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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恢复信号释放

奥维云网认为，一季度疫情反复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需求的释放，冰箱

市场也因此销售惨淡。进入5月以来，随着

疫情逐渐缓解、多地出台促消费政策以及

“6·18”促销节提前打响，5月冰箱全渠道零

售额同比增长11.9%，实现了由负转正，释

放了市场恢复的信号。

中怡康零售监测数据也显示，今年一

季度，彩电、空调等大家电的销售额、量

均同比下滑，但500升以上冰箱以及冰

柜产品的销售则逆势上涨。其中，500升

以上冰箱销量同比增长14.3%，冰柜销量

同比增长11.6%。不过到了6月，这种趋势

得到了抑制。

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冰箱销量与上半年疫情反复关系

密切，由于小区封控，居民不能常态购买果

蔬菜品，从而令居民“囤菜”需求暴涨，带动

了该品类尤其是冰柜的销售。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也持相似观点，他

认为上半年冰柜产品本就不是瞄准家庭

用户，其应用场景更多在商场、零售店，居

民对于冰柜本没有长期需求，更多是作为

特殊时期的一种应急手段，是冰箱的补充

产品。

此外，自2020年5月以来，上游原材料

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冰箱企业通过多轮提

价将成本压力向零售端转嫁，形成冰箱市

场价格连续两年高增长的景象，据奥维云

网监测数据，2022年6月冰箱线上、线下均

价分别为2391元、6462元。

“走向高端化”成浪潮

对于冰箱市场而言，尽管下半年的销

售面临不确定性，但资本市场却给出了积

极信号。

上周作为冰箱上游压缩机企业的长虹

华意收获了多个涨停。据该公司发布的半年

报预告显示，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7100万-8100万元，同比增长45.32%-65.7

9%；预计扣非后净利润为6200万-7200万

元，同比增长 599.44%-712.26%。此外，生

产压缩机的汉钟精机今年一季度录得归母

净利润9117万元，同比上涨22.67%；冰山冷

热预计上半年净利润2400万-2800万元，

同比增长约265%-292%。

洪仕斌表示，上半年冰箱市场继续稳

步推进高端化进程，主要企业不管是布局

高端产品还是品牌和价值输出，“走向高端

化”正在品牌的转型升级战中掀起一股浪

潮。据奥维云网线下监测数据，2022年上半

年线下市场零售额规模同比下降12.8%，但

均价上升17.1%，8K+市场即将占据半壁江

山，零售额占比高达到48.8%。

长虹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谈

到，如今冰箱消费价值取向已经从高性价

比转向注重品质、细分化、个性化等，品质生

活已成为家电市场发展主旋律。例如“6·18”

期间，长虹美菱冰洗线上销售表实现34%增

长，京东单品十字门冰箱销售突破1万台。

未来市场将加速分化

奥维云网认为，随着下半年铜、铝、塑

料等冰箱上游原材料价格呈现下滑趋势，

企业成本压力有望得到改善，传导至零售

端产品价格上涨趋势预计也将有所缓解。

但冰箱市场长期处于高保有量状态，且产

品同质化严重，技术迭代缓慢，需求以更新

换代为主导的局面持续深化，需求释放不

及预期。同时伴随着新兴渠道的崛起以及

线上电商持续向四六级市场下沉，部分需

求将释放在中低端市场。

有关分析认为，冰箱乃至更多家电产

品的市场分化是大势所趋，高端市场追求

的是个性化、差异化，下沉市场则需要继续

耕耘培育，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

此外，在全新的形势下，冰箱行业的消费

需求、产业结构等都在迅速调整。从消费端来

说，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消费者对品质生活

追求的意愿本就日益强烈，而疫情带动的家

庭健康防护意识提升，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原副所

长白雪涛表示，未来的健康冰箱，首先要做

到节能环保，正确使用消毒因子；其次，要

彻底消除异味，加大无菌材料、抗菌能力的

研发力度；再者，要合理地无负载清洁。他

强调，所有家电产品都存在风险和收益问

题。所谓风险，就是能够导致健康损害的因

素出现，而收益则是减少健康损害。二者之

间如何做到平衡，就是家电企业在未来设

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长虹相关负责人也认为，在健康消费

趋势不断凸显下，冰箱作为家庭健康的重

要成员，除了保鲜、净味等核心的功能之

外，抗菌、灭毒成为家庭生活的安心首选，

也是新的需求。

目前，新一轮家电下乡已箭在弦上。

“无论是发放消费券还是对企业发放补贴，

都将有机会促使冰箱等家电产品销量迈上

新台阶，对于积压日久、销售困难的家电而

言也是一次出清的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于高端家电线上销售，平价家电更依

赖线下渠道，对于企业而言，需要让销售、

售后、回收换新这一产业链条更加透明和

畅通。”家电产业观察家许意强说。

北京商报记者金朝力王柱力

北京商报讯（记者王晓）7月18日，桃李面

包发布业绩预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桃李面

包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9.0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3%。值得一提的

是，这已经是自2021年一季度以来，桃李面包

连续第六次披露业绩报告显示“增收不增利”。

桃李面包财报中给出的解释大多涉及原材料

价格上涨。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原材料价格

上涨仅是因素之一，近年来桃李面包在南方市

场的亏损额度亦在不断挤压公司利润。未来，

桃李面包若不能及时控制成本、止住子公司亏

损，便很难走出“增收不增利”困局。

原料成本上涨、毛利率下降，桃李面包仍

未挣脱增收不增利困局。

根据桃李面包发布的2022年半年度业绩

快报，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06亿元，同比

增长9.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57

亿元，同比下降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41亿元，同比增长

1.31%。

对于上述业绩变动，桃李面包在公告中

表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下

降的主要原因系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及终端

配送服务费用增长导致本期毛利率同比略有

下降；此外，去年同期桃李面包其他收益、汇兑

收益及理财收益高于本期也是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增收不增利已经成了近

两年桃李面包的业绩常态。北京商报记者梳

理桃李面包业绩数据发现，2022年一季度伊

始，该公司已经连续六次披露业绩报告显示

营收增长但净利润下滑。具体来看，2021年一

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年报以及2022年一季

度净利润分别下滑16%、11.6%、17%、13.5%

和2.8%。

在上述业绩报告中，“原材料价格上涨”

多次被桃李面包解释为业绩下滑的原因。除最

新半年报预告外，在2021年财报中，桃李面包提

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在

2022年一季度财报中，桃李面包仍认为“原材

料价格上涨是其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之一”等。

“针对近期原材料上涨，贵公司的面包产品

是否会涨价？”多位投资者在投资互动平台提出

相关问题，但桃李面包并未做具体回复，仅表

示，“请关注我司对外披露的信息”。

对于如何改善净利润下滑趋势以及未来是

否会提价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发送邮件采访

桃李面包，但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事实上，桃李面包利润持续下滑，离不开

南方市场多家子公司亏损的蚕食。

公开资料显示，桃李面包前身为沈阳市

桃李食品有限公司，2000年之后，桃李面包开

始向全国市场拓展。2013年，内蒙古桃李、青

岛桃李、济南桃李成立；到2015年，该公司基

本完成北方地区布局；上市后，桃李面包成立

东莞桃李、武汉桃李，开始了对华南及华中市

场的拓展。

选择南下的桃李面包业绩并不乐观。

2021年财报显示，桃李面包39家子公司中，13

家处于亏损状态，其中大部分为南方公司，上

海桃李、海南桃李、江苏桃李、福州桃李、厦门

桃李均亏逾千万元。在发布年报的当天，桃李

面包还发布公告称，“拟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

福州桃李面包有限公司和厦门桃李面包有限

公司”。

从营收地域分布来看，桃李面包亦存在

明显“北强南弱”的现象。数据显示，东北、华

北和华东市场的收入对其营收贡献较大，在

2021年营收中的占比分别为45%、22.9%、

23%，而华中和华南等南方市场收入在营收中

的占比仅为2.9%和8%。

在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

丹蓬看来，桃李面包原是北方的烘焙品牌，其

产品结构、升级迭代并不能匹配南方烘焙市

场的核心需求，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此外，

南方市场烘焙品牌众多、竞争激烈，桃李面包

销售渠道依托的是大卖场，但在南方，现做现

卖、定位更高端的连锁烘焙店更受欢迎。

“桃李面包原材料、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各

类成本持续上涨，叠加需求不旺、竞争优势不

足等原因，桃李面包需要牺牲收益率刺激营

收增长，从而造成企业连续多次出现业绩增

收不增利的局面。”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

建议，目前面包市场同质化程度较高，桃李面

包产品的差异化优势较低。未来桃李面包需

要通过研发和创新投入，来提升竞争力、扩大

收益率。

7月18日，据奥维云网（AVC）全渠道推总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

冰箱市场零售量为1507万台，同比下滑5.5%；零售额456亿元，同比下

降3.4%。尽管上半年市场量额齐跌，但500升以上冰箱及冰柜的销售则

异常火爆。随着下半年市场的逐渐复苏，冰箱市场的热点将向何方传递

正成为行业的关注点。

回应遭质疑

7月17日，据央广网报道，一辆理想L9试

驾车悬架出现问题，车辆左前轮陷入车身中

无法正常行驶，疑似车辆空气悬架故障断裂。

消息一出，迅速引发关注。

随后，理想汽车发布消息称，近日一台理

想L9的门店试驾车高速冲击路面大坑，造成

右前空气弹簧漏气损坏，给用户带来对空气

弹簧质量和耐久性的疑虑。对于事故原因，理

想汽车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解释称，一

辆重庆试驾车以90公里/ 时的速度冲过一个

超过20厘米的深坑，导致空气弹簧内部的缓

冲环破损。

“因为供应问题，我们有部分试驾车使用

了试制阶段的缓冲环。虽然试制版零部件满

足安全标准，但遇到大冲击工况时会偶发失

效。实际量产版的缓冲环强度为试制版的2.5

倍，面对更大的冲击也不会出现问题。而装配

加强版缓冲环的原因为，理想L9标配21寸轮

毂，缓冲的压力更大。”上述相关人士表示，试

驾车空气弹簧并非断裂，是空气弹簧内部的

缓冲环破损。

然而，理想汽车方面的紧急回应却引发

更大争议。原吉利研究院院长胡峥楠在社交

平台发布消息表示，“90公里时速过20厘米的

坑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一般车辆的离地间隙都

没20厘米，且正常人不会对着20厘米的坑高速

行进”。同时，他还对“试驾车用了试制件，量产

件强度是其2.5倍”提出疑问。胡峥楠认为，一

辆车从样车到量产车要经过TT（工装测试）、

PP（试生产）、VP（样车确认）、MP（量产）各阶

段，每阶段的车都有相应的使用场景。

同时，不少网友也开始担忧理想L9的悬

挂是否存在问题。一位网友称：“90公里/时的

速度过20厘米深坑，20厘米深坑到底什么概

念？怎么只有悬挂断了轮胎没爆？”也有网友

调侃称：“这就是500万以内最好的SUV？过个

坑悬挂就断了？”

此外，作为理想汽车空气弹簧供应商之

一的保隆科技发布声明称：“截至目前，我公

司未收到任何关于空气弹簧产品失效的客户

反馈，我公司空气弹簧产品自量产以来质量

稳定，未收到任何质量投诉。”

卖点屡引争议

作为理想汽车的第二款车型，理想汽车

创始人李想称理想L9是“500万以内最好用的

家用SUV”，“哪怕是和库里南相比，我们也完

全不怕”。然而，新车尚未交付却争议不断。此

次“空气悬挂”事件前，理想L9悬架用料也曾

被质疑。

有网友称：“发现理想L9的悬架材质明明

是铁，厂家却将其表面涂成铝合金的颜色，觉

得很不解。”对此，理想汽车方面表示，摆臂材

质使用铝合金主要出于轻量化，而铝合金仅

是轻量化材料应用中的选择之一，理想汽车

已用数据佐证理想L9采用4根钢制摆臂的重

量与采用铝结构的轻量化水平相当。至于后

悬摆臂涂成银色，理想汽车方面解释称：“是

采用防腐能力更强的工艺。”

随后，李想回应称：“没有人规定铸铁就

必须用黑漆涂层，铸铁又不是黑色的，理想L9

后五连杆的大横向摆臂采用贵得多的防腐涂

层，防腐效果好200%以上，成本更高。防腐涂

层的颜色就是银色，我们也从没说过它是铝

的，铝又不是什么高档的东西。”

对于理想L9的悬挂颜色问题，目前网友

已形成两大阵营。有网友认为：“喷成什么颜

色是理想汽车的自由。”另一部分网友则表

示：“理想汽车是为节省造车成本。”

不过，悬挂颜色争议未消时，网上又出现

一段视频：有媒体在测试理想L9时发现，车辆

推头（转向不足）严重，在带一点弯的情况下，

车辆一边的轮子会压下去，整体的底盘平衡

感觉会有问题。视频一出，该车型底盘和悬挂

调校问题再次引发热议。

事实上，空气悬挂一直是理想L9的卖点

之一。李想曾表示：“理想L9的悬架采用前双

插臂、后五连杆结构，提供旗舰级的驾驶性能

和乘坐舒适性，配合毫秒级响应的CDC减振

系统，为感受这套悬架系统，我每天下班故意

多绕20公里回家。”而理想汽车方面在宣传

时也称，理想L9的悬架系统为自适应空气悬

架系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颜景辉表示，作为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理

想汽车本身便具有较高关注度，加之L9在发

布时特意强调出诸多卖点，消费者也会格外

关注。尽管理想汽车方面已作出解释，但想让

消费者彻底打消疑虑，还要看新车交付后的

用户体验。

值得关注的是，理想汽车方面已再次发

布消息表示，出于对产品质量的信心，为打消

用户对空气弹簧的顾虑，理想汽车决定将理

想L9的空气弹簧（包含空气弹簧本体、空气

泵、储气罐）质保方案提升到与三电系统相同

的八年或16万公里，且二手车交易不影响质

保的有效期。

北京商报记者刘洋刘晓梦/文并摄

“车”红是非多。虽然离交付

还有一个月，但从6月发布开始，

围绕理想L9的争议就没消停过。

“500万以内最好用的家用SUV”

的梗仍时常被提及，7月18日，该

车型再度冲上热搜，这次是“不争

气”的空气悬挂疑似在行驶过程

中发生断裂。理想方面紧急回应

称，涉及车辆为试驾车辆，该车型

在高速过深坑时，试装版零部件

遇大冲击偶发失效，并无断裂。事

实上，近期理想L9也曾因悬挂为

铸铁材质、过弯推头等引发争议。

交付前夜，理想“库里南”的下盘

惹来不少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