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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双 11”是家

电消费的高峰时期。10

月 31 日晚，各大网购平

台开启了今年的“双 11”

活动。京东数据显示，

“双 11”活动开始 10 分钟

内，美的、海尔、TCL、小

天鹅、格力、海信、容声、

索尼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过 50%，家电补贴总计近

10亿元，补贴金额同比增

长50%。

10月底，家电行业三

季 度“ 成 绩 单 ”陆 续 发

布。美的、格力、海尔三

大家电巨头先后公布三

季度业绩，在今年充满不

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下，三

家企业维持了一定的增

长势头，释放积极信号。

中 原 证 券 认 为 ，年

初以来我国家电行业景

气程度偏低，但一些细

分新兴或智能家电品类

销售表现亮眼。当前更

多家电品类公司进行更

大幅度的打折促销，四

季度销售旺季有望回补

需求。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今年三季度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2.4%，内需潜力加快释

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

增长。

家电消费“双11”开门红

10月31日晚8时，今年“双11”

第一阶段尾款支付开始。家中正

在装修的余敏下单了一款美的烤

箱一体机，折后价1850元，这是余

敏关注这台烤箱以来的最低价，相

当于平时价格的五折。

趁着“双11”，余敏购置了不少

家电，而大屏彩电、洗烘一体机等

品质化、高端化的家电，为了亲身

体验效果，他仍然选择在实体店购

入。“现场观影体验，电视屏幕直接

对比，很直观。”余敏称，她看中的

一台海信 85 寸 4K 高清电视，对比

不同平台，线上和线下价格均为

5200 元，几乎无差，折扣力度也不

算大。

线下市场，家电品牌则通过线

下体验店，升级品牌形象，提高中

高端市场地位；线上市场家电产品

则依靠电商平台，强化种草能力。

“双11”开启的首个周末，苏宁易购

数据显示，全国门店客流环比增长

185%，门店家电订单量环比增长

146%，其中洗烘一体机、节能热水

器等暖冬升级类家电增幅较大，环

比超 135%。

10月31日晚8点，京东家电迎

来首个销售高峰。平台数据显示，

开售1分钟内家电全品类成交金额

破10亿元，10分钟京东家电整体成

交金额同比增长超40%。

从折扣力度来看，记者留意

到，传统小家电品类是“双 11”期

间折扣力度较大的品类，其中以空

气炸锅等小厨电尤其明显。美的、

九阳、苏泊尔等品牌的空气炸锅、

电饭煲等产品一般有 7~8 折的折

扣，而部分智能烤箱折扣更是达到

5折。

厨电等小家电品类的优惠力

度较大与上半年居家经济不无关

系。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稳定，因居

家隔离产生的短期消费需求有所

降低，小厨电品类折扣促销更为明

显。而对于传统家电，尤其是高端

化、智能化家电，线下依然是“主战

场”，各品牌的冰箱、洗衣机这类全

年销售的常规家电电商平台折扣

通常在10%~20%之间。

今年下半年，各地促进绿色节

能家电的举措持续落地，低碳环保

的消费理念成为“双 11”的亮点。

11月1日，苏宁易购发布“双11”家

电消费趋势报告，“双11”首轮爆发

期，苏宁易购线下门店绿色节能家

电销售环比增长126%，门店一站式

以旧换新订单量环比增长122%，万

元以上高端家电销售环比增长

137%，其中国货家电品牌销售占比

超六成。

此外，各家电企业也相继发布

战报。小熊电器的宣传海报显示，

今年“双 11”开门红小熊电器首战

成绩亮眼，两小时销售额便破亿

元，其中电饭煲、电热饭盒、破壁

机等品类前半小时销售额突破去

年全天销售，空气炸锅登顶天猫热

销榜单。TCL 全渠道开售 4 小时

全品类销售金额突破 13 亿元，同

比增长 400%，开售 28 分钟销售额

超越了去年 28 小时的总额，增长

明显。

从今年“双 11”的各品牌表现

来看，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

所副研究员洪勇分析指出，增长质

量对于今年“双11”格外重要，品牌

应在传统的销售收入增长之外，更

关注利润、消费者复购、会员沉淀

等业务核心指标，为长期增长筑牢

基础。他表示，移动互联网已经全

面进入“从流量到留量”的时代，跑

马圈地的阶段已经过去，越来越多

的品牌商家已经摒弃了盲目追求

规模和赔钱赚吆喝，而是更注重沉

淀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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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整体经济环境转弱、房

地产回暖较慢的背景下，家电企业

纷纷向套系化、高端化的方面发

力，精致化、多元化也成为消费者

在家电选购时的新趋势。

伴随消费升级，家电行业消费

也出现了很多新品类和新变化。

据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 10

月发布的数据，65 英寸以上电视

销量今年同比增长了150%，小家电

中的 5L 空气炸锅销量增长 200%。

除了“买大不买小”之外，“买套不

买单”也成为了家电消费新趋势之

一。据统计，随着消费者对家居家

装一体化、标准化需求的增长，冰

箱洗衣机冰洗套购增长90%，品牌

套购也增长了100%。

但整体来看，家电市场今年整

体疲软。奥维云网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9月，中国家电市场国内零售

规模为 5103 亿元，同比下滑 6.1 个

百分点。分品类看，传统家电除受

疫情催化影响而上涨的冷柜外，其

他品类皆因需求不足出现下滑，新

兴品类如干衣机、集成灶、洗碗机、

清洁电器仍处于上升通道中。此

外，小家电因产品范围较广，在新

兴品类拉动下亦出现上涨。

近期发布三季报的几家家电

龙头企业，依然维持一定增长势

头。截至目前，共有80余家家电业

上市公司发布三季度财报。总体

来看，美的集团继续保持营收、净

利两指标绝对值最大，居家电三巨

头首位。

美的集团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 877.06 亿元，同比增幅为 0.2%；

实现归母净利润 84.74 亿元，同比

增幅0.33%。而在2022年前两个季

度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增 速 分 别 为

9.55%、1.07%；归母净利润增速分

别为10.97%和3.24%。

值得留意的是，美的集团ToB

业务增长明显，在其营收中占比不

足3%的数字化创新业务，同比增速

超过37%；在其营收中占比不足7%

的楼宇科技事业部，当期营收同比

增长近23%。

此外，海尔智家、格力电器营

收分别实现1847亿元、1475亿元；

实现百亿元营收规模的公司有 11

家，四川长虹、海信家电等实现营

收从 101 亿元至 671 亿元不等；创

维数字营收均达到了 90 亿元以

上。净利润方面，美的集团、格力

电器、海尔智家实现的归母净利润

分别为 245 亿元、183 亿元、117 亿

元，位居前三。

小家电行业则整体“喜忧参

半”。 小熊电器、新宝股份实现增

长，其中小熊电器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 收 入 26.9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12%；归母净利润2.4亿元，同比

增长 27.24%。而新宝股份今年前

三季度实现营收107.18亿元，同比

增长0.13%；归母净利润8.44亿元，

同比增长41.84%。

九阳股份前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69.25 亿元，同比减少 1.52%；

归 母 净 利 润 5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23.91%。苏泊尔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 收 入 149.81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4.37%，归母净利润 13.09 亿元，同

比增长5.47%。

海外需求低迷，家电出口亦受

影响。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前9个月，我国家电累计出

口258652万台，同比下降10.1%，出

口值达到43267256万元，同比下降

9.2%。其中，2022年9月出口家用

电器28712万台，同比下降18.4%。

中 信 建 投 研 报 指 出 ，

2022Q1~Q3的家电需求整体下滑，

同时扫地机、投影仪等新兴品类的

均价较高，导致需求明显萎缩。扫

地机头部厂商自8月以来相继下探

价格，降价产品有较好的销售表

现。当前更多家电品类公司进行

更大幅度的打折促销，四季度销售

旺季有望回补需求。

“三巨头”三季度收入利润双增

旺季价格应声上涨 快递企业提质增效迎战“双11”
本报记者 杨让晨 张家振 上海报道

在一年一度的“双 11”旺季来

临之际，提质增效和科技赋能成为

了快递企业给出的迎战方案。

日前，多家龙头快递企业均公

布了“双 11”期间的物流保障方

案。申通速递（002468.SZ）相关负

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双

11”期间，公司在全国约 30 座城市

开展的派前电联、按需上门服务，

预计将增加超过 5000 名专职按需

配送服务人员，公司也将给予参与

送货上门的网点和快递小哥高额

补贴。

中通快递（NYSE：ZTO、02057.

HK）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双

11”期间，中通快递将在智能化、数

字化和提升消费者体验方面持续努

力。例如，为提升客户体验，中通快

递构建了异常事件数据监控管理，

能够实时将异常信息透传给用户。

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

会副会长徐勇看来，为应对“双11”

旺季带来的快递单量快速上涨问

题，快递企业每年都会在基础设

施、物流保障、服务质量等方面探

索优化方案，但目前最大的瓶颈仍

在快递寄递中的“最后一公里”。

“旺季期间的快递单量比较

大，但目前除智能快递柜外还没有

更好的交付方式，驿站只能算作中

转站，还需要客户自己取件。同

时，在我国快递行业整体价格较低

的情况下，送货上门无疑会增加运

营成本，而且延长了快递员的作业

时间，增加了网点所需的人手，行

业还需要探索更好的末端处理方

式。”徐勇告诉记者。

在“双11”旺季到来之际，快递

价格也出现了上涨趋势。

据相关媒体报道，日前已有广

西省南宁市和广东省广州市等地的

快递网点表示已开始涨价。多份

《调价函》显示，包括圆通速递在内

的多家快递企业已于 10 月底开始

补收差价。

不过，记者在向圆通速递官

方客服求证时，客服人员表示：

“价格调整情况，具体以各快递网

点为准。”

对于今年旺季期间的涨价安

排，圆通速递方面在此前的调研

会上表示，快递服务企业将综合

季节因素、市场情况、货物结构

和重量等对价格进行阶段性的

动态调整，但整体将保持相对稳

定态势。

事实上，早在今年9月，快递行

业就已出现了快递价格上调的情

况。最近数据显示，在“三通一达”

中，韵达速递、圆通速递和申通快递

9月份的单票收入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增长，分别同比增长了22.9%、

10.6%和15.6%。其中，申通快递还

出现了“量价齐涨”情况，9 月份业

务量同比增长了22.6%。

申通快递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本次快递涨价主要得益于三方

面的因素，一方面，受益于国家政

策和行业发展环境持续向好，快递

行业逐步从“价格战”后的利润修

复走向盈利能力的持续提升；另一

方面，快递企业开始从重视“量”转

变到更加注重“质”的竞争；第三，

快递行业整体成本上涨，同时快递

企业也更加注重一线员工的权益

保障工作。

申通快递方面提供的资料显

示，今年“双 11”期间，申通快递与

电商平台开展合作，对于消费者在

平台下选择“送货上门”的订单，申

通快递将规范履行派前电联和按

需上门服务，该服务已在全国覆盖

约 30 座 城 市 ，预 计 将 增 加 超 过

5000名专职按需配送服务人员。

在徐勇看来，对于快递行业而

言，“涨价”称之为“调价”更为合

适。“快递受市场定价，价格可以上

下浮动，淡季打折、旺季全价甚至涨

价。这一方面是由于快递企业在旺

季需要通过涨价来增加相关人力资

源以应对短期快速上涨的快件量，

此外，快递企业还需要利用价格杠

杆来调节市场需求。”

徐勇同时表示，快递价格的调

节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尤其是对于

有加盟商的快递企业而言，如何调

价可能需要加盟商结合自己的具体

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国金证券研报也分析认为，随

着“价格战”监管持续，叠加资本开

支高峰或已过去，快递公司利润有

望继续修复。

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快件处理能力的同时，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也是快递企业

为应对“双 11”旺季提出的新解

决方案。

记者从圆通快递方面获悉，

圆通快递全网各大集运中心的

功能定位正向“智创园”转型，

从分拣、转运等功能拓展为集

分拣中心、物流集散、智慧仓储

以及行政办公、运营管理等新功

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智慧物流产

业园区。

圆 通 速 递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目前，在圆通网络内，包括

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重庆、

石家庄等在内的多处集运中心

已具备仓配一体化功能，可以

为商家提供场地租赁、物业管

理、仓托管数字化系统运营、自

动化仓储等服务，“上仓下配”

为商家客户实现快件发货及转

运的“定制化”“差异化”，助力

其提升市场竞争力。

申通快递方面也正加速推

进数字化、智能化转运中心建

设。相关资料显示，申通快递

在全国多地的转运中心正密集

进行数智化升级改造。以位于

郑州市的新转运中心为例，新

中心承接了原郑州市和新乡市

的两个场地。为提升操作效能，

新场地配置了 DWS 五面扫、矩

阵、3 层环形交叉带等诸多自动

化设备。

中通快递也在进行智能科

技布局。“作为中通快递旗下的

互联网物流科技平台，中通科技

与信息中心以数字孪生技术驱

动智慧物流园区升级，积极引领

传统物流行业信息化的转型。”

中通快递相关负责人则告

诉记者，中通快递将依托数字平

台，联合生态伙伴利用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3D可视化等

技术对接各类系统平台数据，可

解决服务不足、安防薄弱、运营

效率低、管理成本高、业务创新

难等痛点。

在徐勇看来，快递行业一直

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但

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整个环节

的自动化，智能分拣完成后仍需

要人工打包等操作。“快递行业

数智化的发展可以降低从业人

员的劳动强度，让人更愿意投身

这一行业，同时降低了安全问题

发生的几率，这也是快递业数字

化、数智化发展带来的积极意义

之一。”

旺季涨价

科技赋能

随着快递行业的科技和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快递企业间的

竞争也早已从价格之争转变为

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之争。

除积极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外，对快件的数字化管控也成为

了快递企业们提质增效的新方法

之一。圆通速递方面就表示，今

年“双11”期间将通过线上的数字

化工具及线下过程的专项管控，

确保稳定的时效和服务。

据了解，圆通速递推出的

“客户管家”能够在揽收端和配

送端为商家客户提供一站式服

务。即使在“双 11”期间遇到新

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

多点散发等情况，该款“客户管

家”也能通过“打单实时拦截”和

“停发地址查询”等功能第一时

间拦截相关订单，在避免成本损

耗的同时也能够及时告知买家，

以此提升客户体验。

除圆通速递外，申通快递也

在努力提质增效。申通快递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申通快递将在商家服务方面

继续升级服务标准，做好精准预

测、预售极速达、极速揽收、优先

中转等“6·18”大促期间出炉的

KA 客户定制化解决方案，以精

细化服务和数智化技术，为前端

商家和终端客户提供高质量的

快递服务。

“‘以预售极速达’为例，经

过三年的磨炼，该项目今年覆盖

范围将从重点城市扩展至全网，

在规模继续提升的基础上保持

95%以上的当次日达率。”申通快

递上述负责人表示。

今年也是申通快递“三年百

亿产能提升大行动”的第一年，

将实施 82 个产能项目，包括沈

阳、天津、青岛、郑州、成都、广州

等一批申通快递新中心将首次

迎来“双 11”，新投产面积超过

100万平方米。

对此，国海证券研报指出：

“在常态吞吐产能提升后，自动

化设备资产与车辆资产的持续

补充能够帮助申通快速降本增

效，放大业绩弹性，2023 年起利

润有望持续释放。”

中通快递相关负责人也告诉

记者，今年“双11”期间，中通快递

在智能化和数字化、提升消费者

体验方面持续努力。“中通科技与

信息中心打造了智慧客服工作

台，全渠道互联互通，有效整合全

网客服资源，帮助客服可以全链

路监控每一个包裹动态，知晓每

一个包裹的实时精准位置。”

同时，中通快递也在用户体

验端构建了异常事件数据监控管

理，能够实时将异常信息透传给

用户。“例如将疫情管控、天气异

常等事件的信息传递给客户，使

客户了解快件的实时异常情况，

提高快件信息的透明度，让用户

和客服更清楚快件的情况。”

提质增效

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家电市场打折促销迎销售旺季

送货上门服务增加运营成本

早在今年9月，快递行业就已出现了快递价格上调的情况。

对快件的数字化管控也成为了快递企业们提质增效的新方法之一。

申通快递方面也正加速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运中心建设。

快递企业正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分拣效率。图为申通快递正在运作的分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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