障
产品在设定年限内能够稳定可靠地
使用。

标准规定产品使用年限不得低
于主要（零）部件的“三包”期限。安
全使用年限的确定应依据客观统计
数据与科学试验方法，同时不得低
于“家用电器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
定”中所明确的主要（零）部件的三
包有效期年限，确保年限设定的科
学性与合理性。

标准要求明确标注产品的使用

年限及超期使用风险提示。生产者
要以自我声明的方式，在产品或说明
书中采用清晰的文字或符号标注使
用年限及超期使用风险提示信息。

标准规定产品使用年限的起始
计算时间为首次购买或专业安装日
期。安全使用年限的起始时间以消
费者首次购买日期为依据，对于需
要专业人员安装的产品，则从首次
安装完成日期开始计算。

标准要求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
充分考虑再生利用。在设计生产环
节便对回收利用的环境影响与资源
消耗进行评估，优先选用易回收、低
污染的环保材料与工艺，从源头提
升产品的可再生利用性。

标准要求产品的回收处理阶段
应坚持重复使用优先。在回收处理
环节严格遵循“再使用优先于再生
利用”这一重要原则，最大限度地实
现元器件和零部件的再次利用。

标准发布实施后，将有助于推
动我国家电质量安全管理模式从

“事后监管”向“全周期防控”转型，
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各环节，为构
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提供可操
作的实践路径。 （鑫 雯）

国内厨卫电器市场表现亮眼

全年零售额预计达2100亿元

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

和再生利用国家标准修订发布松下家电面临“披荆斩棘”
本报记者 吴修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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