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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七月复盘：家电跟随大盘，白电优于厨小。7月 Wind 全 A 指数录得小

幅收益（+0.3%），其中电子、农业、军工明显跑赢，消费类中规中矩，

家电跑赢万得 0.2 个点，跑输 300 指数 0.4 个点，热门股中仅有三花

（+3.4%）、美的（+3.0%）、格力（+0.8%）取得正收益，厨小家电基

本回调（地产拖累厨电，小家电估值较高）。具体看 7 月家电先扬后抑，

第一周消费抱团+中美缓和促成领涨；第二周防守板块表现突出，但家

电超额收益微弱；第三周市场追捧涨价品种和 TMT板块，大消费集体

回调；第四周 TMT 超额收益明显（担忧消费+5G 换机预期），家电表

现尚可（跑赢 0.7 个点），催化因子或为气温骤升带来的空调热卖预期。 

 八月观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历史维度，2005-18 年间家电仅有 4

年在 8 月跑赢，原因可能为半年报预期提前兑现或业绩不达预期。行

业比较，2016-17 年白电/白酒业绩增速显著向上，同时科技行业拐头

向下，但这一比较优势在 18 年报触碰极限并在 19Q1 和 19 中报预告

出现收敛；此外上证 50 或深证 100/全部 A股 PE 中位数比值达历史较

高水位，极致的大盘股风格能否长期维持仍存疑问。估值角度，核心

家电标的相对大盘 PE 约为历史均值+1 标准差，三大白电龙头 19 年

PE/G 为 1.2 左右，苏泊尔、九阳 1.7 左右，PE/G 偏低标的为海信家

电（0.6）、华帝股份（0.8）。整体来看，家电基本面平淡（6 月空调内

销加速下滑，大厨电继续筑底），估值并不便宜（Q2 基金超配比例位

于 80%分位），短期或难有明显超额，但不排除消费抱团可能朝更极致

的方向演绎。个股选择考虑估值和基本面匹配程度，推荐美的集团（终

端动销亮眼+中报业绩稳定），华帝股份（6 月地产销售不佳影响股价，

19 年 PE/G 回落至 0.8，估值充分反映悲观预期，下半年竣工回暖或带

来估值修复）。 

 基本面 & 资金面：空调内销加速下滑，基金超配历史高位。基金持仓：

19Q2 主动基金大幅增配食饮、家电（显著加仓白电）、银行，其中家

电超配 3.5%，位于 2012 年至今的 77%分位，小家电和白电的超配历

史分位为 94%和 81%。销量端：（1）空调内销：产业在线 6 月内销同

比-8%，负增长幅度扩大，主因去年较高基数+终端动销平淡（南方雨

水较多+地产刚需不旺），目前企业+渠道空调库存接近 5000 万台，绝

对量站上历史高点，行业或将背负高库存新启冷年。（2）大厨电：5 月

油烟机线下销量增速大幅改善，当时判断为促销节点变化所致，6 月数

据（yoy-8%）给予验证，但 19H2 竣工好转+较低基数有利厨电回暖。

价格端：前 6 个月空调行业均价同比下降约 3%，其中 2 月双位数下滑，

3-5 月从负增长收敛到同比转正，6 月重回负增长，其中美的 6 月线下

均价 yoy-5%；冰洗零售价稳中有升，1-6 月主流品牌 ASP 同比

+5%-10%；上半年油烟机行业均价同比下滑约 5%。 

 风险提示：地产不及预期；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币大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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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重点公司投资评级 

代码 公司 
总市值

（亿元） 

收盘价

（07.26） 

EPS（元） PE  
投资评级 

2018A 2019E 2020E 2018A 2019E 2020E  
002035 华帝股份 103.15 11.70 0.77 0.88 0.99 15.19 13.30 11.82 买入 

000333 美的集团 3,707.46 53.43 3.06 3.41 3.82 17.46 15.67 13.99 买入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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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月投资逻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七月复盘：家电跟随大盘，白电优于厨小。7 月 Wind 全 A 指数录得小幅收

益（+0.3%），其中电子、农业、军工明显跑赢，消费类中规中矩，家电跑

赢万得 0.2 个点，跑输 300 指数 0.4 个点，热门股中仅有三花（+3.4%）、

美的（+3.0%）、格力（+0.8%）取得正收益，厨小家电基本回调（地产拖

累厨电，小家电估值较高）。具体看 7 月家电先扬后抑，第一周消费抱团+

中美缓和促成领涨；第二周防守板块表现突出，但家电超额收益微弱；第三

周市场追捧涨价品种和 TMT 板块，大消费集体回调；第四周 TMT 超额收益

明显（担忧消费+5G 换机预期），家电表现尚可（跑赢 0.7 个点），催化因子

或为气温骤升带来的空调热卖预期。 

 八月观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历史维度，2005-18 年间家电仅有 4 年在

8 月跑赢，主因半年报预期提前兑现或业绩不达预期。行业比较，2016-17

年白电/白酒业绩增速显著向上，同时科技行业拐头向下，但这一比较优势

在 18 年报触碰极限并在 19Q1 和 19 中报预告出现收敛；此外上证 50 或深

证 100/全部 A 股 PE 中位数比值达历史较高水位，极致的大盘股风格能否长

期维持仍存疑问。估值角度，核心家电标的相对大盘 PE 约为历史均值+1

标准差，三大白电龙头 19 年 PE/G 为 1.2 左右，苏泊尔、九阳 1.7 左右，

PE/G 偏低标的为海信家电（0.6）、华帝股份（0.8）。整体来看，家电基本

面平淡（6 月空调内销加速下滑，大厨电继续筑底），估值并不便宜（Q2 基

金超配比例位于 80%分位），短期或难有明显超额，但不排除消费抱团可能

朝更极致的方向演绎。个股选择考虑估值和基本面匹配程度，推荐美的集团

（终端动销亮眼+中报业绩稳定），华帝股份（6 月地产销售不佳影响股价，

19 年 PE/G 回落至 0.8，估值充分反映悲观预期，下半年竣工回暖或带来估

值修复）。 

图 1：2005 年至今家电板块相对万得全 A 超额收益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05 1.5 -0.6 -2.5 5.3 5.0 -2.6 -3.5 -0.7 -2.1 -0.1 1.4 -1.7

2006 -1.0 2.2 -1.5 -11.0 -1.8 -0.8 2.2 -2.9 -1.4 -1.2 3.5 -8.7

2007 5.5 5.3 2.4 5.7 -0.5 6.0 -6.1 -10.1 2.2 -6.8 5.0 5.9

2008 12.3 0.2 -0.7 -1.2 -6.3 -2.1 3.0 -3.0 6.4 3.5 2.8 4.2

2009 -11.0 10.2 -2.7 11.3 -3.7 -7.8 -6.2 9.6 5.0 9.6 4.1 2.6

2010 -0.2 4.3 -0.1 -7.0 2.3 0.9 4.9 2.3 -2.2 1.3 -0.6 3.0

2011 -2.2 13.0 -1.4 0.2 0.4 3.4 -1.3 -4.0 -0.9 -4.0 -5.2 1.1

2012 1.1 6.7 1.4 -1.3 3.1 -3.2 -1.7 0.1 0.9 4.0 3.5 -4.1

2013 4.0 -0.9 5.1 6.3 -6.1 2.2 2.2 -3.7 -0.5 13.3 -0.5 6.2

2014 -1.2 -3.8 0.2 0.8 -0.6 -2.2 -1.6 -2.6 -6.1 0.7 -4.3 -3.1

2015 8.4 0.2 -4.7 -0.3 -2.5 6.2 -2.8 1.3 -4.7 -3.3 -0.7 5.6

2016 5.9 -1.1 -3.9 2.4 1.0 0.6 3.8 -5.1 6.1 -2.4 5.4 -2.7

2017 2.2 3.0 5.8 3.0 4.2 7.7 -5.6 -3.6 1.7 9.3 0.5 4.2

2018 8.5 -1.9 -4.2 -1.9 4.9 4.4 -7.3 -5.8 -0.4 -0.9 0.1 1.4

2019 10.3 -7.5 -0.2 6.7 0.1 0.6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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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面：空调内销下滑，竣工回暖临近 

2.1  出货：6 月空调内销加速下滑 

 6 月空调：内销持续下探，外销缓慢回升。19 年 6 月家用空调总出货 1518

万台（yoy-5%），累计同比-2%；其中内销 1033 万台（yoy-8%），累计同比

+0.2%；出口 485 万台（yoy+1%），累计同比-4%。6 月内销负增长加剧，

主因去年较高基数+终端动销平淡（南方雨水较多+地产刚需不旺）+渠道库

存较高。出口今年首次转正，贸易摩擦引起的出口前移效应逐步衰退。上市

公司方面，6 月格力电器、美的集团、海尔智家、奥克斯家用空调内销同比

-12%、+5%、-19%、+6%，出口同比-13%、+7%、-6%、+29%。1-6 月

格力销量 yoy-6%（内销-4%、外销-9%）， 市占率 yoy-1.2pcts；美的销量

yoy+15%（内销+23%、外销+7%），市占率 yoy+3.9pcts；海尔销量 yoy-20%

（内销-14%、外销-33%），市占率 yoy-1.8pcts。 

 5 月冰箱&洗衣机：内需边际好转，出口带动增长。5 月冰箱出货量 765 万

台，同比+9%。其中内销 383 万台（yoy+1%），出口 381 万台（yoy+17%），

冰箱内需自去年 12 月首次同比转正，新兴市场需求刺激出口加速向上。5

月洗衣机出货 503 万台（yoy+10%），其中内销 326 万台（yoy+8%），出口

177 万台（yoy+15%），洗衣机和冰箱状态类似，即促销季拉动内需好转，

非北美市场加速出口增长。 

图2：6月家用空调月度内销量（万台）  图3：6月家用空调月度出口量（万台）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4：5月冰箱月度内销量（万台）  图5：5月冰箱月度出口量（万台）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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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月洗衣机月度内销量（万台）  图7：5月洗衣机月度出口量（万台）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2.2  零售：空调回暖，厨电低迷 

 6 月空调零售：以价换量，销量回暖。奥维云显示，6 月空调全渠道零售量

yoy+3%，零售额 yoy-2%，销量增速较 5 月提升，但价格因终端促销有所

下滑。分渠道看，6 月线下零售量 yoy-9%，线上零售量 yoy+19%，受惠于

618 大促线上增速较 5 月明显提高。分地区看，市场增长集中在北方保有量

低和华南中部地区，长江流域省份受天气影响空调销售不佳。分产品看，变

频、节能产品占比同比分别增长 5.4 和 2.7 个百分点，市场份额头部集中，

TOP3 品牌份额同比增长 1.2 个百分点。 

 6 月厨电零售：5 月弱反弹再次回落。我们之前判断 5 月厨电回暖更多由于

促销节点不同，即今年 5.1 促销开卖节点后移至 5 月初（18 年为 4 月底），

零售好转的持续性需观测。6 月油烟机数据佐证这一看法，全渠道零售量

yoy-5%，零售额 yoy-6%，鉴于交房数据尚未显著改善，厨电终端短期仍难

现转机。分渠道看，6 月油烟机线下销量 yoy-8%，线上销量 yoy+7%，线

上受惠于电商促销增长尚可；分产品看，T 型中高端市场份额下滑，但近吸

等中高端产品稳步增长，弧形和塔形产品同比增长 9%和 7%。  

 

图8：6月空调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9：6月空调品牌线下均价同比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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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月油烟机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11：6月油烟机品牌线下均价同比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6 月冰箱 & 洗衣机：销售增速回落，上半年平稳收官。6 月冰箱全渠道零

售量 yoy+5%，零售额 yoy+5%，相较于 5 月回落。类似地，6 月洗衣机全

渠道零售量 yoy+5%，零售额 yoy+4%，5 月两项数据为+18%和+23%。冰

箱五门、六门产品价格增长幅度较大，法式价格提升+十字结构提升成为冰

箱市场价格增长的两大动力源泉。洗衣机方面，洗烘一体、变频波轮等高品

质产品为增长主力，销售额分别同比+8%和+19%，线下洗烘一体销售额占

比达 38%。 

图12：6月冰箱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13：6月冰箱品牌线下均价同比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14：6月洗衣机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15：6月洗衣机品牌线下均价同比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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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原材料价格：冰洗显著受益均价-成本剪刀差 

 整体来看，家电主要原材料价格在 17 年底/18 年初达到阶段性顶峰，并在

18 年大部分时间高位盘整，较为明显的回落出现在 18 年下半年。19 年家

电成本端有望迎来红利期，19Q1 钢材、铜、铝、塑料价格分别同比-10%、

-7%、-4%、-19%；19Q2 的同比变化分别为-5%、-6%、-3%、-19%。 

 

图16：钢材（冷轧板卷）价格（元/吨）  图17：长江有色市场平均铜价（元/吨）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18：长江有色市场平均铝价（元/吨）  图19：塑料（ABS）价格（元/吨）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利润率角度，家电行业的均价-成本剪刀差在 2015 年最为显著，2017 年则

见证了最为严峻的成本上涨，2018 年均价和成本的同比增速同步向下。2019

年产品均价同比基本为正+原材料价格负增长，其中冰箱和洗衣机享受更为

明显的剪刀差红利，空调价格在 19Q1 出现负增长后已经恢复同比增长，油

烟机价格持续下探导致该细分行业较难感受成本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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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空调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图21：冰箱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22：洗衣机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图23：油烟机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2.4  地产周期：销售维持低迷，竣工回暖可期 

 统计局 1-6 月地产销售：累计同比回落，7 月或将进一步下行。1-6 月销售

面积同比-1.8%，比 1-5 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6 月单月同比-2.2%，增速环

比+3.3 个百分点。货币政策 4 月后边际收紧，地产销售在经历小阳春后转

冷迹象明显。18 年 5-8 月单月销售增速为 8%、5%、10%、2%，6 月低基

数致单月增速回升，但 7 月高基数或使销售增速继续下滑，预计下半年：（1）

一二线销售基数转高，三四线调整延续；（2）地产政策偏紧（近期部分城市

信贷收紧+政府表态坚决）导致需求端修复较难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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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国内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速  图 25：各级城市单月销售面积增速（房管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2014 年后新开工- 竣工时滞延长至 3 年左右。历史数据显示 2014 年前新

开工同比领先于竣工同比约 2~2.5 年，14 年以后领先时滞延长至 3 年左右，

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在“去杠杆”“紧信用”“严监管”造成的资金压力

下，房企“抢开工”快速获取预售证和销售回款的同时，显著放缓后续施工

直至竣工的节奏；（2）过去几年三四线新开工占比提高，其新开工节奏更快，

新开工到竣工的时间更长；（3） 房企集中度提高，分期开发的大型项目增

多，整个项目上报开工+竣工分批上报拉大时间差，同时更多的“二手地”

导致停复工情况影响竣工周期。 

 竣工何时转正？2019 下半年值得期待。参照历史经验，新开工累计同比 16

年 2 月转正似乎对应竣工数据在 19 年 2 月左右摆脱负增长，但直到 19 年 6

月竣工面积同比-15.1%，拉低累计同比至-12.7%，政策趋紧+销售遇冷的背

景下房企延期竣工的能力超出市场预期。但是有理由判断 19 年下半年的竣

工面积或将迎来显著增量：（1）抢开工加速回款的“高周转”模式不可持续，

期房交房时间 2-3 年，16-17 年的销售高增长逐渐进入交房期；（2）融资环

境边际好转，房企信用利差 18 年显著上升并高位盘整，但已于 19 年起趋

势性下滑；（3）融资好转+销售小阳春，房企恢复开工-施工-竣工的正常节

奏，建安费用同比转正。 

 

图 26：19H2 竣工回暖可期  图 27：建筑工程累计同比转正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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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信用利差收窄--地产企业融资环境好转  图 29：交房面积同比仍在筑底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3、 估值水平：厨电具备性价比，白电时间换空间 

 相对 A股 PE：上周跑输大盘后回落至均值+1 标准差以下。我们选取了 17

个关注度较高的家电股票，并以此计算其整体 PE（TTM）相对大盘的估值

水平。数据显示，当前相对 PE水位 1.07，回落至历史均值+1 倍标准差（1.09）

以下，近期阶段高点出现在18年2月（1.16，未触及均值+2倍标准差1.23）。

鉴于以下两点，我们认为 7 月家电板块获得超额收益难度正在加大：（1）过

去 14 年间，家电仅有 5 次在 7 月跑赢万得全 A，销售旺季的股票行情提前

兑现或是主因；（2）相对 PE 水位不存在低估+基本面未有明显反转，家电

显著跑赢大盘的概率并不大。 

 

图 30：主要品种相对 PE：上周跑输后回落至均值+1 标准差以下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PB-ROE 视角：等待 PB 水位回落+ROE回升周期。PB-ROE 策略寻找 ROE

向上拐点将现+PB 历史低位的行业作为最佳配置方向。我们仍然选取 17 只

家电股票作为研究对象，其整体 ROE（TTM）自 18 年中报见顶后处于下降

通道，19 年一季报 ROE水平为 23.1%，较上一轮低点（16 年一季报21.9%）

仍有一定空间。PB 在 ROE 的周期运行中有两个特点：（1）ROE =PB /PE，

因此 ROE 上行周期中 PB 比 PE 弹性更大；（2）PB 代表投资者对企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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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的预期，所以通常领先 ROE 波动 1-2 个季度。19 年一季报 17 只家

电股的整体 PB 为 3.4，略在均值上方（14 年至今均值为 3.3），因此理想状

态下我们需要等待 PB 的深度回撤以及 ROE 的企稳回升（预计需等到空调

渠道库存大幅减少）来捕捉较为优质的家电板块投资机遇。 

图 31：PB-ROE 视角：等待 PB 回落+ROE 回升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注：3 月指一季报，6 月指中报，以此类推，PB对应定期报告发布时点 

 

 PE/G 角度：白电与小家电估值合理，部分厨电偏低。19 年预测 PE/G 角度

来看，白电板块估值合理，三大龙头都在 1.2 附近（格力 1.27，美的 1.23，

海尔 1.11）；小家电龙头享受稳定溢价（苏泊尔 1.78，九阳 1.75）；厨电板

块略有分化，老板电器 1.53，华帝股份和浙江美大估值偏低，PE/G 分别为

0.86 和 0.87。 

表1：重点公司2019年估值水平   

细分行业 公司名称 19 年业绩增速（%） PE（TTM） 19 年预测 PEG 

白电 

格力电器 9.96 12.69 1.27 

美的集团 14.29 17.57 1.23 

海尔智家 12.73 14.11 1.11 

海信家电 17.39 10.30 0.59 

长虹美菱 50.03 84.93 1.70 

三花智控 13.75 23.16 1.68 

厨电 

老板电器 10.82 16.57 1.53 

华帝股份 17.31 14.86 0.86 

浙江美大 24.50 21.27 0.87 

万和电气 16.87 13.74 0.81 

小家电 

苏泊尔 18.44 32.88 1.78 

九阳股份 11.68 20.41 1.75 

新宝股份 20.88 15.71 0.75 

莱克电气 23.56 18.73 0.80 

飞科电器 10.97 18.88 1.72 

黑电 

TCL 集团 19.48 13.37 0.69 

海信电器 98.01 80.98 0.83 

创维数字 40.27 25.77 0.64 

兆驰股份 35.65 28.33 0.79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注：2019年业绩增速为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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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比较和市场风格角度：（1）估值层面，我们用上证 50 和深证 100 市盈

率中位数与全部 A 股市盈率中位数的比值刻画市场风格的演绎：该数值上升

表明大盘股强于中小盘股，反之亦然。2010 年至今，上证 50/全部 A 股的

均值、均值+1 标准差、均值+2 标准差分别为 0.35、0.42、0.50，当前水位

0.46 已然不低；深证 100/全部 A 股的均值、均值+1 标准差、均值+2 标准

差则为 0.64、0.75、0.85，当前水位 0.94 处在近年最高位置。（2）基本面

层面，2016-17 年，白酒和白电等消费板块的利润增速趋势向上，与此同时

TMT 等科技板块业绩增速不断向下，这一相对优势奠定了价值蓝筹近年的

强劲走势，但 2013-15 年的行情演绎恰恰相反，因此未来风格的判断落在业

绩优势将如何发展。从一季报和中报预告看，消费相对金融和科技的业绩优

势似乎开始缩窄，中报和三季报对这一趋势的证实或证伪可能决定市场风格

的演绎。 

 

图 32：上证 50/全部 A 股 PE 中位数  图 33：深证 100/全部 A 股 PE 中位数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 34：消费相对其他行业的业绩优势面临收窄可能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注：3 月指一季报，6 月指中报，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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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2005 年至今各行业绝对收益排名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银行 非银金融 采掘 电气设备 汽车 电子 银行 房地产 传媒 非银金融 计算机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 休闲服务 食品饮料

2 国防军工 银行 有色金属 医药生物 有色金属 医药生物 食品饮料 非银金融 计算机 建筑装饰 轻工制造 建筑材料 家用电器 银行 农林牧渔

3 休闲服务 食品饮料 国防军工 农林牧渔 采掘 机械设备 房地产 建筑装饰 电子 钢铁 纺织服装 建筑装饰 钢铁 食品饮料 非银金融

4 食品饮料 房地产 电气设备 建筑装饰 家用电器 计算机 传媒 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 房地产 休闲服务 家用电器 非银金融 农林牧渔 家用电器

5 电气设备 机械设备 家用电器 通信 电子 有色金属 公用事业 银行 医药生物 交通运输 传媒 银行 有色金属 计算机 电子

6 商业贸易 有色金属 综合 计算机 休闲服务 农林牧渔 休闲服务 有色金属 通信 银行 通信 采掘 电子 非银金融 计算机

7 房地产 国防军工 建筑材料 公用事业 国防军工 食品饮料 家用电器 医药生物 国防军工 公用事业 电子 有色金属 银行 医药生物 国防军工

8 有色金属 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 家用电器 建筑材料 电气设备 纺织服装 公用事业 电气设备 国防军工 综合 化工 交通运输 房地产 建筑材料

9 建筑装饰 钢铁 医药生物 传媒 综合 国防军工 综合 休闲服务 轻工制造 综合 农林牧渔 钢铁 建筑材料 建筑装饰 休闲服务

10 通信 汽车 纺织服装 商业贸易 机械设备 综合 采掘 汽车 休闲服务 建筑材料 电气设备 农林牧渔 医药生物 钢铁 医药生物

11 化工 建筑材料 化工 食品饮料 轻工制造 建筑材料 钢铁 建筑材料 农林牧渔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 汽车 房地产 公用事业 机械设备

12 采掘 建筑装饰 汽车 建筑材料 纺织服装 休闲服务 通信 化工 商业贸易 通信 化工 电子 采掘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

13 交通运输 休闲服务 非银金融 机械设备 房地产 纺织服装 轻工制造 电子 汽车 计算机 汽车 综合 汽车 建筑材料 房地产

14 家用电器 电气设备 公用事业 纺织服装 化工 建筑装饰 医药生物 食品饮料 综合 汽车 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 通信 国防军工 银行

15 医药生物 化工 钢铁 银行 食品饮料 商业贸易 化工 轻工制造 公用事业 有色金属 商业贸易 商业贸易 化工 通信 通信

16 传媒 农林牧渔 轻工制造 房地产 商业贸易 轻工制造 农林牧渔 综合 机械设备 休闲服务 房地产 纺织服装 休闲服务 家用电器 电气设备

17 汽车 轻工制造 交通运输 化工 计算机 家用电器 非银金融 交通运输 纺织服装 纺织服装 家用电器 轻工制造 建筑装饰 化工 综合

18 机械设备 综合 机械设备 电子 非银金融 传媒 建筑装饰 采掘 化工 商业贸易 交通运输 非银金融 公用事业 商业贸易 化工

19 农林牧渔 通信 建筑装饰 轻工制造 银行 采掘 建筑材料 计算机 交通运输 电气设备 国防军工 通信 电气设备 采掘 有色金属

20 公用事业 家用电器 房地产 综合 医药生物 通信 交通运输 钢铁 非银金融 轻工制造 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 机械设备 纺织服装 采掘

21 非银金融 传媒 农林牧渔 采掘 钢铁 汽车 国防军工 农林牧渔 食品饮料 化工 食品饮料 电气设备 计算机 汽车 商业贸易

22 计算机 交通运输 计算机 非银金融 农林牧渔 交通运输 商业贸易 传媒 建筑材料 采掘 公用事业 公用事业 农林牧渔 电气设备 轻工制造

23 钢铁 医药生物 电子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 公用事业 汽车 机械设备 银行 家用电器 有色金属 房地产 轻工制造 机械设备 汽车

24 轻工制造 计算机 食品饮料 休闲服务 电气设备 化工 计算机 国防军工 房地产 电子 建筑装饰 国防军工 商业贸易 轻工制造 公用事业

25 建筑材料 纺织服装 通信 汽车 通信 银行 机械设备 纺织服装 建筑装饰 传媒 钢铁 休闲服务 国防军工 综合 纺织服装

26 综合 采掘 休闲服务 钢铁 传媒 房地产 电子 商业贸易 钢铁 农林牧渔 采掘 交通运输 综合 传媒 传媒

27 纺织服装 公用事业 传媒 国防军工 公用事业 非银金融 有色金属 电气设备 有色金属 食品饮料 银行 计算机 传媒 有色金属 建筑装饰

28 电子 电子 银行 有色金属 建筑装饰 钢铁 电气设备 通信 采掘 医药生物 非银金融 传媒 纺织服装 电子 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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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金面：基金超配较高分位，外资增配海尔美的 

4.1  基金持仓分析：家电超配比例 77%分位 

 19Q2 主动公募大幅加配家电股，白电小家电受青睐。整体来看，19Q2 主

动公募基金对家电的配置比例达到 6.7%，在经历 18Q3-19Q1 的适度降配

后迎来强力反弹，同样 19Q2 家电的超配比例达 3.5%，也为该数据 18Q2

（4.6%）见顶后的最高水平。细分行业看，公募显著加仓白电，19Q2 仓位

环比增加 1.9 个百分点，大厨电仓位环比基本持平，小家电和照明设备分别

环比下降 0.2 和 0.1 个百分点。从历史百分位分析（2012 年-至今），小家电、

白电、大厨电、照明设备、黑电超配比例的历史百分位分别为 94%、81%、

65%、58%、3%，也就是说基金对小家电板块的超配水平高过 2012 年至今

94%时段，而其对黑电的配置几乎落在历史底部。 

 

图 36：主动公募家电配置比例  图 37：主动公募家电超配比例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 38：主动公募家电子行业配置比例  图 39：主动公募家电细分行业超配比例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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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比较角度，19Q2 公募增配食饮、家电、银行，消费超配比例历史较高

水平。超配比例排序，19Q2 主动公募青睐食品饮料、医药、家电，超配比

例分别为 11.9%、5.3%、3.5%。增配比例排序，二季度公募基金加仓最多

的行业是食品饮料、家电、银行，相对一季度增配比例为 3.8、1.7、1.6 个

百分点。从历史百分位分析，商贸、交运、农业、食品饮料、家电的超配水

平处在历史高位，分别位于 2012-至今的 94%、94%、94%、87%、77%分

位，而通信、公用事业、石油石化、建筑、传媒的超配比例位于 2012-至今

的 13%、10%、10%、6%、3%分位，处在较低水平。 

 

图 40：19Q2 主动公募各行业超配比例  图 41：19Q2 主动公募各行业增配比例 

 

 

 

数据来源：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 42：家电子行业超配比例历史百分位  图 43：各行业超配比例历史百分位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4.2  上周陆股通持仓变化 

 上周陆股通家电股持仓变化：从持股数量的绝对变化上看，上周外资增持最

多的三个标的为 TCL 集团（+905.31 万股）、海尔智家（+655.02 万股）、美

的集团（+533.94 万股），减持最多的三只股票为老板电器（-331.77 万股）、

海信家电（-181.37 万股）、奋达科技（-72.38 万股）。从流通股占比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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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上周陆股通增持前三位为深康佳 A（+0.15pcts）、海尔智家（+0.10pcts）、

美的集团（+0.08pcts），减持前三位是奥佳华（-0.06pcts）、海信家电

（-0.20pcts）、老板电器（-0.35pcts）。 

表2：上周深股通持仓情况变化  

 
持股数量变化（万股） 持仓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占流通股比例变化

（pct）  

深康佳 A 236.10 1.91 0.15 

美的集团  533.94 14.12 0.08 

TCL 集团  905.31 0.97 0.06 

格力电器  164.40 10.57 0.03 

创维数字  32.71 0.16 0.03 

兆驰股份  118.74 0.16 0.02 

三花智控  20.86 8.39 0.00 

银河电子  0.00 0.07 0.00 

奥马电器  -0.02 0.10 0.00 

四川九洲  -0.01 0.00 0.00 

顺钠股份  0.00 0.00 0.00 

同洲电子  0.00 0.00 0.00 

秀强股份  0.00 0.00 0.00 

融捷健康  0.00 0.00 0.00 

*ST 德奥  0.00 0.00 0.00 

盾安环境  0.00 0.00 0.00 

康盛股份  0.00 0.07 0.00 

九阳股份  -7.85 2.93 -0.01 

苏泊尔  -30.95 5.12 -0.03 

奋达科技  -72.38 0.15 -0.04 

华帝股份  -49.42 0.58 -0.05 

奥佳华  -31.47 4.76 -0.06 

海信家电  -181.37 4.63 -0.20 

老板电器  -331.77 8.45 -0.35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3：上周沪股通持仓情况变化  

 持股数量变化（万股）  持仓占流通股比例（%）  
持仓占流通股比例变化

（pct）  

海尔智家  655.02 11.25 0.10 

荣泰健康  1.12 0.81 0.02 

四川长虹  -0.01 0.04 0.00 

日出东方  0.00 0.00 0.00 

惠而浦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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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科电器  0.28 0.56 0.00 

海信电器  -9.45 0.62 -0.01 

莱克电气  -17.33 0.50 -0.04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44：格力电器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45：美的集团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46：海尔智家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47：老板电器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48：华帝股份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49：九阳股份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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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苏泊尔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51：飞科电器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52：莱克电气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53：三花智控陆股通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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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周行业回顾 

5.1  行情回顾 

 上周板块表现：上周家电行业+1.44%，位列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第 10 位，

同期沪深 300、中小板指、创业板指的涨跌幅分别+2.39%、+1.94%、+1.75%。

细分板块来看，上周白色家电+1.43%，黑色家电+1.12%，小家电+1.63%。

行业内上市公司，上周涨幅前五为: 奇精机械（+7.09%）、深康佳（+5.15%）、

华帝股份（+4.46%）、高斯贝尔（+4.43%）、九阳股份（+3.85%）。 

 

图54：家电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  图55：上周家电行业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图56：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图57：家电板块PE(TTM)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表4：上周个股涨幅前五位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603677.SH 奇精机械 7.09 

000016.SZ 深康佳 A 5.15 

002035.SZ 华帝股份 4.46 

002848.SZ 高斯贝尔 4.43 

002242.SZ 九阳股份 3.85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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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上周个股跌幅前五位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603996.SH 中新科技 -2.47 

002670.SZ 国盛金控 -2.80 

000921.SZ 海信科龙 -2.97 

002473.SZ 圣莱达 -4.08 

002668.SZ 奥马电器 -9.41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5.2  上周重要公告 

表 6：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公司名称 公告名称 公告内容 

TCL 集团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进展公告》 

    2019 年 7 月 26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成交总金额为 10,050,200.00 元（不含交易费

用），回购股份数量 2,900,000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
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成交总

金额为 1,559,707,959.68 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自 2019 年2 月 14 日首次实施回购起，至 2019 年7 月

26 日收市，已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共计 459,659,5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9%，最高

成交价为 4.1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13 元/股，成交均价为 3.3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559,707,959.68 元（不含交易费用）。 

TCL 集团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本

期债券为 5 年期债券，第 3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下面向合格

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时间自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019 年 7 月 23 日，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

结束，最终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30%。 

海尔智家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权益分派时可转债转股连
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权益分派公告披露的前一交易日（2019 年 8 月 1 日）至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欲享受权益

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含 2019 年 7 月

31 日）之前进行转股。 

美的集团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 2017 年和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29.75 万股，占截至
2019 年6 月 28 日公司总股本的 0.0187%；其授予日为 2017 年

5 月 12 日，回购价格为 13.36 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22 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28.325 万股，占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

公司总股本的 0.0041%；其授予日为 2017 年 12 月 29 日，回购
价格为 25.49 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13 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23.85 万股，占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财通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3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周报 

公司总股本的 0.0178%；其授予日为 2018 年 5 月 7 日，回购价

格为 26.27 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21 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281.925 万股，占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总股本的 0.0406%； 

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281.925 股。 

TCL 集团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进展公告》 

    2019 年 7 月 26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成交总金额为 10,050,200.00 元（不含交易费
用），回购股份数量 2,900,000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

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成交总
金额为 1,559,707,959.68 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自 2019 年2 月 14 日首次实施回购起，至 2019 年7 月
26 日收市，已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共计 459,659,52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9%，最高

成交价为 4.1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13 元/股，成交均价为 3.3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559,707,959.68 元（不含交易费用）。 

数据来源：Wind，财通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地产销售不及预期；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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