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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不是出现提价的唯
一一个行业。去年下半年开
始，酒类、纸张、药品等企业
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
价。而涨价的原因，也因为各
行业不同的情况而不同。

酒类：
高端酒量价齐升

白酒业涨价潮被认为来
得又快又猛。据悉，从去年至
今，包括五粮液、古越龙山在
内的白酒、黄酒品牌都已实
行提价。

目前，高端酒消费处于
持续扩容阶段，整体消费增
速在10%以上，在价格易涨
难跌的预期下，价格将有望
不断地上涨。高端白酒量价
齐升格局将会持续存在，未
来3年复合增速达到两位数
是大概率事件。

药品：
部分药品逆市提价

随着医改持续推进，药
品降价已是大势所趋。不过
近年来，包括马应龙、东阿阿
胶、片仔癀等中药独家保护
品种却频频提价。马应龙回
应称，过去几年也对相关产
品有过提价，此次提价原因
之一在于原辅材料价格上涨
和人工成本上涨。

据了解，东阿阿胶、片仔
癀、马应龙这些产品的主要
渠道不是医保，而是药店等
零售端，所以没有降价压力，
这也是他们一直逆势提价的
主要原因。

榨菜：
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低

涪陵榨菜在2016年7月
上调11个单品价格8%-12%
之后，又在今年2月14日发布
了新一轮的涨价公告。据了
解，这次涨的是流通渠道主

力产品，覆盖面比较大。提价
对公司的销量影响不大，市
场完全消化掉了，甚至对公
司业绩有正面的影响，主要
是公司的优秀品牌和口碑
(口味)，以及产品超低单价，
使得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价格
敏感度不高。

纸张：
环保政策利好大纸企

今年以来，国内纸业市
场再迎涨价潮。今年伊始，各
大纸企对多个纸种继续全面
提价，部分企业已经确定了2
月和3月的提价幅度。一位造
纸业人士称，“产品涨价函都
是直接定向对采购商发出公
告，从2016年四季度开始，各
类产品都进入涨价期。”

有机构认为，随着环保
政策持续趋严，未来几年中
小造纸企业将加速整合，大
型造纸企业的产能规模优势
将显现，龙头纸企在销量逐
步向好的情况下将集体提
价，带动相关纸品出厂价上
涨。

钛白粉：
高集中度利于提价

供给侧改革及日益增长
的环保压力是利好钛白粉行
情的重要因素之一。华安证
券分析师宫模恒认为，近两
年来，由于政府不断加强供
给侧改革和环境保护，对钛
白粉行业发布了多项生产规
范和指导意见，并对钛白粉
生产企业提供了明确的产能
标准，在这轮调整中国内退
出的产能接近36万吨。

同时，有行业内专家表
示，钛白粉行业集中度高，各
生产厂家“互相使个眼色就
可以将价格抬起来”。具体方
法无非就是通过减产来提
价，获得更大利润。

据北京青年报

家电行业齐涨价，电视厂商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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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涨得多
低端机上浮明显

让普通百姓感受较深的，
可能是手机等小家电的涨价。
一周前，小米、魅族等国产手机
品牌先后宣布涨价。事实上，手
机行业并非第一个“吃螃蟹”
的，乐视电视此前已两次宣布
调价，其多款产品上调100元至
300元不等。

不仅是电视等黑色家电价
格走高，空调、冰箱等白色家电
近期也陆续涨价。春节前，美
的、格力、志高空调相继通知，
产品价格上涨了50元至200元；
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也
悄然作出了不同力度的价格调
整。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姜风表示，从去年12月份开始，
家电企业开始酝酿产品价格调
整。从目前来看，价格调整的幅
度整体没有超过10%，多数企
业的调价范围在5%以内，也有
一些企业目前没有选择调价。

“就电视而言，真正涨得比
较多的是互联网品牌，毕竟其
利润压得更低。”京东商城家电
事业部市场营销部总经理刘俊
说，传统电视品牌中，低端机价
格上浮更明显，中高端机价格
相对平稳。

在几家大型家电商场里，
目前消费者整体反应比较平
静，认为普通家电价格不算太
高，涨幅基本在可接受范围内。
商场导购人员也表示，今年春
节期间的销量没有受到影响。

净利润不到2%
厂商终于扛不住了

此次家电涨价背后，最主要
的因素是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迅速抬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2016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
比，不锈钢价格上涨约40%，冷
轧板涨了63%，硅钢涨幅超过
100%，铜涨幅近30%，聚丙烯树
脂涨幅30%；此外，产品包装用
的纸箱价格也上涨了近30%。”
姜风介绍，《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管理规定》施行后，运输费
用也上涨了近40%，这些都给企
业生产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原材料费用是家电价格的
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冰箱、空调
等白电产品而言，成本大头是
钢板和塑料硬件等；而面板、液
晶屏则占据一台电视机生产成
本的70%至80%甚至更高。

数据显示，2016年下半年，
32英寸面板价格由50美元涨到
75美元，涨幅达50%；40英寸高清
面板涨幅接近80%。面对这波仍
未结束的面板涨价潮，过去一直
默默消化高企成本并以低价竞
争求生存的彩电厂商，终于扛不
住压力，不得不提高价格。

“彩电是个充分竞争行业，
平均净利润不到2%，因此没有
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消化吸收上
涨的成本。”中国电子视像行业
协会副秘书长彭健锋介绍。

在彭健锋看来，彩电价格回
调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对行业、
企业和消费者都不是坏事。近年
来，部分利用互联网资本过分强

调低价竞争的行为，既不可持
续，也对行业长远发展不利。

价格压力倒逼
行业加速转型

多家电视、空调企业负责
人均表示，综合国内持续去产
能、环保措施加强以及人民币
汇率波动加大等因素，未来仍
将受到上游涨价压力。

面对原材料价格和成本持
续走高，创维、长虹、海信、ＴＣＬ
等电视企业未来均打算通过调
整产品结构来化解涨价压力，即
继续减少小尺寸机型占比，相应
增加５５英寸以上及中高端尤其
是ＯＬＥＤ产品的投放，加速推新
产品及高端产品稳定平均售价。

专家认为，此轮家电涨价，
实质上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国内
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因素作用
的结果。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家电行业依靠
自主创新和技术发展逆境而
上。但繁荣背后的隐忧同样不
可忽视。在原材料不断上涨的
情况下，中国家电行业面临的
挑战更为显著。以电视为例，一
方面是全球十大彩电品牌，中
国已占据五席；而同时，电视企
业长期处于亏损和微利状态。

家电从业者也更加意识
到，产品的质量和体验已成为
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这意味
着，无底线的价格战已经过去，
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以及产品
结构的不断优化，价格调整已
成为趋势，市场消费也将回归
理性。 据新华社

除除了了家家电电，，这这些些商商品品也也贵贵了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1月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 C P I )环比上涨
1 . 0%，同比上涨2 . 5%；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
比上涨0 . 8%，同比上涨6 . 9%。
对此，权威媒体称这并不能
代表通货膨胀的到来。

有专家认为，2月CPI可
能会明显回落，PPI或将在近
期继续走高。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过后食品价格下跌较去
年更早，也更为显著，表明2
月CPI可能会明显低于1月。
另一方面，工业品价格继续
全面提价，加之低基数，短期
内PPI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但在国内去杠杆的硬性
要求下，稳增长力度甚至会
退居去杠杆防风险之后。这
种情况下，生产资料价格涨

势恐难延续2016年的强势，
预计PPI前高后低，一季度达
到高点后逐季回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研究员王军也认为，无论是
CPI还是PPI有可能在1、2月
份就是全年的高点。现在谈
论通货膨胀可能还为时过
早，还要注意一些潜在的经
济下行的压力。考虑到这样
的情况，下一步还是要坚持
去年底中央确定的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
策的搭配。而且要特别注重
这两项政策的协调和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是把着眼点放
在控风险和去杠杆上面，同
时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积
极的取向和扩张的态势来为
稳增长、为各项改革提供比
较好的环境。据北京青年报

二二月月CCPPII或或开开始始回回落落

近年来，在以液晶电视为代表的家电领域，降价一直是主流趋
势。可自去年年底开始，家电呈现出的涨价态势，让人感到有些意
外。业内普遍认为，随着2017年原材料和成本继续上升，未来家电
价格或将持续承压，这也倒逼行业加速向高端市场转型。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各类企业正式恢复生产活动，很多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中，清醒
下头脑、待安全检查完了再复工不迟。

4 .个体防护用品安全检查 正确佩戴安全帽和防护眼镜，系紧帽带；打磨、切割、破碎等作业
时要佩戴防护口罩；根据不同工种选择和佩戴合适的保护手套；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应佩戴反光背
心；工作服衣袖不要卷起，防止皮肤直接暴露危害。

5 .消防安全检查 建立消防组织、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设施；准备消防总平面图和消防
器材布置图；制定消防管理制度，落实消防责任人。

6 .工具设备检查 电工工具定期检查并张贴颜色识别标签，不可使用自制工具进行作业；高
空作业工具要使用工具袋而不是随意摆放，以防工具坠落伤人；脚手架要进行防滑处理，有人员
在脚手架上时不可移动脚手架。 实习生 郭丹宁

主办：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发现身边有安全隐患拨打12350举报
春节复工
安全检查不能少（二）

▲去年下半年后，很多家
电开始涨价。（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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