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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市场表现 

近五个交易日（1.15-1.21）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73%，家电（中信）板块上涨

0.14%，行业跑输大盘 1.59 个百分点，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5。细

分子行业方面，本周涨跌互现。小家电+5.92%、照明电工及其他+1.21%、黑

色家电+0.63%、白色家电-0.42%、厨房电器-1.42%。个股方面，近五个交易

日聚隆科技（+41.81%）、新宝股份（+19.84%）和太龙照明（+19.84%）涨幅

居前，老板电器（-4.93%）、海立股份（-4.35%）和公牛集团（-4.05%）跌幅

居前。 

 行业相关数据 

白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 年第 3 周（2021.1.11-2021.1.17）

空调线下销额同比上涨 60.26%，销量同比上涨 55.78%；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55.74%，销量同比上涨 36.75%。冰箱线下销额同比上涨 9.21%，销量同比下

降 6.72%；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24.65%，销量同比上涨 10.98%。洗衣机线下销

额同比下降 17.08%，销量同比下降 2.60%；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32.31%，销量

同比上涨 24.30%。 

黑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 年第 3 周（2021.1.11-2021.1.17）

彩电线下销额同比上涨 5.22%，销量同比下降 14.13%，线下产品均价为 4377

元，均价同比上涨 854 元；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11.13%，销量同比下降 14.39%，

线上产品均价为 2537 元，均价同比提升 583 元。 

厨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 年第 3 周（2021.1.11-2021.1.17）

油烟机、燃气灶和厨电套餐线下销额分别同比上涨 42.25%、10.43%和 75.73%，

销量分别同比上涨 19.68%、-5.53%和  57.56%；线上销额分别同比上涨

46.86%、27.31%、47.07%，销量分别同比上涨 40.97%、10.43%和 28.30%。 

小家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年第3周（2021.1.11-2021.1.17）

豆浆机、料理机、养生壶、破壁机线下销额分别同比下滑 23.48%、53.73%、

55.65%和 55.40%，销量分别同比下降 37.04%、38.90%、56.22%和 49.68%；

线上销额分别同比上涨 12.72%、20.58%、90.34%和 14.12%，销量同比上涨

43.21%、36.92%、102.04%和 47.74%。 

 家电行业要闻 

2021 年央视春晚将首次 8K 直播 海信电视成独家合作伙伴 

2020 年中国彩电市场量价齐跌，大尺寸化、品质化是未来趋势 

疫苗上市，新加坡冷库存储价格迎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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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公司动态 

四川九洲：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的进展公告 

苏泊尔：2020 年度业绩预告 

惠而浦：关于要约收购的进展公告 

 投资建议 

白电方面，出口持续高增长。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 1-12

月，我国空调累计出口 4721 万台，同比增长 13.9%；其中 12 月出口空调 357

万台，同比增长26.9%。1-12月，我国冰箱累计出口6954万台，同比增长35.6%；

其中 12 月出口冰箱 648 万台，同比增长 58.7%。1-12 月，我国洗衣机累计出

口 2154 万台，同比下降 2.2%；其中 12 月出口洗衣机 195 万台，同比你增长

3.1%。 

黑电方面，销量分化明显，高端细分市场销量维持高增长。根据奥维云网最

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彩电线下市场均价达 4717 元，同比大

幅提升 21.5%。销量方面分化较为明显，线下市场总零售量同比下滑 26.5%，

但高端细分市场表现亮眼，OLED 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56.1%，激光电视销量

同比增长 4.8%。从 2020 年下半年起，受部分原材料短缺以及面板价格上调

因素的影响，电视整机价格便持续上涨。据奥维云网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1 月彩电全渠道市场均价达 3059 元，较年初价格增长 18.5%。 

总体来看，家电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综上，暂时给予行业“看好”评级， 建

议关注美的集团（000333）、海尔智家（600690）、格力电器（000651）、老板

电器（002508）和新宝股份（002705）。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风险；疫情反复的风险；汇率波动造成汇兑损失的风险； 

行业终端需求严重下滑的风险；海外出口景气度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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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表现 

近五个交易日（1.15-1.21）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73%，家电（中信）板块上涨 0.14%，

行业跑输大盘 1.59 个百分点，在 30 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5。 

图 1：家电行业在 30个中信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0（1.15-1.21）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细分子行业方面，本周涨跌互现。小家电+5.92%、照明电工及其他+1.21%、黑色

家电+0.63%、白色家电-0.42%、厨房电器-1.42%。 

图 2：家电行业细分子行业涨跌幅（1.15-1.21）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个股方面，近五个交易日聚隆科技（+41.81%）、新宝股份（+19.84%）和太龙照

明（+19.84%）涨幅居前，老板电器（-4.93%）、海立股份（-4.35%）和公牛集团

（-4.05%）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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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近五个交易日家电（中信）行业个股涨跌幅 

涨幅前五名 涨跌幅% 跌幅前五名 涨跌幅% 

聚隆科技 41.81% 老板电器 -4.93% 

新宝股份 19.84% 海立股份 -4.35% 

太龙照明 19.84% 公牛集团 -4.05% 

浙江美大 17.76% ST 圣莱 -3.53% 

融捷健康 14.91% 兆驰股份 -3.29%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2、行业相关数据 

白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 年第 3 周（2021.1.11-2021.1.17）

空调线下销额同比上涨 60.26%，销量同比上涨 55.78%；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55.74%，销量同比上涨 36.75%。冰箱线下销额同比上涨 9.21%，销量同比下降

6.72%；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24.65%，销量同比上涨 10.98%。洗衣机线下销额同比

下降 17.08%，销量同比下降 2.60%；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32.31%，销量同比上涨 

24.30%。 

黑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 年第 3 周（2021.1.11-2021.1.17）

彩电线下销额同比上涨 5.22%，销量同比下降 14.13%，线下产品均价为 4377 元，

均价同比上涨 854 元；线上销额同比上涨 11.13%，销量同比下降 14.39%，线上

产品均价为 2537 元，均价同比提升 583 元。 

厨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 年第 3 周（2021.1.11-2021.1.17）

油烟机、燃气灶和厨电套餐线下销额分别同比上涨 42.25%、10.43%和 75.73%，

销量分别同比上涨 19.68%、-5.53%和 57.56%；线上销额分别同比上涨 46.86%、

27.31%、47.07%，销量分别同比上涨 40.97%、10.43%和 28.30%。 

小家电方面：据奥维云网（AVC）数据统计，2021 年第 3 周（2021.1.11-2021.1.17）

豆浆机、料理机、养生壶、破壁机线下销额分别同比下滑 23.48%、53.73%、55.65%

和 55.40%，销量分别同比下降 37.04%、38.90%、56.22%和 49.68%；线上销额分

别同比上涨 12.72%、20.58%、90.34%和 14.12%，销量同比上涨 43.21%、36.92%、

102.04%和 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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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空调线上周度零售额数据（单位：万元）  图 4：空调线下周度零售额数据(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渤海证券 

 

图 5：冰箱线上周度零售额数据（单位：万元）  图 6：冰箱线下周度零售额数据(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渤海证券 

 

图 7：洗衣机线上周度零售额数据（单位：万元）  图 8：洗衣机线下周度零售额数据(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渤海证券 

 

 

 



                                       家电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8 of 19 

 

3、家电行业要闻 

1、2021 年央视春晚将首次 8K 直播 海信电视成独家合作伙伴 

距牛年春晚直播还有 22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透露，2021年春晚将开展 8K制

作，除夕之夜将直播 2021 年 8K 春晚，这也是历史上首次采用 8K 直播的春晚。

据悉，显示行业的领军者海信凭借在超高清领域的雄厚技术实力，被央视选定为

“2021 年春晚 8K 直播独家合作伙伴”。（中国新闻网） 

2、2020 年中国彩电市场量价齐跌，大尺寸化、品质化是未来趋势 

2020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疫情“黑天鹅”事件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活

和经济节奏，各行各业几乎都承压前行，彩电行业也不例外。据奥维云网最新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达 4450 万台，同比下降

9.1%，零售额规模 1209 亿元，同比下降 11.7%。 

其实，2020 年彩电行业出现“量额齐跌”的现象是在预料中，也在预料之外。

近年来，我国彩电行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自 2017 年以来，正式进入存量时

代，彩电行业已经连续几年出现“量额齐跌”的景象，2020 年保持这种情况也

不意外。 

但是，出现这样大幅度的“量额齐跌”现象又在预料之外，2019 年我国彩电零

售量同比下降 2.0%，2020 年下降幅度达到惊人的 9.1%，这对彩电行业来说并

不是好事。虽然大部分原因归结于疫情影响，但是彩电行业依然面临非常大的压

力。 

2020 彩电行业承压强行，量额齐跌，但在市场方面也呈现了一些变化。 

变化一：液晶面板迎来上涨周期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关注液晶面板的价格走势，只知道彩电品牌都在打价格

战，液晶电视也变得越来越便宜。殊不知，彩电品牌打价格战的底气是来自液晶

面板的价格持续下降，这一占据彩电近 80%成本的部件价格下行，彩电知道随

着价格战也越来越便宜。 

但是，进入 2020年以来，液晶面板迎来持续上涨周期。2020年一季度，液晶面

板迎来小幅上涨，但是 4、5 月份迎来回落，从 6 鱼粉开始，面板供需关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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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面板价格开始进入持续上涨周期，短短将近一年时间，液晶面板价格上涨近

70%。 

行业人士预计液晶面板在 2021 年涨幅将回暖，将在价格高位持续一段时间，然

后最终回到平稳状态，这与全球液晶需求及格局密不可分。 

一是疫情打乱企业生产节奏，加上供应链材料价格上浮，带动价格上涨;其次，

疫情使居家办公、学习以及娱乐需求增加，增加液晶显示产品的需求;最后，三

星、LGD 等未来将推出液晶面板生产，竞争减少，将为趋于稳定。 

变化二：彩电需求向更新换代需求转变 

中国市场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行业从增量市场的新增需求和二次购买需求向存

量市场的更新换代需求转变，中国彩电需求动力换挡，行业需求模型从哑铃型向

纺锤型转变。 

过去，彩电价格并不便宜，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彩电。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买台电视已经变得非常容易。自液晶渠道 CRT 时

代开始，彩电行业迎来高速发展期，而且随着彩电价格越来越便宜，电视机会已

经普及。 

电视作为家庭必备产品，相信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台电视，随着智能电视时代的

来临，更新换代需求成为当前彩电行业需求的主动力，而且二次购买需求增长进

一步增加，将成为未来新一轮的彩电增长点。 

变化三：消费行为向线上转移 

2020 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也是线上市场非常红火的一年。年初的疫情来袭，线

下市场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线上销售却迎来爆发式增长，企业纷纷转战电商平

台，通过直播卖货、社交平台带货等方式，转型线上销售。 

据奥维云网(AVC)全渠道推总数据显示：彩电线上渠道零售量占比高达 64%，较

去年同期增长 6.4%，零售额占比 50.4%，较去年同期增长 10.2%。线上消费成

为主流的同时，电商平台也在积极谋局下沉市场，完善三四线网络进一步拓展市

场。 

变化四：大尺寸化趋势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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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彩电市场大尺寸化进程继续，65 英寸以上产品占比 25%，较去年同

期增长了 6.5%;2020 年全年平均尺寸 52.4 英寸，增长了 1.5 英寸。 

根据奥维云网数据，2020年 55寸液晶电视以 29.5%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65

英寸以上产品占比25%，同比增长6.5%，以同比2.8%的增速成为增长速度最快

的尺寸。一线电视品牌包括三星、海信、创维、TCL 以及互联网品牌小米、乐

视等，主流产品尺寸覆盖从 55、65、75 英寸，大尺寸已经成为未来不可逆的趋

势。 

变化五：由价格战向价值战转变 

2020 年，液晶面板价格迎来持续上涨，终端售价也迎来大幅上涨，少则

300~500 元的涨幅，多则上千的涨幅，面对不断上涨的价格，彩电行业明显显

得驱动力不足。 

或许是因为面板价格的不断上涨，亦或是国内彩电行业创新驱动力不足，彩电整

体品质正在不断提升。特别是以量子点、OLED、激光等创新显示产品在今年的

热度大增，特别是激光电视更是实现逆势增长，成为唯一正增长的彩电品类。 

除了在创新显示技术上的看点之外，彩电细分市场也迎来逆势增长，比如社交电

视、游戏电视、教育电视等细分品类，场景细分将是彩电行业未来的趋势。这一

趋势也将带动彩电行业由价格战向价值战转变。 

虽然2020年我国彩电行业承压前行，但是2021依然充满机遇。奥维云网预计，

2021年我国彩电市场需求仍处于盘整期，市场规模将大大 4396万台，同比下降

1.2%;价格战改善，市场回归结构改革，零售额规模 1311 元，同比增长 8.4%。

（百姓家电） 

3、疫苗上市，新加坡冷库存储价格迎来上涨 

《联合早报》12 月 28 日报道：随着冠病疫苗出炉，新加坡力争成为疫苗的储存

和分发枢纽，新加坡冷藏物流仓库的租金预计会上扬。 

房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环球（Cushman & Wakefield）日前发报告指出，由于疫苗须

低温储藏，全球对冷藏物流设施的需求料上升。此外，科学家预计冠病疫苗会像

流感疫苗一样，需要每年接种来维持有效性，对全球冷藏物流设施带来持续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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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指出，全球制药公司正在将产品组合和焦点转移到生物药剂上，生物药剂

是由生物成分制成。生物药剂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冷链运输和包装上的支出会增加。

冷链物流涉及在控制温度的仓库存储货物，以及使用冷绝缘运输车辆分发货物。 

所有保健产品中约有 25％对温度敏感，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保持特定的温度范围是

至关重要的。此外，电子商务和网上买菜也推动了冷藏物流需求。 

高纬环球指出，冷藏仓库的租金比普通仓库高得多，根据设施的类型（冷藏或冷

冻）以及所处的地区，租金可高出 50％至 100％，甚至更高。 

在新加坡，冷藏仓库每月的租金介于每平方英尺 2.50 元至 3.50 元，但这预计会上

扬，尤其新加坡力争成为疫苗储存和分发的枢纽。 

高纬环球东南亚区研究部主管李敏雯说：“冷藏设施由于需要安装绝缘设备和机

器，发展成本更昂贵，但租金溢价可吸引发展商建造冷藏仓储设施。投资者和发

展商也正在考虑，把传统仓库改造为冷藏仓库，来赚取更高的租金。” 

高纬环球新加坡执行董事兼物流与工业房地产部主管王俐频指出，新加坡病毒阻

断措施第二阶段期间囤货的现象，导致物流设施的需求激增。同样的，随着新加

坡改善基础设施，来确保安全储藏和分发疫苗，冷藏物流市场会出现更多租赁和

投资活动。 

报告指出，由于冷藏仓库供应有限，并且需要按照特定要求来改造，租户往往签

下较长的租约，介于 10 年至 20 年，而一般仓库的租约仅为三年。冷藏仓库租约

也包含租金调升的部分，一般和通货膨胀率挂钩。 

冷藏仓库租户续约的可能性也更高，因为在同一地点找到其他合适的设施不容易。 

此外，冷藏仓储设施的租户往往也支付房地产税、维修费用和大楼保险费用，对

投资者来说管理要求低。 

亚太的冷藏仓库存储容量有限，全球冷链联盟（GCCA）数据显示，2018 年美国

城市人均的冷藏仓储容量为 0.5 立方米，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仅是这个数字的

十分之一。 

亚太地区若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要增添 4 亿 1100 万立方米的供应，这是目前供应

的近两倍。 



                                       家电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2 of 19 

 

李敏雯说，虽然冷藏物流领域还处于萌芽阶段，但预计未来数年会转型为主流领

域，需求增长会超过供应。 

保守型投资者可收购已经拥有长期租户的冷藏物流设施。寻求高回报的投资者则

可以探讨绿地和棕地发展项目，并可在项目开市前与营运商及组合达成合作，降

低完工后的空置率风险。（中国家电网） 

4、重点公司动态 

1、四川九洲：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的进展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存续分立

的方式分立为“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九洲电器所持有公司全部 486,907,288 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7.61%，将由九洲集团承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四

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1）、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签署 <公司分立协议> 暨控股股东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

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披露的《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等公告及

文件。 

九洲集团、九洲电器正在积极办理上述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因上述变更事项尚需

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标的股份持有人变更备案手续以及向税务部门办理

相关税务手续的原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标的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登记,后续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苏泊尔：2020 年度业绩预告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营业收入：1,859,641.6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78,400 万元 ~ 191,4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08% ~ 0.31%；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5,100 万元 ~ 166,3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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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基本每股收益：2.178 元/股~2.337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与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

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 

其中：营业收入同比下降，除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还受到执行新收入准则

下销售抵减的影响。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准则及相关衔接规定，本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新收入准则”，将符合销售抵减性质的应付客户费用抵减“本报告期”的营业收

入，而“上年同期”则是原准则下的营业收入，故两期营业收入存在准则口径差

异。如果将“本报告期”的营业收入按“上年同期”的口径进行重算，则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 1.35%。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惠而浦：关于要约收购的进展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广

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事宜

进展情况的告知函》。现将要约收购事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要约收购情况说明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格兰仕出具的《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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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本次要约收购系格兰仕向惠而浦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为 467,527,790 股，占惠而浦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1.00%；要约价格为 5.23 元/

股。此外，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 390,883,890 股（占惠而浦股份总数的 51%），

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最多合计持有惠而浦

467,527,790 股股份，占惠而浦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1.00%。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

止惠而浦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 要约收购进展情况 

202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Whirlpool Corporation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惠而浦集团对格

兰仕本次要约收购表示欢迎。作为惠而浦集团的重要供应商，格兰仕与惠而浦集

团的供应关系已超过 15 年。惠而浦集团一直在评估有助于惠而浦在中国市场中增

强业务表现的潜在战略合作关系。惠而浦集团正在对要约条件和潜在战略合作的

其他方面，以及对公司财务报表和其他运营方面的潜在影响等进行考量及评估。

在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后，格兰仕将发起正式的部分收购要约。待要约收购正式

发起后，惠而浦集团董事会将决定是否批准通过其子公司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售股

份。此外，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目前惠而浦集团

子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权存在转让限制，在转让限制解除之前，双方将不会达成

股份收购的正式协议。”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有关事项的答复函》，其主要内容如下：“就格兰仕以部分要约方式收购惠

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宜，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对格兰仕本

次要约收购表示欢迎。本次要约收购以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为目的，合肥市国控

看好格兰仕与上市公司的潜在协同效应，并希望通过本次要约收购开启与格兰仕

的战略合作关系”。 

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收到收购人出具的《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事宜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因本次要约

收购涉及的反垄断申报工作尚未完成，收购人无法在披露《惠而浦（中国）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公告《要约

收购报告书》。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4 日披露的《惠而浦（中国）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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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收到收购人出具的《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事宜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根据该告知

函，本次要约收购涉及的反垄断申报工作尚未完成。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披露的《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2）。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收到收购人出具的《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事宜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根据该告知

函，本次要约收购涉及的反垄断申报工作尚未完成。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5）。 

2021 年 1 月 22 日，公司收到收购人出具的《广东格兰仕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事宜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根据该告知

函，本次要约收购目前收购人已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提交了有关经

营者集中的申报材料。此外，本次要约收购实施前需要向美国、巴西、德国、土

耳其、奥地利、哥伦比亚进行反垄断申报，收购人正在推进相关申报工作。 

三、 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要约收购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等有权主管部门的同意

批复后实施，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2、公司密切关注本次要约收购的进展，并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每 30 日发布一次情况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公告关于本次要约收购

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要约收购并未生效，尚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投资建议 

白电方面，出口持续高增长。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 1-12 月，

我国空调累计出口 4721 万台，同比增长 13.9%；其中 12 月出口空调 357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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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26.9%。1-12 月，我国冰箱累计出口 6954 万台，同比增长 35.6%；其

中 12 月出口冰箱 648 万台，同比增长 58.7%。1-12 月，我国洗衣机累计出口 2154

万台，同比下降 2.2%；其中 12 月出口洗衣机 195 万台，同比你增长 3.1%。 

黑电方面，销量分化明显，高端细分市场销量维持高增长。根据奥维云网最新公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彩电线下市场均价达 4717 元，同比大幅提升

21.5%。销量方面分化较为明显，线下市场总零售量同比下滑 26.5%，但高端细

分市场表现亮眼，OLED 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56.1%，激光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4.8%。

从 2020 年下半年起，受部分原材料短缺以及面板价格上调因素的影响，电视整

机价格便持续上涨。据奥维云网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1 月彩电全渠道市场均

价达 3059 元，较年初价格增长 18.5%。 

总体来看，家电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综上，暂时给予行业“看好”评级， 建议

关注美的集团（000333）、海尔智家（600690）、格力电器（000651）、老板电

器（002508）和新宝股份（002705）。 

 

6、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风险；疫情反复的风险；汇率波动造成汇兑损失的风险； 行

业终端需求严重下滑的风险；海外出口景气度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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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免责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

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

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

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

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

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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