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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家电
2023年，中国家电市场由于房地产市场疲软，新房

和住房置换装修市场低迷，平板电视的需求依然走低。相
反，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出现了报复性消费，旅游和
出行需求回升，数码相机的需求也随之恢复。在这一年里，
不同产品的需求增长出现了显著差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国内家电市场总销

售额为8,719亿元，同比增长0.5％。虽然疫情防控政策结束

后市场适度回暖，但并未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市

场环境依然低迷。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受新房销售下

滑的影响需求复苏尤为缓慢。

2023年，线上销售额方面，冰箱、烘干机、吹风机和

洗地机（吸尘器新类别）分别相当于上年的101％、120％、

107％和111％，在这些产品的带动下，线上家电市场销售额

实现了同比增长。线下销售额方面，烘干机和洗地机分别达

到上年水平的118％和120％，实现增长；小家电中，吹风机

和剃须刀分别相当于上年的75％和95％，出现低迷。加之线

下门店数量因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而减少，受此影响，2023

年线下市场的整体销售额低于上年水平。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结束，休闲、外出就餐等需

求开始大幅回升，但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复苏则较为缓慢，

疫情期间强劲的厨电需求也出现了下滑。在消费趋势方面，

经济下行和股价下跌等因素导致了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受此

影响，强调性价比、理性消费等关键词，自2023年第三季度

开始，在包括“双11”促销在内的家电市场尤显突出。

主要商品概况

平板电视
2023年，电视机销量继续下滑，降至约3,100万台。由于

房地产交易的萎靡，购买新机和换新需求也相应减少。其

中65英寸及以下型号的销量下降尤为明显。消费者的需求

正在从平板电视转向投影仪和智能便携显示器等新型家用

设备，这也成为了平板电视销量下降的一个因素。

从销售渠道来看，线上销售的占比不断攀升，已占到

平板电视销量的67％。但是，随着电视机使用需求的下降，

“双11”促销期间，电商渠道的销售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

图１： 平板电视销量（单位：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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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VC

数码相机（可换镜相机）
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结束，旅游、出行、聚

会等活动出现了爆发式复苏。数码相机销量也随之攀升，

2023年销量约达150万台，同比增长50％。

电商渠道的销量持续增长，占到了可换镜相机销量的

57％。无反光镜的无反相机也带动了数码相机销量的增长。

除传统的静态摄影外，拍摄动态影像已成为可换镜相机的

一项重要功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拍摄VLOG和直播。2023

年，女性购买者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随着旅游和其他活

动的复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

刺激了相关需求。

图２： 按渠道划分的可换镜相机销量（单位：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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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G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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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按类别划分的可换镜相机销量（单位：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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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Gfk

空调
2023年，家用空调需求量为4,232万台，随着疫情防控

政策的结束，家用空调的更新需求显著回升，较上年增长

23.9％。线上市场的复苏尤为明显，同比增长37.2％，带动了

空调市场的整体复苏。在功能方面，除了换气和除菌功能已

成为标配外，各空调企业都在加强对“健康”价值的宣传以

及无风感气流等舒适型气流控制，预计未来这一趋势仍将

持续。中国消费市场强调性价比的整体趋势和空调市场的

两极分化在不断加剧，家用空调趋向于大型化，而中低端市

场的价格竞争则愈演愈烈。

图４： 家用空调销量（单位：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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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Gfk

冰箱
2023年，冰箱市场销量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3.0％，降

至3,393万台。特别是线下市场，由于疫情的影响仍未消散，

导致门店数量持续减少，线下销量同比下降7.3％，降至714

万台。线上销售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线上市场销量占比

达到79％（按销售额计算，则为61％），较上年增长了1个百

分点。因疫情而扩大的食品大量储备需求在后疫情时代依

然存在，包括消毒和保鲜在内，消费者对健康和清洁功能

的需求仍然强劲。随着人们对厨房空间设计追求的不断提

升，超薄型、嵌入式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快速增长。

图５： 冰箱销量（单位：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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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泛博瑞咨询

洗衣机
2023年，洗衣机市场销量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2.5％，

降至3,315万台。线下市场与冰箱市场的情况相类似，由于

疫情的影响仍未消散，导致门店数量大幅减少，2023年洗

衣机销量同比下降7.7％，降至666万台。洗衣机市场的线上

销售规模也有所扩大，2023年线上销量占比达到80％（按

销售额计算，则为66％），较上年增长了1个百分点。另一方

面，烘干机市场延续了2022年的高速增长态势，销售额111

亿元，比上年增长27％。消费者对洗衣机的需求也趋向多元

化，洗干一体机以及用于清洗鞋子或内衣的专用小型洗衣

机也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图６： 洗衣机销量（单位：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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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泛博瑞咨询

线上渠道环境
“双11”促销已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线上促销活动，自

2022年以来，天猫和京东均未公布“双11”网上总成交额。

从市场整体来看，2023年与上年相比应该略有增长。以天

猫和京东为代表的现有综合电商平台销售额均表现为同比

微降。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市场的是小红书、抖音等具有直

播带货功能的新兴平台，其销售额增长均超过两位数。

过去，消费者的购物平台一般都是从小红书、抖音等应

用程序链接到天猫等综合电商平台带动购买。从2022年开

始，抖音和小红书等内容发布平台企业在应用程序内自创购

物功能，实现了消费者使用平台的去中心化，让消费者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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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选择。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等视觉表达来娱乐观众和

扩大影响力，从而带来可观的销售额。

资料来源： 泛博瑞咨询、Cast Global Consulting

后疫情时代家电市场的消费趋势
2023年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元年，也是人们对消费复苏

寄予厚望的一年。经过疫情期间的“宅生活”，人们的出行

和社交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反弹，但包括家电在内，耐用消

费品的复苏却十分有限。与此同时，人们对后疫情时代经济

回暖寄予厚望，但由于房地产衰退和股市低迷，未来的不

确定性进一步增强，消费市场整体只实现了小幅回升。在这

一背景下，大众的消费变得更加理性，人们开始认真仔细地

分析个人消费需求，考虑如何兼顾质量和价格。在经历过

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环境变化之后，人们对情绪价值的渴

望变得更加强烈，并将目光投向了“疗愈经济”。取悦自我

的“悦己消费”一词也成为一种潮流。家电市场受到这一趋

势的影响，重视性价比和消费的高低端两极分化日益明显。

同时，追求厨房、客厅、卧室、浴室和阳台等不同生活空间居

住舒适度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显现，拉动了注重与空间设

计协调的嵌入式家电、采用物联网技术的家居环境控制系

统，对基于新型家电的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长。

资料来源： 泛博瑞咨询、Cast Global Consulting

＜建议＞
1. 关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① 确保《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并公开详细信息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中国
版WEEE）于2009年2月25日公布，自2011年1月
1日起施行，于2019年3月进行了修订；而《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于
2012年5月21日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为
确保公平性和透明度，希望基于生产者立场，按
产品以及按国产产品和进口产品分类等口径公
开处理基金的征收和使用详情。

② 加快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补贴的发放速度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补贴发放时间严重滞后，

如，有些地方2019年第一季度的补贴在四年后的
2023年12月29日才发放。希够加快补贴发放的速
度，以提高企业开展回收利用的积极性。

③ 完善和加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制以及废
弃物拆解处理设施的建设

　为确保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企业经营活动的
正常与安全，希望完善并强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回收体制及拆解废物处理设施。

④ 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时，公开、分享和审议
试点工作的结果

　根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不仅企业应承担责
任，政府、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等均负有责
任，必须相互合作。此外，在中国本土六大家电

企业的参与下，废旧家电回收目标责任制的试点
工作已于2022年启动。因此，在制定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时，希望将上述试点工作的结果向企
业公开和分享，并与企业充分交流，在充分考虑
企业经营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2. 关于节能（能效标识制度）

⑤ 整理能效标识制度以及相关法规和标准，提高
执行效率

　成为能效标识制度的对象产品后，生产者需履
行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的备案、检测、添加
标识等繁琐的手续，成本增加。希望政府整理
相关法规及标准，提高执行效率。特别是那些
在上述制度正式实施之前便已上市销售的产
品，很难对其进行追溯，因此希望将其排除在实
施对象范围之外。

3. 《产品标识标注规定》废止后的应对

⑥ 明确《产品标识标注规定》中的标识标注内容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2014年第70号

文件中公告废止了《产品标识标注规定》。过去
根据该规定进行标识标注的内容，将无法掌握
标识标注的依据，以及无法判断标识标注内容
的准确性。希望明确以下两点标识标注内容：

· 关于进口产品以及代工生产（ODM／OEM）产品
的生产者名称的标注。按照过去的《产品标识
标注规定》进行标识标注时有无问题。

· 关于进口产品质量合格证的标注。是否与过去
一样可以不标注质量合格证。

4. 关于物流（运输包装监管）

⑦ 修改《性能证》的标准，放宽限制
　中国对危险品的运输包装标准有严格的要求，

其中，近年来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车载电池被列
为第9类危险品，进行海运出口时需要采用II类
包装。

　将周转箱用作海运出口包装时，每次使用之前
都必须向海关查验中心提交样品，需要进行1.2
米跌落测试后取得《性能证》。其中仅检验时间
就需要两周左右，并且每份《性能证》最多仅供
1万只周转箱使用。（若数量超过1万箱，则需要
分次申请）

　为能够灵活应对生产量和出货量波动，企业所
备周转箱的数量一般为实际用量的1.5倍至2倍。
在上述情况下，实际的申请费和包装材料的成本
会高于必要的成本，无法推进向廉价可大量运
输的海运模式转变，这给企业提高成本竞争力
和降低物流领域环境负荷带来了困难。

　包装认证所需费用

· 中国约1,000元／票（每次出口都需要认证）

· 日本20万日元／年（无需每次出口都进行认证）

　因此，对于同一产品的运输包装，希望对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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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修改，例如，修改为非每次进行检验，
而是定期（每季度或每半年一次）进行检验和
认证，并且对于已获得《性能证》的包装，允许
其在“本单有效期”内免检。同时，希望放宽限
制，提高《性能证》所覆盖的箱数上限（从目前
的最多1万箱提高到最多10万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