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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回升+估值回落，板块配置价值上升 

地产政策企稳+外资大量流入，12 月家电板块小幅跑赢。近期高层会议集中召

开，为明年经济形势确定“稳增长”基调，其中房地产政策方面，会议提出在

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下确保行业“良性循环”，因城施策支持合理住房需

求，我们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地产销售压力较大的城市有望出现对前期过严政策

的边际调整。12 月以来家电指数上涨 1.7%（截至 12 月 17 日），跑赢大盘

0.9 个百分点，其中地产相关度高的大厨电以及中央空调标的弹性较大。基本

面方面，我们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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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三季报 ROE（ttm）为最低值 17%，之后触底

反弹，截至 21 年三季报 ROE（ttm）回升至 21%，仍低于历史均值 23%

（2014 年一季报-2021 年三季报）。展望 2022Q1，家电板块的利空逐渐钝化

+估值偏低，较好的配置时点逐渐临近。（1）利空钝化：原材料价格开启下行

通道，叠加基数上升，2022 年上游成本压力边际递减。（2）估值偏低：核心

家电股整体 PE 相对大盘的估值回落至历史均值下方。（3）配置价值上升：过

去 16 年的经验表明 Q4 至次年 Q1 是胜率较高时段。建议关注三条主线：

（1）受益于基本面复苏的传统龙头，关注格力电器、海尔智家、美的集团、老

板电器、九阳股份、苏泊尔；（2）关注海信视像，股权改革催化+激光电视放

量+产品走出国门；（3）景气度高位的新兴家电，相关标的有科沃斯、石头科

技、极米科技、火星人。 

基本面：11 月地产销售降幅收窄，家电零售略显疲软 

地产数据：1-11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4.8%（较 19 年同

期+6.2%），2021 年 11 月单月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14%，降幅较之前有所降

低，主因信贷环境得到边际改善，房企资金压力稍微缓解。1-11 月房屋竣工面

积同比+16.2%，其中 11 月同比+13.2%，竣工面积增速环比大幅提升，或因短

期资金链放松。 

家电产销：（1）空调：出厂方面，11 月家用空调出货 978 万台（yoy-

2.4%），其中内销 517 万台（yoy-4.5%），今年制造成本上涨导致企业双十

一宣传不及往年，零售数据平平；11 月空调出口 460 万台（yoy+0.1%），增

幅有所缩窄，主因备货需求逐渐趋缓。零售端：11 月空调全渠道零售量/额同

比-21%/-16%，较 2019 年同期分别-45.2%/-35.9%，主因受到地产销售偏

弱、双十一促销力度弱等因素影响。价格方面，20Q4 起行业均价同比转正，

11 月线上/线下价格维持高增长，同比分别+3.1%/+13.4%；（2）大厨电：11

月油烟机全渠道零售量/额同比-18%/-8%，较 19 年同期-13.2%/-6.3%，景气

度不佳主因年初需求过度释放以及地产销售不景气；（3）冰箱&洗衣机：11 月

冰箱量/额较 2020 年同期-11.7%/-3.4%，较 19 年同期-8%/+2%，洗衣机 11

月零售量/额分别同比-16%/-12%，较 19 年同期-6.4%/-3.3%。（4）清洁电

器：11 月清洁电器线上零售量/额同比-7.1%/+27.1%，线下零售量/额同比-

31.6%/-21.3%，基数增高导致同比趋缓。 

风险分析：地产销售不及预期；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本币大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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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逻辑：利空钝化，估值偏低，配置价值上升 

盈利回升+估值回落，板块配置价值上升 

地产政策企稳+外资大量流入，12 月家电板块小幅跑赢。近期高层会议集中召

开，为明年经济形势确定“稳增长”基调，其中房地产政策方面，会议提出在

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下确保行业“良性循环”，因城施策支持合理住房需

求，我们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地产销售压力较大的城市有望出现对前期过严政策

的边际调整。12 月以来家电指数上涨 1.7%（截至 12 月 17 日），跑赢大盘

0.9 个百分点，其中地产相关度高的大厨电以及中央空调标的弹性较大。基本

面方面，我们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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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三季报 ROE（ttm）为最低值 17%，之后触底

反弹，截至 21 年三季报 ROE（ttm）回升至 21%，仍低于历史均值 23%

（2014 年一季报-2021 年三季报）。展望 2022Q1，家电板块的利空逐渐钝化

+估值偏低，较好的配置时点逐渐临近。（1）利空钝化：原材料价格开启下行

通道，叠加基数上升，2022 年上游成本压力边际递减。（2）估值偏低：核心

家电股整体 PE 相对大盘的估值回落至历史均值下方。（3）配置价值上升：过

去 16 年的经验表明 Q4 至次年 Q1 是胜率较高时段。建议关注三条主线：

（1）受益于基本面复苏的传统龙头，关注格力电器、海尔智家、美的集团、老

板电器、九阳股份、苏泊尔；（2）关注海信视像，股权改革催化+激光电视放

量+产品走出国门；（3）景气度高位的新兴家电，相关标的有科沃斯、石头科

技、极米科技、火星人。 

基本面：11 月地产销售降幅收窄，家电零售略显疲软 

地产数据：1-11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4.8%（较 19 年同

期+6.2%），2021 年 11 月单月较 2020 年同期下降 14%，降幅较之前有所降

低，主因信贷环境得到边际改善，房企资金压力稍微缓解。1-11 月房屋竣工面

积同比+16.2%，其中 11 月同比+13.2%，竣工面积增速环比大幅提升，或因短

期资金链放松。 

家电产销：（1）空调：出厂方面，11 月家用空调出货 978 万台（yoy-

2.4%），其中内销 517 万台（yoy-4.5%），今年制造成本上涨导致企业双十

一宣传不及往年，零售数据平平；11 月空调出口 460 万台（yoy+0.1%），增

幅有所缩窄，主因备货需求逐渐趋缓。零售端：11 月空调全渠道零售量/额同

比-21%/-16%，较 2019 年同期分别-45.2%/-35.9%，主因受到地产销售偏

弱、双十一促销力度弱等因素影响。价格方面，20Q4 起行业均价同比转正，

11 月线上/线下价格维持高增长，同比分别+3.1%/+13.4%；（2）大厨电：11

月油烟机全渠道零售量/额同比-18%/-8%，较 19 年同期-13.2%/-6.3%，景气

度不佳主因年初需求过度释放以及地产销售不景气；（3）冰箱&洗衣机：11

月冰箱量/额较 2020 年同期-11.7%/-3.4%，较 19 年同期-8%/+2%，洗衣机

11 月零售量/额分别同比-16%/-12%，较 19 年同期-6.4%/-3.3%。（4）清洁

电器：11 月清洁电器线上零售量/额同比-7.1%/+27.1%，线下零售量/额同比-

31.6%/-21.3%，基数增高导致同比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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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5 年至今家电板块相对万得全 A 的超额收益（单位：p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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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1. 0 - 0. 5 4. 0 0. 2 3. 8

2020 - 2. 4 - 3. 1 - 4. 3 2. 4 5. 6 - 6. 0 - 2. 2 - 1. 3 4. 1 6. 2 4. 8 1. 2

2021 - 3. 0 - 1. 5 - 0. 2 - 3. 0 - 6. 5 - 7. 9 - 6. 1 - 3. 3 0. 02 - 1. 0 - 3. 0 0. 9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表 1：家电板块部分公司 Wind 一致预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 

（亿元） 

2020 年 

归母净利润 

（亿元） 

2021 年 

盈利预测 

（亿元） 

2021 年 PE（倍） 2021 年 g CAGR1 PE/G 

000333.SZ 美的集团 4,797.6 272.2 293.9 16.3 8% 11.2% 1.5 

600690.SH 海尔智家 2,596.9 88.8 128.1 20.3 44% 25.0% 0.8 

000651.SZ 格力电器 2,099.6 221.8 239.7 8.8 8% 10.7% 0.8 

603195.SH 公牛集团 991.4 23.1 29.4 33.7 27% 19.9% 1.7 

603486.SH 科沃斯 865.6 6.4 20.5 42.3 219% 77.6% 0.5 

002050.SZ 三花智控 827.8 14.6 18.6 44.5 27% 25.3% 1.8 

688169.SH 石头科技 543.6 13.7 15.7 34.6 15% 24.3% 1.4 

002032.SZ 苏泊尔 499.1 18.5 20.5 24.4 11% 12.6% 1.9 

688696.SH 极米科技 278.2 2.7 4.5 61.9 67% 52.2% 1.2 

002508.SZ 老板电器 318.0 16.6 19.4 16.4 17% 16.2% 1.0 

002705.SZ 新宝股份 198.7 11.2 8.7 22.8 -22% 6.6% 3.4 

300894.SZ 火星人 197.2 2.8 4.2 47.2 52% 38.3% 1.2 

603355.SH 莱克电气 166.0 3.3 7.0 23.8 113% 52.0% 0.5 

603868.SH 飞科电器 174.0 6.4 6.9 25.1 9% 11.8% 2.1 

600060.SH 海信视像 182.0 12.0 13.5 13.5 13% 19.2% 0.7 

002242.SZ 九阳股份 170.4 9.4 9.7 17.5 4% 10.3% 1.7 

603515.SH 欧普照明 153.7 8.0 9.2 16.7 15% 15.4% 1.1 

000921.SZ 海信家电 150.4 15.8 14.1 10.7 -11% 7.0% 1.5 

688007.SH 光峰科技 134.3 1.1 2.5 54.5 117% 56.1% 1.0 

002677.SZ 浙江美大 102.8 5.4 6.7 15.3 24% 20.4% 0.7 

002959.SZ 小熊电器 93.6 4.3 3.3 28.6 -23% 7.5% 3.8 

300911.SZ 亿田智能 84.4 1.4 2.1 39.3 49% 35.8% 1.1 

688793.SH 倍轻松 59.2 0.7 1.2 51.0 64% 57.7% 0.9 

002035.SZ 华帝股份 52.5 4.1 5.0 10.5 23% 18.3% 0.6 

605336.SH 帅丰电器 47.7 1.9 2.6 18.1 36% 31.2% 0.6 

300824.SZ 北鼎股份 42.6 1.0 1.1 38.7 10% 21.1% 1.8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盈利预测为 Wind 一致预期，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1 统计时间段：2020 年至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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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基本面：空调内销下滑，大厨电仍然承压 

2.1、 11 月空调出厂：内销下滑，出口稳定 

11 月空调：内销出现下滑，出口相对稳定。2021 年 11 月家用空调出货 978

万台（yoy-2.4%），其中内销 517 万台（yoy-4.5%），今年制造成本上涨导

致企业双十一宣传不及往年，零售数据平平；11 月空调出口 460 万台

（yoy+0.1%），增幅有所缩窄，主因备货需求逐渐趋缓。与 19 年同期相比，

1-11 月空调内销下降 8%，1-11 月出口增长 18%。整体来看，2021 年 1-11 月

内销尚未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主要由于龙头企业的备货模式变迁，线下

消费能力恢复尚需时日，全国天气并无大面积持续高温。 

 

10 月冰箱：内外销增长乏力。10 月冰箱出货量同比-4.6%，其中内销/外销分

别同比-8%/-1%；出货量较 2019 年同期+14%，内销/外销分别较 2019 年-

1%/+35%。内销下滑主因十一期间主流群体谨慎消费，厂家重心更偏向于之后

的超级品牌日、双十一等促销活动；出口方面，10 月欧美以及大洋洲等地区受

黑五圣诞季影响出口量同比略有增长，其他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亚

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随着疫情的相对好转、供应的恢复以及当地生产的恢复出

口下降较多，另外由于成本以及海运价格影响，出口单价同比继续增长，但与

前几个月相比，增幅略有收窄。1-10 月冰箱出货量累计同比+5%，其中内销累

计同比+2%，外销累计同比+9%；与 2019 年相比，1-10 月冰箱销量累计提升

11%，其中内销/外销分别为-2%/+26%。 

 

10 月洗衣机：单月外销同比下滑 7%。10 月洗衣机出货量同比-3%，其中内销

/外销分别同比-0.5%/-7%；出货量较 2019 年同期+8%，内销/外销分别较

2019 年+9%/+6%。10 月出口同比下滑的原因有三，一是疫情反复使得出口运

价上升，各港口运力不足；二是去年下半年出口量快速上升，同期基数偏大；

三是出口价格受成本压力而提升，进一步压制需求。1-10 月洗衣机累计出货量

同比+9%，其中内销累计同比+6%，外销累计同比+13%；与 2019 年相比，1-

9 月洗衣机销量累计提升 4%，其中内销/外销分别为-2%/+14%。 

 

 

图 2：2017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家用空调月度内销量（万台）   图 3：2017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家用空调月度出口量（万台）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

150

300

450

600

750

90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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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7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冰箱月度内销量（万台） 
 

图 5：2017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冰箱月度出口量（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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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6：2017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洗衣机月度内销量（万台）  图 7：2017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洗衣机月度出口量（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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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2.2、 空调渠道库存&排产计划 

10 月空调渠道库存 2400+万台，环比持平。2021 年 1-10 月空调内销出厂同比

+7%，同期终端零售量累计同比-6.3%，终端需求不振导致渠道库存于今年被

动抬升。但整体上，当前渠道库存仍处于近年较低水平，从库存月数测算来

看，10 月库存月数为 3.5 个月，2020 年 7 月后老能效空调不再生产，老能效

产品去库相对较为有效。分品牌来看，10 月渠道库存主要来自格力的 950 多万

台，美的体量约 230 万台，奥克斯的体量在 340 多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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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空调商业渠道库存规模&库存月份（月）  图 9：空调行业排产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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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2021 年排产数据为计划数 

12 月空调行业预计总排产 1267 万台，较去年同期生产实绩-1.4%。据产业在

线排产数据显示，12 月行业总排产 1267 万台，同比去年同期实绩-1.4%，其

中 12 月内销排产较去年实绩+2%，需求较弱；外销排产较去年实绩增长

18%，海外需求仍维持强韧性，主因企业提前备货防止春节后产能跟不上+临

近年底企业业绩冲刺。分品牌来看，格力/美的 12 月排产较去年同期生产实绩

同比分别为-21%/+11%，其中内销排产相比去年实绩分别为-17%/+20%，外

销分别为+8%/+19%。 

图 10：格力空调排产同比（%）  图 11：美的空调排产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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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2021 年排产数据为计划数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光大证券研究所，2021 年排产数据为计划数 

 

2.3、 1-11 月零售：传统品类增长平淡，新兴品类销额趋稳 

1-11 月零售：传统品类增长持续疲软，新兴品类销额趋稳。以 2019 年为基

数，2021 年 1-11 月传统品类的增长略显乏力（或因更新需求主导，而居民收

入恢复较慢），其中冰柜、洗衣机、集成灶表现尚可，空调、彩电销量下滑明

显，大厨电销量负增长态势延续，厨房小家电则因去年同期受益于疫情面临高

基数。新兴品类方面，洗碗机、清洁电器、微蒸烤复合机的销额较 19 年提升

显著，但因基数抬升，其相较 2020 年的增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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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 年 1-11 月各品类累计增速2 

 销量较 2020 年同期 销量较 2019 年同期 销额较 2020 年同期 销额较 2019 年同期 

彩电 -14.3% -22.1% 10.3% -8.1% 

冰箱 -1.7% -2.6% 8.6% 6.5% 

冷柜 8.9% 11.3% 12.4% 4.2% 

洗衣机 3.5% -0.6% 9.7% 2.1% 

空调 -7.7% -21.4% 0.0% -22.9% 

厨电 -9.0% -15.6% 2.1% -7.0% 

电热 -3.5% -10.9% -0.3% -15.1% 

集成灶 30.3% 44.9% 45.4% 64.1% 

燃热 0.7% -11.5% 6.3% -12.4% 

小家电 -14.1% -13.7% -14.7% -26.9% 

洗碗机 1.5% 33.9% 14.0% 43.5% 

单功能微蒸烤 -25.6% -13.1% -19.5% -23.1% 

微蒸烤复合机 -7.0% 33.2% 9.7% 60.5% 

净化器 2.6% -17.9% -3.9% -36.4% 

净水器 -7.4% -17.9% -3.8% -26.5% 

清洁电器 7.1% 23.5% 33.3% 49.9% 

扫地机器人 -6.1% -3.2% 26.8% 43.2% 

电风扇 -9.0% 2.6% -5.5% -13.3% 

电暖器 -0.4% -2.6% -3.7% -10.6%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彩电、净化器、清洁电器、扫地机器人 11 月数据暂未更新，累计增速计算周期为 1-10 月 

 

表 3：2021 年 11 月各品类单月增速 

 销量较 2020 年同期 销量较 2019 年同期 销额较 2020 年同期 销额较 2019 年同期 

彩电 0.3% -15.6% 1.6% -6.5% 

冰箱 -11.7% -8.0% -3.4% 2.1% 

冷柜 9.4% 27.0% 7.5% 23.7% 

洗衣机 -15.9% -6.4% -12.4% -3.2% 

空调 -20.7% -45.2% -15.6% -35.9% 

厨电 -18.3% -13.8% -8.2% -3.8% 

电热 -23.1% -23.9% -12.7% -19.6% 

集成灶 14.8% 44.6% 21.5% 60.5% 

燃热 -14.4% -12.9% -8.9% -7.2% 

小家电 -24.4% -20.1% -24.1% -22.5% 

洗碗机 -5.8% 22.8% 9.0% 37.9% 

单功能微蒸烤 -30.2% -23.3% -18.8% -20.5% 

微蒸烤复合机 -5.7% 29.8% 4.5% 48.0% 

净化器 -18.5% -32.6% -20.8% -40.5% 

净水器 -21.8% -26.5% -15.6% -29.0% 

清洁电器 3.8% 7.6% 30.0% 61.4% 

扫地机器人 -13.5% -6.6% 32.1% 70.2% 

电风扇 -22.1% 5.3% -38.3% -26.3% 

电暖器 -34.5% -28.0% -32.9% -30.6%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彩电、净化器、清洁电器、扫地机器人 11 月数据暂未更新，单月增速为 10 月 

 

                                                                 
2 统计口径：厨电包括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厨房小家电包括破壁机、搅拌机、榨

汁机、电磁炉、电水壶、电饭煲、电压力锅、豆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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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空调：需求降幅明显，零售同比均大幅下滑。奥维云网推总数据显示 11

月空调全渠道零售量/额同比-21%/-16%，较 2019 年同期分别-45%/-36%，主

因由于原材料价格飙升带来的成本压力使得今年“双十一”期间各空调龙头企

业都慎言价格战，促销较弱导致零售不及往年，同时受地产政策和天气因素影

响，零售规模收缩明显。11 月线上零售量 223.17 万台（同比-15%），零售额

65.71 亿元（同比-12%）；线下零售量 143.94 万台（同比-28%），零售额

58.52 亿元（同比-19%）。与 19 年同期相比，空调 11 月零售量/额同比-

45.2%/-35.9%，零售端大幅下跌。 

 

图 12：空调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 13：空调线上线下均价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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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图 14：线下空调零售量占比(%)    图 15：线上空调零售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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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11 月厨电：油烟机量/额下滑明显。奥维云网推总数据显示，11 月油烟机全渠

道零售量/额同比-18%/-8%，下滑主因年初需求过度释放以及地产销售不景

气。其中线上市场零售额 15.7 亿（同比-8%），零售量 115.3 万台（同比-

18%），线下油烟机零售额 22.2 亿元（同比-8%），零售量 127.8 万台（同比

-20%）。11 月油烟机零售量/额相较 19 年同期-1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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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油烟机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 17：油烟机线上线下均价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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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图 18：线下油烟机零售量占比(%)  图 19：线上油烟机零售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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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11 月冰箱 & 洗衣机：线下销售量/额降幅明显。奥维云网推总数据显示，11 月

冰箱全渠道量 /额同比为 -11.7%/-3.4%，其中冰箱线上零售量 /额 yoy-

4%/+3%，线下-26%/-11%，全渠道量/额与 19 年相比-8%/+2%；洗衣机全渠

道量/额同比为-16%/-12%，洗衣机线上零售量/额 yoy-11%/-9%，线下为-

31%/-18%，全渠道量/额与 19 年相比-6.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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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冰箱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 21：冰箱线上线下均价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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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图 22：洗衣机行业零售量推总同比  图 23：洗衣机线上线下均价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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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2.4、 家电出口金额：11 月同比增速小幅回落 

11 月家电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小幅回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1 月家用电器出

口金额同比增速+22%，相较 10 月水平（+39%）小幅回落，该数据自 2 月至

今趋势性回落，在下半年转为小幅上扬，或因海外变异病毒反复导致。需求端

看，随着欧美主要经济体逐步接近群体免疫状态，以及大流行病失业补贴发放

结束，欧美耐用品消费逐步恢复至正常水位。供给端看，随着全球家电产能和

物流运输恢复，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产能转移逐渐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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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家电出口金额：11 月同比增速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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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1 月 

 

2.5、 原材料：价格开始下降，毛利率已度过艰难时刻 

整体来看，家电主要原材料价格在 2021 年持续走高，5 月达到阶段性高点。

2020 年下半年起家电成本端红利消失，20Q1 钢材、铜、铝、塑料价格分别同

比-1%、-8%、-2%、-11%；20Q2 的同比变化分别为-11%、-8%、-8%、-

15%；20Q3 的同比变化分别为+6%、+10%、+4%、+5%；20Q4 的同比变化

分别是+16%、+15%、+12%、+33%。21Q1 钢材、铜、铝、塑料价格分别同

比+31%、+40%、+22%、+44%，21Q2 钢材、铜、铝、塑料价格分别同比

+61%、+60%、+43%、+67%；下半年开始，在基数效应下，各原材料价格增

速小幅回落但依旧维持高位，21Q3 钢材、铜、铝、塑料价格分别同比+41%、

+35%、+40%、+39%；截至 12 月 17 日，21Q4 以来主要原材料价格均有不

同程度下降，后续毛利率压力有望因此缓解。 

 

图 25：钢材（冷轧板卷）价格（元/吨）  图 26：长江有色市场平均铜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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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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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长江有色市场平均铝价（元/吨）  图 28：塑料（ABS）价格（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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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原材料价格高位，21H1 家电利润率承压，下半年开始改善。家电行业的均价-

成本剪刀差红利在 2015 年最为显著，2016-17 年则见证了严峻的成本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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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家电产品均价由于疫情，经历了 Q1 下降，Q2-Q3

持续回升的 V 字反弹，Q3-Q4 原材料价格同比大幅上升。2021 年上半年，主

要家电的成本显著承压，其可变成本的同比压力已经超过了 2016-17 年；而进

入下半年，家电的成本压力边际趋缓，企业盈利有望环比改善。 

图 29：空调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图 30：冰箱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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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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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洗衣机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图 32：油烟机零售均价和原料成本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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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奥维云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2.6、 地产周期：1-11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较 19 年同期+6.2% 

11 月新房销售面积增速同比-14%，降幅较之前有所收窄。1-11 月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4.8%（较 19 年同期+6.2%），2021 年 11 月销

售面积同比下降 14%，降幅较之前有所收窄，主因信贷环境得到边际改善，房

企资金压力稍微缓解。展望后续，为避免房地产陷入硬着陆，调控政策已出现

了边际放松的迹象，但部分房企流动性问题持续发酵，叠加经济整体下行的压

力，金融机构对房企房贷仍显信心不足。预计接下来的一个月，虽然政策面对

于刚需与房企融资需求有松动，但楼市降温势态将仍会继续。 

图 33：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增速  图 34：各级城市单月销售面积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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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1 月 

11 月房地产新开工增速回落，竣工维持相对高位。1-11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较

2020 年下降 9%，较 19 年同期-11%，21 年 11 月单月同比为-22%，较 19 年

同期-21%，11 月开工同比降幅较大，主因地产政策收紧造成房企土地储备规

模减少，此外融资受新规影响，房企资金面承压；1-11 月房屋竣工面积同比

+16%，比 1-10 月累计同比下降 0.1pcts，较 19 年同期+10%，21 年 11 月单

月较去年同期+13%，较 19 年 11 月+20%，11 月单月竣工增速环比大幅增

加，或受到短期资金链放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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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新开工/竣工面积累计同比  图 36：交房面积月度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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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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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估值水平：相对 PE 略低于历史均值 

传统家电相对全部 A 股估值回升至历史均值。我们选取了 173家关注度较高的

传统家电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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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略低于历史均值，近年的阶段高点出现在 2021

年 1 月（均值+2 标准差上方）。 

图 37：主要的传统家电品种相对 PE 回落至历史均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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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PB-ROE 视角：三季度 ROE（ttm）环比小幅回落，PB4已经回归均值。我们选

取 17 只家电股票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同前），其整体 ROE（ttm）自 18 年中

报见顶后处于下降通道，20 年三季报 ROE（ttm）为最低值 17%，之后触底反

弹，截至 21 年三季报 ROE（ttm）回升至 21%，仍低于历史均值 23%（2014

年一季报-2021 年三季报）。与此同时，21 年三季报 17 只家电股的整体 PB 为

3.4 倍，正好落在历史均值位置（2014 年一季报-2021 年三季报）。 

 

图 38：PB-ROE 视角：三季度 ROE 小幅回落，PB 向均值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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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注：3 月指一季报，6 月指中报，以此类推  

 

                                                                 
3 选取的 17 只家电股票为美的集团、格力电器、海尔智家、三花智控、海信家电、海信视像、长虹美菱、惠而浦、老板

电器、华帝股份、浙江美大、万和电气、苏泊尔、九阳股份、新宝股份、飞科电器、莱克电气 
4 PB 指标中股价采用季报公布最后一日数据，即 4 月 30 日、8 月 31 日、10 月 31 日、3 月 31 日的数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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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金面：21Q3 公募基金减仓家电 

4.1、 基金持仓分析：21Q3 家电持仓环比-0.2 个百分点 

21Q3 主动公募继续减持白电龙头。整体来看，21Q3 主动公募基金减配家电，

其配置比例为 1.5%，环比-0.2 个百分点，家电超配比例-0.7%，环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看，环比 21Q2 来看，21Q3 公募基金减配白电 0.18 个

点，减持小家电 0.11 个点，减持照明及其他 0.16 个百分点，此外黑电、厨电

仓位基本持平。2012Q1-2021Q3 百分位分析，白电、大厨电、小家电、照明

及其他、黑电超配比例的历史百分位分别为 8%、15%、56%、77%、3%。 

图 39：主动公募家电配置比例  图 40：主动公募家电超配比例（单位：p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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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Q3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Q3 

 

图 41：主动公募家电子行业配置比例（单位：pcts）  图 42：主动公募家电细分行业超配比例（单位：p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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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Q3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Q3 

行业比较层面，21Q3 公募增配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减配食品饮

料、医药、电子元器件。超配比例排序，21Q3 主动公募青睐食品饮料、医

药、电力设备，超配比例分别为 6.1、4.9、3.9 个百分点。增配比例排序，

21Q3 公募基金加仓最多的行业是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电力设备，环比增配

比例为 1.8、1.6、1.0 个百分点。从历史百分位分析，电力设备、石油石化、

有色金属的超配水平处在历史高位，而家电、计算机、传媒的超配比例位于较

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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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1Q3 主动公募各行业超配比例（单位：pcts）  图 44：21Q3 主动公募各行业增配比例（单位：p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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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时间范围为 2012Q1-2021Q3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时间范围为 2012Q1-2021Q3 

 

图 45：21Q3 各行业超配比例历史百分位  图 46：21Q3 家电子行业超配比例历史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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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时间范围为 2012Q1-2021Q3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时间范围为 2012Q1-2021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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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3-

2021.12.17）外资增持最多的三个标的为海尔智家（+2445 万股）、TCL 科技

（+785 万股）、苏泊尔（+240 万股），减持最多的三只标的为格力电器（-

1535 万股）、美的集团（-694 万股）、兆驰股份（-614 万股）。从流通股占

比变化的角度，上周（2021.12.13-2021.12.17）陆股通增持前三位为海尔智家

（+0.39pcts）、苏泊尔（+0.30pcts）、四川九洲（+0.16pcts），减持前三位

是老板电器（-0.61pcts）、奥佳华（-0.27pcts）、格力电器（-0.26pcts）。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1- 证券研究报告 

家电行业 

表 4：上周陆股通持仓情况变化 

 持股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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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29 10.60 0.39 

苏泊尔 240.42 7.87 0.30 

四川九洲 162.51 0.27 0.16 

TCL 科技 784.52 3.51 0.06 

华帝股份 41.79 3.60 0.05 

深康佳 A 14.32 0.59 0.01 

荣泰健康 0.00 0.33 0.00 

海信视像 0.00 0.06 0.00 

四川长虹 0.00 0.02 0.00 

惠而浦 0.00 0.00 0.00 

银河电子 0.00 0.00 0.00 

*ST 奥马 0.00 0.00 0.00 

顺钠股份 0.00 0.00 0.00 

*ST 同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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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科电器 -7.32 0.41 -0.02 

欧普照明 -28.29 2.84 -0.04 

莱克电气 -26.01 1.06 -0.04 

美的集团 -693.93 17.52 -0.10 

九阳股份 -86.19 11.61 -0.11 

三花智控 -474.62 22.60 -0.13 

创维数字 -145.27 0.69 -0.13 

兆驰股份 -613.73 0.97 -0.13 

海信家电 -135.88 8.89 -0.15 

格力电器 -1535.49 11.35 -0.26 

奥佳华 -169.20 1.66 -0.27 

老板电器 -581.61 10.46 -0.61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段为 2021 年 12 月 13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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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格力电器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 48：美的集团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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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12 月 w1 时间为 11.29-12.3；12 月 w2 时间为

12.6-12.10，12 月 w3 时间为 12.13-12.17，下同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49：海尔智家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 50：老板电器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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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51：华帝股份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 52：九阳股份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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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23- 证券研究报告 

家电行业 

图 53：苏泊尔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 54：飞科电器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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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55：莱克电气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图 56：三花智控陆股通月度以及当月周度持股数变化（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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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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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周行业回顾 

5.1、 行情回顾 

上周板块表现：上周申万家电行业-3.98%，位列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第 28 位，

同期沪深 300、中小板指、创业板指的涨幅分别为-1.99%，-1.27%、-0.28%。

细分板块来看，上周白色家电-3.85%，黑色家电-0.82%。行业内上市公司，上

周涨幅前五为：顺钠股份（+47.28%）、圣莱达（+14.19%）、创维数字

（+8.89%）、奋达科技（+6.81%）、长青集团（+4.93%）。 

图 57：家电板块 2018 年初至今涨跌幅  图 58：上周中信家电行业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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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统计时段：2021 年 12 月 13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 

图 59：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图 60：家电板块 PE(TTM，倍) 

-6

-4

-2

0

2

4

6

8

公
用
事
业

传
媒

建
筑
装
饰

综
合

通
信

钢
铁

计
算
机

建
筑
材
料

轻
工
制
造

机
械
设
备

采
掘

非
银
金
融

休
闲
服
务

国
防
军
工

化
工

纺
织
服
装

房
地
产

交
通
运
输

电
气
设
备

农
林
牧
渔

电
子

银
行

医
药
生
物

商
业
贸
易

食
品
饮
料

汽
车

有
色
金
属

家
用
电
器

 

 

0

5

10

15

20

25

30

35

2
0
1
1

-0
6

2
0

1
1

-1
2

2
0

1
2

-0
6

2
0

1
2

-1
2

2
0
1
3

-0
6

2
0

1
3

-1
2

2
0

1
4

-0
6

2
0

1
4

-1
2

2
0

1
5

-0
6

2
0

1
5

-1
2

2
0

1
6

-0
6

2
0

1
6

-1
2

2
0

1
7

-0
6

2
0

1
7

-1
2

2
0
1
8

-0
6

2
0

1
8

-1
2

2
0

1
9

-0
6

2
0

1
9

-1
2

2
0
2
0

-0
6

2
0

2
0

-1
2

2
0

2
1

-0
6

2
0

2
1

-1
2

家用电器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统计时段：2021 年 12 月 13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统计时段截至 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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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上周个股涨幅前五位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000533.SZ 顺钠股份 47.28 

002473.SZ 圣莱达 14.19 

000810.SZ 创维数字 8.89 

002681.SZ 奋达科技 6.81 

002616.SZ 长青集团 4.93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段为 2021 年 12 月 13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 

 

表 6：上周个股跌幅前五位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603996.SH *ST 中新 -12.59 

600870.SH 厦华电子 -9.19 

600336.SH 澳柯玛 -8.17 

002759.SZ 天际股份 -8.08 

600619.SH 海立股份 -6.47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段为 2021 年 12 月 13 日-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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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上周重要公告 

表 7：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公司名称 公告名称 公告内容 

哈尔斯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海外子公司的公告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的目标要求，结合公司客户对供应

商的要求，以及当前公司在国际市场发展的实际情

况，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国际化战略，挖掘市场空间，

并应对未来的贸易风险，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斯（香

港）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 ET HK 与公司员工于

涛、吴晓东、程小燕拟在泰国罗勇工业区投资设立哈

尔斯(泰国)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泰

铢，以货币方式出资，主要从事杯壶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以及有关客户服务，并以泰国为点，拓展公

司自主品牌在东南亚以及全球市场的布局。 

顺威股份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

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文细棠先生持有的 60,947,010

股公司股份已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被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拍卖。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通知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网上查询获悉，上述股份中的 27,827,010 股公

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海尔智家 关于向子公司增资并成立智慧生活家电事业部的公告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生活电器公司增资 35 亿元，用于

新产品的定义、研发、制造和推广。生活电器公司的

产品将包含清洁电器、新兴厨房电器、智能家居产品

和其他新兴电器等，同时提供全屋清洁、健康烹饪、

舒适环境和智慧护理的场景解决方案。公司亦将使用

整体资源，为生活电器公司提供通用技术研发、销售

渠道、集中采购、数字化运营的支持，并将强化现有

大家电与生活家电新产品的网络协同效应。为实现该

目标，公司成立智慧生活家电事业部，作为公司的一

级战略单元，由公司副董事长解居志先生担任负责

人。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6、 风险分析 

地产销售不及预期；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本币大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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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说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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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公 

司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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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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