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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艰巨挑战：产能过剩，业绩下滑；增长缓慢，竞争加
剧；效率低下，难以永续；能力不足，制约发展。工信部部长苗圩在3月份召开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上强调，中国制造业需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制造业升级。为
了应对增长趋缓和竞争加剧的挑战，制造业企业应通过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有效利用
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和IT技术提高运营效率，促成制造业的转型创新，为制造业企
业注入活力，进而提高竞争力。

其实近几年有些企业已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突破，尤其是家电制造企业，引领了制造业行
业的创新转型升级，在此希望通过家电行业的案例研究，能够抛砖引玉对其他制造业企
业具有借鉴意义。

传统家电行业注重产品本身，即产品实用性、性能和设计，然而这一模式正面临着四种
内外部挑战：首先，研发和设计资源有限，企业内部封闭的研发模式难以满足消费者需
求；其次，生产成本提高，定制化需求增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效率有待提高；再
次，随着人均收入增多和消费升级，企业需要为消费者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最后，家电
市场竞争趋于同质化和“大宗商品化”，差异化竞争势在必行。

为了应对这四种挑战，家电行业的制造业转型从四方面出发，即用途人性化，生产自动
化、产品智能化和竞争差异化。这些应对方式强调研发和产品设计以客户为中心，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出差异化产品。



2 思略特

1. 用途人性化：研发和生产客户需要和想要的产品

传统家电行业公司主要通过内部研发部门进行产品开发，主要聚焦产品本身，这样产生
的问题主要是：研发只能借助公司内部有限的资源；研发部门创新的想法和能力较有
限；更重要的是，公司缺少与消费者保持沟通的时间和精力，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满足
消费者快速变化的需求，用途设计不够人性化。

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开始尝试与外部优质资源进行合作，更深入地了解消费者需求，
注重产品用途的人性化设计。开放创新平台成为家电制造业转型创新一大亮点，这一平
台通过和消费者、供应商及其他市场主体的直接对话，利用涌入平台的需求、技术和知
识，企业能够了解客户当前和潜在的需求，把握市场趋势，加速人性化技术和产品的涌
现，实现生态圈内的共创共赢。

以白色家电企业海尔为例，近几年推出的HOPE（开放创新平台）旨在让全球的用户和资
源在平台上零距离交互，用户可以直接在HOPE上提出生活中的痛点，工程师们会给予
专业的回答，并拆解相关的技术需求，为这些相关技术需求寻找合适的技术资源。同
时，越来越多的研发技术需求和方案在HOPE上发布，产生大量迎合客户需求和用途人
性化的产品，一些产品已经被投入市场。

2. 生产自动化：以高效多产的方式迎合定制化需求

目前，大多数国内工厂仍是劳动力密集型，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较低，生产信息化管理
系统相对孤立，数据分散且透明度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小批量、定制化要求的
增多，工厂的成本和效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智能工厂强调在企业内部统一的信息管理体系基础上，集成MES系统，计划、调度、生
产，通过控制技术和相关环节实现互动、组织生产，做到人和机器的高度匹配，在较低
成本下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未来，只需将收集分析的市场大数据实时传送到配料、
生产部门，进而通过独一无二的部件识别，将元器件自动分配到相应的生产线上，而产
品部件上的代码，则可以通过和设备“通话”，在柔性生产线上完成一系列不同型号乃
至不同类型产品的混线生产、智能检测等过程，随后将符合标准的产品传送到制定的物
流仓储点，最终实现在较短的周期，为不同客户提供符合要求的定制产品的目的。

智能工厂意味着智能化生产不仅需要自动化，更需要设备间、设备和系统、设备和产品
线之间的实时信息互动。这对现阶段正在布局智能工厂的家电企业来说仍是待解决的
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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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智能化：生产为客户带来附加价值的智能化产品

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家电市场逐渐饱和，增量市场主要为需求增长缓慢的农村地区，
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的过渡要求家电产品逐渐从普及转向更新，而智能化是产品更新的
重要方向。家电市场中的几个巨头纷纷研发、生产和销售智能产品，力图在智能家电领
域占有一席之地。

智能电视是家电产品中最早触网的产品线，长虹和TCL在推出智能电视之后，又推出了
智能空调、智能冰箱和智能洗衣机等一系列产品。以冰箱为例，产品可以自动采集用户
数据，从而推测出用户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并且有针对性地推荐菜谱和生活健康建议。同
时，一些冰箱产品已经和第三方平台相连接，用户可以通过冰箱直接在第三方购物平台
上下单。这一智能产品探索了客户体验转型的方向，为客户来了高附加价值。

同时，随着传感器技术的精益，家联网概念的成熟，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智能电器
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将达到新的高度，新的智能产品将不断涌现。

4. 竞争差异化：以差异化产品打造可持续业务

近年来，国内众多传统家电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纷纷开始智能家电市场的布局，智能家电
产品逐渐成为家电企业厮杀的红海。为了避免依靠价格的恶性市场竞争，家电企业还需
发掘自身优势，设计和生产差异化产品以增强企业业务的可持续性。

目前，智能家电在远程控制、易用性和节能性等方面进步显著，已推出较多成熟的产品，
但是在家庭互联网方面仍有待改善，如在产品的网络化、开放性和兼容性方面，不同家
电和不同品牌家电之间的兼容性不够成熟。举例来说，客户需要用不同的手机客户端去
监控不同的智能家电，而不能用一个客户端去监控所有的智能家电，这极大地影响了客
户的使用体验。因此，强调家电和人、家电和家居之间互动的“智能家居”，可以作为企
业竞争差异化的一大切入点。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受政策指引和推动，中国制造业
转型方兴未艾。以上案例都是制造企业在转型创新领域的探索，未来是否成功仍有待时
间的检验，但却标志着中国制造业转型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如何应对“新常态”下各类挑战和不确定性，如何让企业在艰苦的商业环境中实现
并保持增长？思略特认为，围绕核心能力体系打造一套连贯有效的战略是成功的关键。
战略需要服务于企业在“新常态”下全新的增长目标，并能够在成本压力与日俱增的市
场中，为后续可能开展的有针对性的资源配置、组织转型和变革管理提供整体的指导思
路，从而充分利用转型创新的机遇，实现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在经过市场的历练后，成
功企业能凭借更有针对性的战略、更健康的成本结构、更创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更
贴近世界领先水平的实践方式，成为“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最坚定的践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