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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能源倾斜 松下转型重中国市场

    继全额收购三洋电机和松下电工之后，近日松下集团又宣布即将大规模裁员1.7万人。松下社长大坪文雄表示
，松下平板电视通过液晶屏的外部采购以及等离子第三工厂设备向中国转移的方式，提高盈利能力。同时，松下将更
加关注环境和新能源业务的转型，以在新领域和海外销售方面实现大幅度的增长。

    来自韩企的竞争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松下在消费电子领域优势减失。

    近年来，彩电市场的竞争格外激烈，竞争从整机一直延伸到面板领域。从2008年开始，LGD就紧紧咬住三星
，两家液晶面板占据了全球约50%的市场份额。继LGD与创维在高世代液晶面板项目上合作，近日，全球最大的液晶
面板供应商三星与TCL也宣布在苏州建面板厂，以加快液晶电视全产业链的布局，巩固其在中国液晶电视市场的地位
。

    相比活跃的三星和LGD，松下将主要的资金和技术资源押宝在“等离子面板及整机制造”，由于对生产工艺
高质量的要求，使得松下生产的平板电视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偏高，在价格敏感度极高的平板电视市场上缺乏竞
争力。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松下等离子电视在中国等离子电视市场份额中占37.8%，位列等离子电视市场
第一，但其市场占有率与2009年同期的46.2%相比却是下跌的。此外，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液晶电视占据大多数的
市场份额，而等离子电视的优势却越来越不明显，曾经在消费电子领域所向披靡的松下正面临着韩国和中国厂商的挑
战。

    此次，松下集团整合全球资源，针对失利最大的电视机部分，松下宣称将不再对等离子和液晶显示器业务进
行投资，以使电视机业务恢复盈利。

    松下集团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以往的技术优势分析，松下确立了40英寸以下生产液晶电
视，40英寸以上生产等离子电视的销售策略。重组后，松下会根据基础元器件(也就是等离子或液晶)的区别来划分商
品销售领域，停止使用原有根据屏幕尺寸大小的区分方式。”

    对此，家电行业专家罗清启告诉记者：“松下此次裁员整合，并非是单纯的转型，而是受到日元汇率紧张以
及地震的不利影响，企业面临困境，裁员纯属无奈之举。”

    转型猜想 

    松下关注环境和新能源业务的转型，以弥补不足，获得再生。

    2010年10月，大坪文雄就曾表示：“家电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商品差异化不大的状况，因此向新能源以及环
境相关的新事业发展具有必要性。”随着松下电工和三洋电机成为松下的全资子公司，就表明了松下向绿色能源行业
进军的决心。

    据了解，三洋电机擅长太阳能电池等业务，而松下电工在照明器具等方面具有优势，两者资源的整合，将使
松下在新能源方面的业务不断加强。今年，大坪文雄在谈到松下的发展时，更是明确地强调了松下将非常关注环境和
新能源业务的转型，并希望寻求海外合作，发展公用太阳能系统，使LED等节能设备普及。

    松下向新能源业务的倾斜，不仅让人猜想，松下是否依靠新能源业务来弥补平板电视业务的不足，以获得竞
争的主动权?

    从日企的发展来看，松下目前的经营战略，其实正在越来越多地效仿东芝、日立等早已完成转型的其他日本
家电巨头。

    例如，东芝、日立等日本家电巨头，近年来不断退出上游面板业务，大力削减平板电视整机产品的生产规模
，在民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不断收缩战线。同时，却加快扩充利润率更高的能源、重工业、医疗、生物技术等产业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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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决定命运 

    将核心业务向中国市场转移的策略，使松下更具有竞争力。

   
一直以来，松下积极支持中国等离子电视产业的发展，并与长虹展开等离子相关业务合作，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由于看好中国等离子市场的前景，去年松下在上海扩建等离子屏生产线，将产能从30万台增加到300万台。上
海松下等离子公司总经理本宫大辅透露，公司新的PDP屏6面取生产线将于2012年投产，同时还将建立与日本共同开
发推向中国市场的专用商品的体制。

    此外，松下还将锂离子电池的生产从日本向中国转移。记者了解到，近日松下已宣布将锂电池生产设备转移
至苏州和北京。

    松下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预计两年投入550亿日元，在中国生产小容量电池，松下意在通过北京、苏州等
生产基地，实现从电极、单元到电池组的全线扩容。

    当前全球消费电子市场的现状与格局，已与前些年的境况大不相同。中国、韩国消费电子企业的快速崛起，
使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罗清启告诉记者，从全球范围来看，松下的优势在于，全球的面板产业还是严重依赖于日
本，而且日本拥有面板领域的关键器件和完整的产业链，虽然金融货币价格制约了当前企业的发展，但是可以肯定地
说，松下发展前景很好。

    事实上，相对于其他企业，松下加强中国市场的投资策略将使其更具有竞争力。松下除了要找准电视在中国
市场的推广定位，还应进一步在核心技术及上游屏资源方面与其他厂家资源共享，以获得更多本土企业的支持，才能
真正把市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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