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市场上，根据制冷方式的不
同，冰箱大概被分为两种：直冷冰箱
和风冷冰箱。

直冷冰箱
直冷冰箱的运行原理，简单一

点地说，就是冰箱的制冷装置——蒸
发器紧贴冰箱内壁，当压缩机运行会
降低蒸发器温度，从而降低冰箱整体
温度。

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的话，可
以将蒸发器比作贴在冰箱四壁的冰
块，自然，越是靠近“冰块”的食物制
冷效果越好。

反之，离冰箱内壁越远，制冷效
果也会差一些。

风冷冰箱

而风冷冰箱则不同，它的蒸发器
处于一个独立空间，由风扇将冷气吹
到冰箱的每一个角落，温度均衡。

再来对比一下两种冰箱的优缺点。
1、温度均衡

直冷冰箱内壁易结冰。相信不

少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使用直冷冰箱
每过几个月，就要断电清理内壁附着
的冰块，否则会影响制冷效果。

而风冷冰箱则没有这个顾虑，因
为冰箱内的整体温度是均衡的。

除非刻意往冷冻室洒水，不然用
到报废也不会结一点冰。

2、控温
直冷冰箱的蒸发器在达到一定

温度后，会停止降温，需要一定的回
暖时间，在此期间冰箱的温度可能出
现较大的回升波动。

而风冷冰箱有风扇，蒸发器停止
工作，风扇也停止工作，随用随启，更
能精准控温。

3、干燥和异味
风冷冰箱由于内部空气流动，所

以在使用时，放入食物最好能贴上一
层保鲜膜。不仅是为了锁住水分，也
能有效防止食物“窜味”。

4、噪音问题
有人说风冷冰箱比直冷冰箱多

了一个风扇，电机运转会造成更大噪
音。这点我并不认同，如今风冷冰箱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噪音大那是因为
产品本身质量。大品牌的冰箱放在
家里几乎没有任何噪音。

其实风冷冰箱相当于直冷冰箱
的“plus”版，实用性更强，功能也更加
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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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云网数据指出，2020 年国内冰箱市场零售量 3256 万
台，同比下降 0.7%；零售额 900 亿元，同比下降 1.4%。在存量
市场中，冰箱产业各方面的发展特点比 2019 年都更为突出，
总结为冰箱市场的“五个比较级”。

市场需求更加刚性

在疫情等诸多负面影响下，家电产业相应受挫。奥维云
网（AVC）推总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中国家电市场零售额同
比下降 11.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冰箱市场零售额同比
下降仅 1.4%。除此之外，全球范围内的冰箱产能对中国市场
依赖度显著提高，据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冰箱出口量同比
增长 35.6%。作为家庭食材存储和管理的核心家电，冰箱的
需求更为刚性，在复杂环境下，冰箱产业的抵抗力稳定性相对
较强。

价格增长更为激进

去年二季度开始，全球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与
冰箱产业息息相关的化工、能源类价格增长更为突出，在疫情
影响，企业经营效率下降的大背景下，黑白料价格翻番，玻
璃、钢板价格全面上涨，使得生产成本持续走高，盈利压力空
前。这一压力也迅速传导至零售终端，带动冰箱产业价格全
面回升，线下市场进入价格增长的快通道，线上更是主动走出
价格泥淖，在高价格敏感度的压力下，实现多个细分市场价格
双位数增长。

品牌竞争更加激烈

在市场环境趋于恶劣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愈
发收窄。奥维云网（AVC）线下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冰箱线下市场 TOP3 品牌
零售额集中度高达 61%，同比增长 2%。除马太效应加剧之外，TOP 企业更是积
极布局品牌矩阵，力求以品牌的多元化，充分挖掘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价格
层面，在经历了 2017 年的成本洗礼后，内资企业应对成本涨价潮显得驾轻就
熟，而合资企业相对保持稳定，线下市场零售额份额 21.3%，同比小幅增长
0.2%。

产品方向更为明确

从产品结构来看，冰箱市场始终保持着向多温区和大容积方向发展，而对
于大容积存储需求但空间/付费能力受限的消费群体，风冷大两门/三门成为最
佳解决方案。但这一发展趋势在冰箱产业中略显单薄，在成本持续上涨，品牌
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健康功能、颜值外观、差异化门体等成为冰箱产品新的溢
价方向。健康层面，除原有的保鲜功能，杀菌、净味成为消费者进一步感受到冰
箱功能的健康卖点，而差异化市场中，在企业端的积极参与和不断的价格调整
过程中，T 型门、中字门和中式对开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传统门体市场有望被差
异化产品激活。

后市预测更为乐观

2020 年中国宣布多种进口商品不再免税，冰箱产品位于其中，尽管中国冰
箱市场进口规模较小，但取消免税也一定程度上为“原装进口”产品形成了一定
的成本压力；而以“双循环”为指导的国内经济政策加持，高质量消费成为内循
环扩容的重要方式，家电市场的节能补贴和以旧换新也在持续推进。多个权威
机构预测，2021年中国GDP将实现同比 8%的增长，在外部环境普遍乐观的背景
下，冰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型的发展节奏。除上游成本原因外，企业积极推
进高端，智能市场和自由嵌入式市场持续发展等多重因素助力，预计 2021 年零
售量增长 2.0%，零售额增长 2.3%，全渠道价格回归正增长。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2020 年 1—
12 月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 9014.7 万
台，同比增长 8.4%。12 月当月，全国
家用电冰箱产量 796.4 万台，同比增
长 8.1%；房间空气调节器产量 2152.5
万台，同比下降 3.0%；家用洗衣机产
量 806.4万台，同比增长 5.1%。

这些年来，家电厂商们一直在市
场上寻找继空调之后，家电消费的第
二条快车道，冰洗合围之下会成为家
电行业新增长动力吗？

冰洗合围新势力

空调之后，最近十多年来，家电
厂商们一直在消费市场上寻找第二
条增长快车道。比如，厨电、小家电，
以及近年来被重新发掘的冰洗合围
新势力。今年以来，不少家电厂商，
以及外部资本力量，就相继发力冰箱
和洗衣机市场，意在通过两大品类的
协同发展“做大规模、实现倍增”。

那么几乎与空调同时起步的冰
箱和洗衣机产业，为何会突然在最近
两年间再次于家电市场上“受宠”。
在家电圈看来，原因颇有意思：首先，
就是来自中国家庭的一轮更新换代
潮起，在空调之后，冰洗产品在城市
和农村市场都迎来一轮较为强劲的
更新换代，虽然规模有限，但空间很
大。而且新一轮的冰洗消费不只是
简单的高端化，还有多样化、细分化、

健康分层化。
其次，相对其它家电品类，冰箱

和洗衣机的品类细分和迭代明显加
速而且多样。从双门、三门冰箱向四
门、多门冰箱的扩容过程中，还出现
了冰柜、酒柜、美容化妆冰箱等；同
样，洗衣机也在波轮、滚筒之外出现
复式分区，以及挂壁式、干衣机、洗鞋
机、专业洗衣桶等产品；这种情况，在
空调、厨电和小家电均有出现，但并
不明显且不成体系。

再 者 ，从 零 售 渠 道 商 的 角 度 来
看，无论是京东、天猫，还是苏宁、国
美们，或是众多乡镇经销商，近年来
他们一直都在寻找新的品类、构建新
的增长动力。而在电视市场乏力、空
调和厨电竞争火爆下，冰洗市场不只
是规模可以、利润空间也不错，自然
成为很多零售商们重点扶持和发展
的业务。

简单来说，市场有需求、产品能
细分、商家有动力等多股力量，最终
促成今年以来冰洗在一线家电市场
逆势扩张的最大动力。事实上，从去
年开始，头部冰洗企业的零售额、零
售均价都保持着稳步上升的势头，比
如海尔、美的，以及海信等。

那么，冰洗市场接下来的规模化
扩张动力有多强、空间有多大？冰洗
是否会成为空调之后，家电行业规模
第二大的品类，以及增长的快车道？

此外，冰洗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又
在哪里？

最大动力是用户需求

用户需求是这一轮冰洗市场规模
化扩张的最大动力。特别是一轮差异
化、细分化、品质化的需求，不只是会撬
动冰洗品类的不断按照功能化和场景
化细分，催生酒柜、美容冰箱等产品，带
来洗鞋机、洗衣桶等功能型产品，同时
还会有专业级的海鲜冰箱、母婴洗衣机
等场景型产品。那么，这正是冰洗市场
谋求规模化增长的路径和方向：一是抓
细分品类、满足用户需求；二是抓应用
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带动均价增长；三
是抓产业机遇，整合企业、商家等产业
链的共同资源，探索新的商业边界。

同时还有一个让所有冰洗企业期
待的局面，那就是这两个品类已经出现
品牌企业“高度寡头化”格局，可以说与
空调相似，却比彩电更为集中。其中海
尔、美的两家企业领跑，而二线出现了
真空断层：海信容声、长虹美菱、格力晶
弘、康佳新飞、TCL家电，以及松下、三
星、惠而浦等，均有机会，但都普遍存在
着“要么规模乏力、要么话语权乏力、要
么差异化优势淡”等一系列短板，由此
被一线企业远远抛在身后，并没有形成
威慑力。这种格局，虽然是现实格局，
更是未来部分企业在冰洗市场破局的
希望和机会。

结构升级带来利润

冰洗产业的规模化空间到底有
多少，又在哪里？目前来看，比较清
楚的路径有三条：一是更新换代，这
已经悄然起势并成风，且很多家庭的
冰洗已经到不得不换的拐点上。随
着新婚新居潮，以及品质生活潮的到
来，冰洗市场整体走向符合厂商力推
中高端化，带动了产品结构的升级调
整；二是消费升级带来的品类细分和
消费场景化，让冰洗都可以成为一个
个家庭横向连接其它资源的平台，整合
周边产品共同做大规模。比如洗衣机
的晒衣架、洗衣液；冰箱的生鲜水果等
电商。此前，京东、阿里们都提出要淘
汰冰箱，本质上是全面拥抱冰箱内的生
鲜；三是从家用市场向商用市场的全面
出圈和破局。包括商用冰箱、商用洗衣
机，以及特种冰洗产品。特别是面向公
共场所的共享洗衣机、共享冰箱等产品
已经出现一轮扩张。

未来在各种商业场所、特种领域的
商业化需求，还为冰洗企业进一步开发
和拓展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冰洗品类来
说，家电厂商充满期待，不只是看中其规
模化的增长空间，更关注其结构性升级
带来的丰厚利润。特别是在如何通过深
耕用户需求、重构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差
异化经营实力方面，冰洗市场无疑是一
块充满期待的“实验田”。 （杨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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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冷冰箱和风冷冰箱怎么选？

2020年全国家用电冰箱产量9014.7万台 同比增长8.4%

冰洗合围成家电行业新增长动力

冰箱一般会有旋钮档位，常见
的是五档。冰箱说明书上标注，档
位数字越大，设定温度就越低。同
时说明书上还给出了建议：夏季 1
档，春秋季 2、3 档，冬季 4 档，强制
冷（不停机）用 5 档——7 档位的也
是这个意思，环境温度越高，设定温
度也越高。

当然还有直接设置温度的，冷
藏室可以从 1℃到 10℃调节；冷冻室
可以从-30℃到-15℃调节。建议的
设定温度和旋钮档位类似，都是建
议环境温度越高，设定温度也越高。

于是就有人产生了疑问，为什
么要建议这样设置？难道不是夏季
对低温更不敏感，应该设置更低的
温度；冬季反过来吗？

夏季设置高温是为了省电

冰箱耗电量的高低，与设定温
度和环境温度之间的温差有直接关
系。冰箱里面的温度低，环境温度
高——二者的差值越大，冰箱的耗
电量就越大。

同时，影响冰箱耗电量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是冰箱的散热条件。
冰箱散热条件差，制冷速度就慢，制
冷时间就长，耗电量就高。那哪些
因素会影响冰箱的散热条件呢？夏
季的高温，就是影响因素之一。

所以夏天的高温本来就不利于
冰箱工作，如果我们再把设定温度
降低，冰箱的耗电量就只能成倍地
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不在乎电费，
也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温度进行设定
——只有在夏季的时候，我们才能

“有钱任性”。

春秋冬季不能任性设定

春秋冬季，我们是不能想设定
多少度，就设定多少度的。这是因
为，冰箱的设定温度最高是 10℃，这
三个季节环境温度是有可能低于
10℃的。

对于冰箱来说，是否启动压缩

机进行制冷，取决于冷藏室的设定
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关系。当冷
藏室里的实际温度低于或等于设定
温度时，冰箱就会不制冷。

比如，家里是 5℃，假设冰箱的
设定温度如果是 10℃。这个时候，
冰箱不需要制冷，内部温度就已经
达到设定温度了——于是冰箱就真
的不启动制冷了。

当冷藏室和冷冻室的制冷是同
步的，冷藏室不制冷，冷冻室也不制
冷。但冷藏室即使不制冷温度也能
达标；冷冻室也不行。

春秋季节和冬季的建议设定温
度依次降低，原因就在这里：必须保
证冷藏室的设定温度低于环境温
度。之所以春秋季节没有建议我们
设定最高档位（最冷温度），是为了
省电，让设定温度略低于环境温度，
最省电。

“我家冰箱常年3档”

有些人说，“我家的冰箱常年 3
档，没有出过问题”。其实，夏季温
度是可以随便设定的，最多是多花
点钱，对冰箱本身没有影响。最容
易出现冰箱不工作现象的，是冬季。

那为什么冬季设置 3 档也没事
呢？是因为我们混淆了季节和温
度。或者说，冰箱应该写成“环境温
度多少度时，设置几档”，而不是写
成“什么季节，设置几档”。

现在的季节，特别是冰箱所在
环境的季节，往往比较混乱。冬季
本来应该是最冷的时候，但冰箱一
般放在家里，而我们冬季的家里，常
常 是 比 较 暖 和 的（因 为 有 取 暖 设
备）。换句话说，我们家里的温度，
一年到头，最低不过 20℃（也可能再
低一点）。

只有环境温度低于 10℃时（实
际可能比这个再高点），才会对冰箱
的工作产生影响。所以现在这种情
况，就算是常年设置 3 档，也可以正
常使用冰箱。

冬天冰箱温度也不能任性设置

小贴士

说到电器对人类生活的贡献，冰
箱的意义不言而喻。没有冰箱，食物
的寿命大幅缩短……已经如此重要
的冰箱，在过年期间，更成了全家的

“功臣”，储备的肉食、蔬菜、鸡蛋、牛
奶……通通塞进冰箱里。可是塞进
了饺子，馒头没地儿放；塞进了蔬菜，
水果落了单。春节期间，到底如何巧
用冰箱，才能缓解“冰箱不够用”的压
力呢？

首先，并不是每一种食物都适合
放进冰箱。

有些食物放进冰箱，保质期反而
会缩短；有些食物不用放进冰箱，就
足以长期保存。

现在就来看看，可以把什么东西
拿出冰箱，腾腾空间，省省电。

其实，蜂蜜、饼干、糖果、咸菜、果
脯、粉状或干制食品等，都不需要放
进冰箱。这些食物要么是水分含量
极低，微生物无法繁殖；要么糖和盐
浓度过高，渗透压很大，微生物也无
法繁殖。

另外，热带水果比如芒果、香蕉
之类，更适合在 12℃左右的温度下保
存，通常放在室温阴凉处就好。如果
放进冰箱，反而会让它们受到伤害，
提前变质。

蜂蜜进了冰箱，会结晶析出葡萄
糖，并影响到口感的均匀程度。

巧克力在冰箱呆的时间太长，容
易发生脂肪结晶的晶型变化。这虽
然不会变质，却会让口感不再细腻均
匀。

第二，淀粉类食品和一些干制
品，一般在室温下保存就可以。当想
要存储得久一些时，才需要放进冰箱
冷冻室。

馒头、花卷、面包如果放进冰箱冷
藏室，反而会加快它们变干变硬的速
度。但如果要储藏3天以上，最好包好
后放进冷冻室，吃之前取出来用微波
炉或者烤箱加热，口感一样很棒。

茶叶、奶粉、咖啡，这类干制品只
需要常温保存。放进冰箱容易受潮，
密封不严的话还会串味，既影响风
味，又容易生霉。如果想把茶叶放得
久一点，可以把茶叶分成小包，用不
透水包装严密包裹起来，放进冰箱冷
冻室，可以减少香气的损失。

第三，有些食物，并不需要冷藏

保存，放进冰箱只是为了改善口感。
比如各种碳酸饮料、果汁、啤酒，冰着
喝才更畅爽。这些饮料，可以在喝之
前放进冰箱冰一会，平时只需要室温
保存，这样可以节约不少空间和电
费，口感上也不会变差。

需要提醒的是，有些市民家里的
电器坏了，常常自己动手修，实在处
理不了才去找专业人员。殊不知，这
样的做法极其危险，可能引发爆燃事
故。所以，家中电器有故障，最好找
正规单位的专业维修人员修理。

（金 晚）

备年货 冰箱“容量不足”怎么办？
2020 年对于冷柜市场

来说，既是产业升级红利
期，也是产业调整期。在疫
情影响下，年初的冷柜市场
确实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但
在疫情形势缓解之后，整体
市场回暖的速度也较为迅
猛，特别是年初受疫情波动
较大的线下市场，复苏之后
也带动了整体行业保持增
长。

来自奥维云网的数据
表明，2020年冷柜市场总销
量为 853.5 万台，同比增长
4.3%，销售额为110.3亿元，
同比下降5.0%均价1292元，
同比下降8.9%；其中线下市
场销量398.7万台，同比下降
11.1%，销额59.5亿元，同比
下降13.9%，均价1490元，同
比下降4.5%；下上市场销量
为 454.8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22.8%，销额50.8亿元，同比
增长10.0%，均价1118元，同
比下降 10.4%。可见，虽然

线下市场一度沉寂，但线上市场很好地
顶住了压力，加上线下市场的后期复
苏，整体仍然出现微涨之势。

由于疫情的出现，人们居家生活
的时间增多，在家中储存食物使用冷
柜的需求也相应增长，导致小冷冻柜
品类在市场上的需求最为突出，在线
上市场和线下市场的零售额占比分
别为36.3%和51.5%；而后在疫情形势
转好之后，一些商用需求也开始冒
头，带动了大冷冻小冷藏和立式冷冻
柜品类的明显增长。

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体现在渠
道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大连锁卖场
的下滑最为明显，零售额和零售量分
别出现16.2%和14.3%的同比下降，而
增长最为明显的是平台电商渠道，分
别出现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出现
26.6%和39.0%的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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