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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涨价是事实，以
LED屏为例，从去年9月开始，
每个月价格都在涨，至今已有
30%的上涨幅度。一些上涨厉
害的月份，环比有 10%-15%
的涨幅。但相比生产端的涨
价，零售端的表现确实还算平
缓。”宁波苏宁易购家电公司总
经理黄旭鸣告诉记者，因为卖
场一般都会提前囤货，所以从
厂商发出涨价通知到终端商品
的涨价，这中间会有几个月的

滞后期。
从表面上看，零售端似乎

风平浪静，不过在业内人士看
来，这一轮的家电原材料涨价，
与终端的降价促销局面，并不
对立。

“首先，虽然原材料的上涨
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但很多头
部企业本身就能吸纳一部分价
格波动的冲击，并不会马上反
应在终端售价上；其次，许多品
质型家电产品，终端零售价与

出厂价的差价比较大，商家也
有比较大的调节空间。”许意强
说。

此外，业内认为，本轮原材
料导致的家电涨价一旦传导到
销售终端，或许将持续比较长
的时间。因此，整个行业也会
迎来一次新的洗牌，一些没有
能力扛下成本变化，并且无力
研发出符合时代消费需求新产
品的品牌，可能会面临被淘汰
的境遇。 记者 黎莉

或引发新一轮行业洗牌

原材料价格最少涨了三成
资料显示，家电行业，特别

是白电行业原材料成本占比高
达80%以上。

白电行业对铜、铝、钢材、
塑料等大宗原材料需求量大。
空调原材料成本中，钢材与铜
材占比较大，分别约为 25%、
20%，塑料成本占比在10%左
右，铝材成本约为5%；冰箱原
材料成本中，塑料占最大比重，

约为25%，钢材、铜材、铝材的
成本占比分别约为15%、10%、
2%；洗衣机原材料成本中钢材
需求最高，其成本占比达到
35%左右，其次为塑料，占比约
为 15%，铜与铝的比重约为
10%与2%。

这些材料中，铜价的涨幅
最大。沪铜期货主力价格从去
年的40000万/吨左右，涨到目

前的 66000 元/吨左右。年涨
幅在60%以上。

至于钢板的价格，以热轧
卷板的期货价格为例，也从去年
的3500元左右，涨到了现在的
5000元左右，涨幅在四成左右。

塑料的平均价格是涨幅最
小的。记者查询生意社数据显
示，塑料的平均价格也较一年
前上涨了约三成。

生产厂家纷纷提高出厂价
“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

涨，现决定自3月1日起，对美的
冰箱产品价格体系上调10%-
15%，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2
月28日，美的冰箱事业部发布
《美的冰箱涨价通知函》宣布，对
美的冰箱产品价格全线上调。

事实上，从去年底到今年
初，已经有多个家电品牌发出

了涨价“预告”，其中包括奥克
斯、志高、海信、TCL等。

从产品上来看，受制于铜等
大宗原材料价格大涨，空调和冰
箱等白电的涨价幅度最大，再次
超过两位数，而依赖LED屏的
彩电业等黑电也没有“幸免”。
从奥维云网的统计数据看，今年
1月1日至2月28日，全国大家

电均价同比均有上涨，金额从
100多元到1000多元不等。

事实上，因为原材料成本上
涨，家电全线涨价的情况从去年
下半年就已经出现。家电圈分
析师许意强告诉记者，不仅是大
家电，包括厨电在内的小家电也
受到了影响，不过因为厨电单价
相对低，所以表现并不明显。

家电卖场里价格依旧稳定
和生产端的涨价形成对比

的是零售端的“努力优惠促
销”。

日前，记者在宁波国美东门
口店和苏宁易购天一店看到，随
着“3·15”促销大节点的到来，卖
场的各种预交、抵扣、满减的优
惠活动已经拉开帷幕。

国美东门口店店长陈旭表

示，尽管冰箱、彩电、空调涨价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在3月
15日之前，卖场内的产品价格
将会维持原来的不变，消费者
甚至可以通过各种促销活动获
得比平时更优惠的价格。苏宁
易购的情况也类似，宁波的各
个门店从目前开始一直到3月
28日，会有多波力度较大的促

销活动轮番上阵。
除了实体店，线上如京东、

天猫等线上平台也没有坐视
“3·15”等传统促销节点。降
价促销、以旧换新以及“满减”

“特价抢购”“爆款直降千元”等
活动一样没有落下。似乎完全
没有考虑过宣布涨价的生产端
的“感受”。

铜、铝、钢材、塑料等原材料价格涨势凶猛

多个家电品牌要涨价？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LED屏、塑料、铜等家电制造业上游原材料的价格进入上涨通道。受

制于成本压力，牛年伊始，多个家电生产厂家已经发出“涨价函”。另一方面，因为2月、3月有
几个大促销节点的加持，在销售端，大家电大都依旧维持着平稳的价格。

在提货价铁定上涨、零售价死死摒牢的“分裂”状态下，家电行业是否面临新一轮巨变？

昨天，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0年度投诉
举报数据分析报告，从总体情况、消费投诉数据分
析、热点问题分析、社会化维权与放心消费行动创建
情况、典型案例等方面，对全市一年来的投诉举报情
况、特点和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报告显示，宁波市
2020年度投诉举报数据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投诉举报总量升幅明显，投诉量和举报
量呈现双上升。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投诉举
报 112350 件，同比上升 62.3%；受理群众举报
48550件，同比上升90.6%，占总量的43.2%，已立
案查处 3841 件，总案值 3817.88 万元，罚没款
1340.99万元。

二是商品和服务类投诉均有上升，占比与上
年基本一致。商品类消投诉前五位分别是家用电
器、一般食品、服装鞋帽、交通工具、家居用品，其
中家居用品降幅较大，家用电器投诉量成倍增
长。服务类投诉前五名分别是餐饮、住宿服务，教
育、培训服务，制作保养和修理服务，美容、美发、
洗浴服务，租赁服务。

三是“宅场景”催生家电新风口，涉疫物资反
映量大幅上升。受去年初突发疫情影响，涉疫物
资等相关投诉举报量急速上升，2020年共受理涉
疫投诉举报4883件，防护用品、餐饮住宿、农副产
品（食品）等投诉举报较为集中。集体“宅”家、快
递暂停等使得消费投诉出现结构性变化。2020
年家电投诉量跃居首位；与售后服务相关的投诉
量也呈现大幅上升态势，同比上升196.9%；家居
用品投诉量出现下降态势，同比下降32.6%。

四是网购投诉总量持续回落，新型网络消费
业态仍需关注。2020年共受理网购相关消费投
诉18193件，占非现场消费争议量的84.7%，同比
下降14.2%。近两年网购投诉总量呈持续回落态
势，网购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贯与监管力度的加强
是原因之一。2020年共受理网红推荐或直播带
货投诉36件，主要反映的是直播宣称优惠，实际
未给予；直播展示的材质实际货不对板；直播网购
拖延发货；网红商品广告涉嫌虚假宣传等。微信
营销问题在咨询中也较为多见，因此仍需谨慎选
择、理性消费。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一是科学理性消费，选择正规企业和渠道购

物。既不因低价促销随意购买，也不因盲目恐慌
过度囤积。消费时注意查看企业经营资质，尽量
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信誉度高的经营主体，
购买时仔细查看商品介绍，认真甄别促销规则条
款，防范“低价陷阱”。

二是避免私下交易，谨慎选择新型网购模
式。对于直播带货、微型营销、拼团、砍价等网购
营销新业态，消费者要注意风险，谨慎选择。不轻
信朋友圈内无凭据的所谓“良心”货，不轻易点击
卖家通过微信、QQ等方式提供的交易链接或二
维码，切忌绕过第三方交易平台选择私下交易。

三是保留消费凭证，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消费者无论在线上或线下购物时，都要留意
退换货规则，养成保存购物凭证的习惯，以备日后
出现纠纷时有充足的证据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宣文

去年我市消费投诉呈现四大特点

网购投诉总量持续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