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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超过820亿元，这是

在压力重重的 2011 年家电市场上，

格力电器交出的业绩答卷。格力高

层表示，2012 年格力将全力冲刺销

售收入过千亿的目标。而未来五

年，格力电器将延续目前的扩张速

度，力争实现营业收入达到 2000 亿

元的目标。

与此同时，多家家电企业业绩

报表报亏，业绩普遍下滑。业内认

为，今年中国家电整体疲软趋势依

旧不改，“寒冬说”、“过冬策”不绝于

耳。在接受采访时，有家电业“铁娘

子”之称的董明珠谈了她对当下家

电行业发展的看法。

关于家电业“寒冬论”
2012年以空调行业为例，没有

谁觉得市场增速将出现大幅下跌。

假如平稳缓慢的增长都被视为“寒

冬”的话，那只能说许多过惯了舒

服日子的企业已经不知如何去应对

竞争。据产业在线统计，2011冷年

空调行业的总产量是1.14亿台，总

销量是 1.12 亿台，同比分别增长

37%和36.9%。而空调市场规模从

5000万台跃升到今年的上亿台，仅

仅用了两年时间。格力电器总裁董

明珠向记者表示：“就算是行业的

增速是个位数，对我们格力电器而

言，我认为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稳

定的增长。2002-2008年，家电行

业的增长也是个位数，特别是2008

年，整体行业是下滑的，但是格力

电器还是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就说

明了行业面临调整期，在这样的情

况下，作为格力电器这种竞争力强

的企业来讲，反而是一个机会，我

认为行业会进一步的整合，对格力

来讲更好地发挥优势，能够促进新

一轮的整合力的提升。只要你掌握

核心科技、顺应市场潮流，就一定

能抓住机遇，战胜挑战，赢得市场

的青睐。”

政策退出将造就市场新蓝海
在家电下乡、节能补贴和以旧

换新等系列消费促进政策的催化

下，国内家用空调市场经历了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持续两年多的空前

繁荣期。到2011年底，国家节能惠

民和以旧换新政策相继到期，家电

下乡政策也已开启退出机制，整个

家电行业内销出现大规模、大幅度

的负增长，家电企业对产业政策运

用过度、依赖度过高的一些负面影

响也逐步体现出来。然而，格力电

器唯一持续保持着正增长。

谈到这一点，董明珠妙语连珠：

“国家财政的这些钱，并不是拨给企

业，是拨给市场和消费者的。国家

是希望通过产品的能效升级，让消

费者在消费体验的过程中，改变消

费观念而实施的。国家以旧换新等

产业政策取消后，大部分家电企业

都觉得很困难。实际上市场经济本

来就存在竞争，必须要优胜劣汰。

如果靠政府补贴来让企业正常运

转，那也是给企业打急救针让它活

下来，就像使用呼吸机，如果呼吸机

一拿，就停止呼吸，那也是假呼吸。

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

给的，不是这个补贴那个补贴，而是

要营造一个好的经营环境，创造一

些可监控、能够保护消费者利益的

东西。

我觉得政策的退出，对具有品

牌、渠道优势的龙头企业而言，倒更

有利于其产品市场份额的提高。未

来家电行业消费重心下移的趋势还

将延续，三四级市场将成为行业需

求的有力支撑。”

中国制造要追求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
中国在十年前已经是全球家电

第一制造大国，但目前中国制造仍

未突破技术与品牌两大瓶颈，尤其

是黑电企业。也有一些企业沉醉于

“买技术也能创造可观利润”，止步

于做“技术附庸”，核心技术一直在

外国企业手里，无法跻身国际强势

企业行列。

对于中国家电企业如何建立真

正意义上的竞争力，董明珠还是坚

持她的“工业精神”：我一直认为一

个制造业不要太浮躁，不要追求利

益最大化，而要追求消费者的利益

最大化，怎么来保证市场最大化？

无非就是两点：一是创新意识，二是

人才培养。我认为只有这两点做到

了，那么你的技术自然会领先于别

人。“中国制造”想要突围，企业家一

定要有个好的心态，不能浮躁，应该

求精、求稳。如果我们的心态不转

变，还是急功近利，还是鼠目寸光，

对“中国制造”将会有很大影响。

掌握核心技术对中国制造很重

要，技术创新才能让消费者敞开大

门。我觉得技术是创造一个东西去

改变别人，而不是模仿别人。技术

是我创造了一个东西，让消费者觉

得因为这样的改变给自己提供了方

便，那么这就是你的创新。所以，我

觉得创新是中国制造最不可丢失的

精神。 （转自《红网》）

董明珠：莫让国家政策成“呼吸机”

“现在唱红可以给我们一种鼓舞

和力量，现在一些中小学课本中删除

了《朱德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等

红色经典，这是对革命先辈的一种背

叛。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

要求。”

——贺龙女儿、77岁的全国政协

委员贺捷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

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

习，这就无可非议。因为他是一个

官员，把子女送出国了，就要受到

非议，这是不公平的，领导把子女

送出国学习只是一种选择，甚至不

是 他 本 人 的 选 择 ，是 他 子 女 的 选

择。”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宗立

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应戴有色

眼镜看干部子女。宗立成认为，把

子女送到国外去，不要考虑是不是

官员，因为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

“武钢养猪”反衬出转型期困惑与纠结

非常道
feichangdaoF 短评

duanpingD
吴睿鸫

指定“祭天酒”
金戈

从今年起，在天坛祭天仪式上“皇

帝”敬给上天的酒，将由沱牌舍得酒独家

赞助。此事引起一番热议，不少人认为

这听着实在有点滑稽。对此，当事双方

天坛公园和沱牌舍得酒分别表示，双方

都认为彼此价值观契合，所以进行合

作。天坛公园方面承认合作中涉及经济

赞助，原因是正常门票收入无法支撑花

费巨大的祭天表演。（3月 7日《北京晨

报》）

如专家所说，祭天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最具代表性的最庄严的祭祀仪式，反

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神圣性和

纯洁性，在这种场合由商家出钱使用“指

定用酒”，给人的印象不太严肃。

不过在普通人看来，专家大谈文化

有点上纲上线，天坛祭天仪式并不是真

的祭天，只是一场表演，现在能够拉来赞

助，经费充足了，无疑更有利于表演。一

个逼真的表演不就是更好的祭天吗？

然而笔者以为这种文化搭台，经济

唱戏的行为早就在神州处处开花，这无

疑是值得商榷的，同时屡屡被仰之弥高

的文化，为何总是屡屡沦为经济的婢女？

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一文中写

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

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

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

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

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

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

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

以有永续的智能。

读了上段话，再联系新闻中商业化

的祭天，我们如此地将传统文化商业化，

更不顾一切地构建现代的商业化文化

……以此类推，我们“商业”了自身，也“商

业”了他人，他人也将我们看成一种商品，

甚至一些人自愿且自得地将自己看成一

种商品，为自己能够拥有商业价值感到自

豪。我们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文化就这样被改变了。商

业化成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这也拉赞

助，那也拉赞助，只要能有赞助，只要有赞

助，管什么传统的文化，本身传统一词就

不曾存在于一些人的字典里。

虽然指定用酒祭天可能无需过分

指责，但这起事件无疑充满隐喻。

“三公”有病，茅台“吃药”？
范子军

星 雨

3000 亿 元 、1200

瓶，这两个数字让全

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坐

不住了。前一个数字

是九三学社在提案中

列举的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

后一个数字是媒体报道的贵阳市某区

政府一年喝掉的茅台酒。为此，他向全

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禁

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3月

7日中国青年报）

“三公消费”是两会绕不开的话题，

而茅台的国酒身份和现今的特殊身价，

特别是时常在公款吃喝“出没”的尊贵

身影，注定会成为大家聚焦的目标，因

此，出现公款消费禁止喝茅台酒的提

案，也就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不满三公消费的大手大脚、

铺张浪费，试图拿茅台酒当冤大头，通

过立法禁喝的方法让茅台酒销声匿迹，

显然打错了板子。如果执行得力，或许

能够让公款吃喝告别茅台，却未必能够

遏制公款吃喝日渐奢华的程度和居高

不下的耗费额度。

正如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所言，

“三公消费高是体制原因，不能怪茅

台”。禁茅台酒的主张是颠倒了因果关

系，从本质上讲，不是茅台贵导致公款

吃喝花费过大，而是不受遏制的公款吃

喝，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抬高茅

台酒的价格。酒企不过是沾了三公的

光，充其量不过是浑水摸鱼借机大赚了

一把而已。

“三公”有病，茅台“吃药”，不但是

治标之策，而且显得荒诞，对品牌、企业

来说也不公平。事实上，即使禁了茅台

酒，有每年公款吃喝 3000 亿甚至可能更

多、还会继续增长的庞大市场需求，“培

育”一个替代品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此

前有报道说，某地酒企不是生产出了价

格不菲的“领导专供酒”吗？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

表示，政府机构作风改一改，一年省个

几千亿不成问题。可见，下决心从制度

层面治理三公消费，大幅削减、压缩公

款吃喝规模，让公款吃喝喝不起茅台酒

才是关键所在。何况“三公”奢侈消费

品里，不只有茅台酒，还有数千甚至上

万元一条的天价烟、还有超标奢华公

车、还有价格高得惊人的高档办公用

品，等等。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

经理邓崎琳透露，今年武钢准备建万头养

猪场，而且年内就出栏。在钢铁企业普遍

微利的背景下，武钢今年对钢铁产业可以

说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却在非钢产业上

重金砸下390个亿谋求发展。武钢“养猪”，

究竟是“不务正业”，还是另辟蹊径谋求转

型？（3月7日《人民网》）

据说，武钢要养猪的想法由来已久，养

猪的部门是后勤部门，而现在要把养猪提

升到一个新的发展战略高度。至于为何把

养猪当成投资方向，就在于看养猪比炼钢

更赚钱。有人在做了市场调查后得出结

论，钢材与猪肉形成了价差，养猪比产钢更

划算。因为目前钢材平均每公斤4.7元，而

最便宜的猪肉每公斤已近26元。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养猪的风险

一点也不亚于股市。养猪业是完全竞争性

行业，比如，多数选择抓住2007年国家优惠

政策的人或企业，在2008年建场，2009年和

2010年开始生产。然而，从2009年起，猪价

由于供大于求，一路走低，2007年养一只猪

挣 800 元，2009 年亏 300 元。 从 2011 年四

五月开始，猪价才重新开始回升并进入盈

利。倘若这些巨型企业，都把巨额资本投

向养猪业，过不了多长时间，养猪又会出现

大面积的亏损，这种市场规律任何人无法

改变。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占据市场多

半份额的春兰空调风光无限，于是迫不及

待地将触角伸进其他多个领域，摩托车、洗

衣机、冰箱、汽车底盘和压缩机等项目纷纷

上马，试图打造一个日不落的“春兰帝

国”。如今，中国空调业的主流阵营哪里还

有春兰的影子？ 武钢会不会步入春兰后

尘，仍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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