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年，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它凝聚

企业奋进的过程，更昭示梦想的超越。

回顾过去， 中国家电制造业几乎是

一片空白，半导体收音机、手电筒、台灯

就是人们生活中家电的内涵。 上世纪

80

年代初， 一批国际市场淘汰的家电产品

开始进入中国，成了改革开放之初引发

人们争议的新鲜事物，电视机、冰箱、

洗衣机成为人们向往的现代化生活的

标志。

改革开放

30

年来，“广东制造”一度

成为“中国制造”的代名词。同样，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 家电业是广东本土制

造业的基石和名片。 近

20

年间，广东家

电制造业更是演绎了产业和企业从小到

大、 由弱变强； 技术和产品从简单到多

样、从粗放到精益、从传统到时尚；资本

和市场从区域到全国、 从中国到国际的

传奇。

美的电器、格力电器、

TCL

集团这些

发迹于广东的国际家电品牌如今已被大

众所熟知。 采访中，记者发现，踏入国际

市场的广东家电企业， 借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已完成了跨越式发展。这不仅归功

于企业自身研发水平及管理制度的不断

提升与完善， 伴随企业一起成长的中国

资本市场同样功不可没。

可以说， 广东家电企业的成长史就

是一部中国家电业的成长史。

中国的家电制造业起步晚于欧美、

日本， 最早的家电产品标准都是复制和

照搬国外的。 上世纪

80

年代，美的电器

最早引进国外设备和产品， 并开始立足

提供

OEM

服务。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开始引进海外技术， 陆续与日本、 新加

坡、 美国、 韩国等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合

作，十几个合资公司陆续成立。

与美的电器最初创业一样， 广东大

多数的家电企业起步于照搬国外。 但如

今，中国家电之所以可与国际巨头争锋，

凭借的却是自主创新。

格力电器董事长朱江洪以其切身

体会感叹说：“从与美、日巨头多年的交

道来看，他们更多的是在核心技术上封

锁中国企业，企图扼杀正在崛起的竞争

对手。 ”

2001

年底，他曾带领技术团队

到日本考察，希望从某日本企业购买、

引进变频多联空调技术， 却遭到该日

本企业的一口回绝。 所以，朱江洪说：

“我们根本不能指望美、 日的技术 ‘施

舍’， 必须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 ”

仅仅依靠一套从日本带回来的样机

和产品说明书，朱江洪成立技术攻关小

组， 开始了向变频多联技术攻关的历

程。 一年之后，格力电器成功研制出中

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变频一

拖多空调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 此后，

一系列高端技术的攻克，不仅打破美日

企业的技术垄断，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

超越竞争对手。

2009

年，格力电器的科

研投入就超过

20

亿元。

日本品牌“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

打破，不断刷新的是中国家电在世界范

围内的市场份额。

2008

年初的数据显

示， 全球有超过

1/3

的家电产品在中国

制造， 中国生产了全球彩电的

50%

、手

机的

50%

、 空调的

70%

、 微波炉接近

100%

。 截至

2010

年

10

月，数字再次刷

新———全球

60%

左右的小家电在中国

制造。

在广东， 还有众多中小型家电制

造厂、配件厂和服务商各具特色，密集

分布于顺德、中山、南海、湛江产业群，

以及深圳、东莞两大出口加工区，奠定

了广东这一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家电

生产基地与出口基地的基础。 作为中

国最早形成的家电产业群， 广东家电

产业以其绝对的规模优势、 品牌影响

力及产品销售量问鼎全国。

到底是怎样的历练成就了广东家

电业今天的辉煌？ 有人说：“广东家电企

业在苦练内功的同时， 也不忘借助外

力。 ”

1990

年，“老八股” 登陆上海交易

所，从此吹响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号角。一

时间，吸引了不少企业改制上市。此时，

发展势头迅猛的国内家电企业， 也希

望通过上市来加快发展的步伐， 于是

纷纷涌入资本市场， 并于

1993

—

1994

年和

1996

—

1997

年掀起了两股家电上

市狂潮。

1993

—

1994

年， 美的电器、

TCL

、青

岛海尔、四川长虹、美菱电器五家家电企

业相继登陆中国

A

股市场； 格力电器、

海信电器、 小天鹅

A

也分别于

1996

年

和

1997

年实现上市。不管是跨国的家电

巨头，还是国内的知名家电企业，它们中

的大部分都选择了上市。 在利用资本市

场融资的同时， 还通过资本并购实现了

低成本扩张，甚至整体上市。

美的电器、

TCL

集团就是最好的

例证， 业绩则是最好的注脚。

2004

—

2009

年短短六年间，

TCL

集团的资产

规模由

145.17

亿元增长至

302.34

亿

元； 销售收入由

221.17

亿元增长至

442.95

亿元； 净利润由

4.25

亿元增长

至

4.7

亿元。

1997

年

TCL

成为惠州市首批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试点企业，至

2004

年实现

整体上市，

TCL

集团已从国有控股企业

逐步发展成为多元投资为主体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这一切都离不开资本的力量。

1993

年

3

月，

TCL

通讯设备在深交所上

市，

1999

年

11

月，

TCL

国际控股在香港

联交所上市，

2004

年

1

月，

TCL

集团实

现整体上市， 同年

9

月，

TCL

通讯科技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近两年，

TCL

集团

更是通过两次定向增发分别募集资金

9.05

亿元和

45.02

亿元， 用于建设液晶

电视模组一体化制造项目和液晶面板生

产线。

时至今日，作为中国最大、全球性规

模经营的消费电子企业，

TCL

集团已拥

有上市公司三家，并形成媒体、通讯、家

电和泰科立电子四大产业集团， 以及房

地产与投资业务群、 物流与服务业务群

等六大业务单元。

将资本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还有美

的电器。

2006

年、

2007

年，美的电器分别

受让美的集团持有的合肥荣事达、 合肥

华凌以及重庆美的通用设备制冷有限公

司，完善了其在空调、冰箱业务的产能布

局。

2008

年，成功竞得合肥荣事达集团

其他资产， 为贯彻白色大家电的战略更

迈进了一步。时隔一个月，美的电器又收

购了小天鹅

A

， 进而提升其冰洗产业的

整体实力。

美的电器并购的步伐至今仍未停

止。

1993

年上市至今

18

年间，美的电

器以资本并购为手段， 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 进而确立白色家电领域中的领

先地位。 现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具规模

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之

一，拥有完整的空调、洗衣机、冰箱产

业链。

数字是最好的佐证。自

1993

年上市

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美的电器各项指

标翻倍增长。 营业收入由

9

亿元增至

572

亿元，增长

63

倍；净利润由

1.2

亿

元增至

27.2

亿元，增长

22

倍；资产规模

由

16

亿元扩大至

456

亿元， 增长

28

倍； 净资产由

6

亿元增至

120

亿元，增

长

19

倍。

相伴资本市场

20

年，广东家电企业

也经历了快速发展的

20

年，当初的“小

舢

板”现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

航母”。 如今，闪耀在资本市场舞台上的

广东家电企业， 除了美的电器、 格力电

器、

TCL

集团外，还有深康佳

A

、万家乐、

伊立浦、海信科龙、华帝股份等，纷纷在

各自领域闪耀着光芒。

资本之手推动广东家电风行全球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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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篇

梅州：资本市场支撑绿色崛起

证券时报记者 甘 霖

梅州，地处粤北，作为广东省山区

市中人口最多、离珠三角最远、通高速

公路最迟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资本市

场上却创造了一个奇迹。

2009

年

9

月，

随着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

登陆中小板， 加上

2008

年上市的嘉应

制药、塔牌集团、威华股份三家，书写了

梅州两年内推动

4

家公司成功上市的

山区传奇。 迄今为止，梅州的上市公司

总数已达

7

家，广东还有三个山区市在

资本市场上留下空白，梅州可谓独领风

骚，这甚至超过珠三角的一些经济发达

地区的地级市，创造了一个落后山区市

频频叩响资本市场大门的“梅州现象”。

据统计，梅州的

7

家上市公司通过

首发、配股、定向增发、发行债券等，募

集资金共约

58

亿元。 接轨资本市场后，

更多的变化悄然发生。 从独立运营的民

营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之后，这些企业的

观念、管理、制度都发生脱胎换骨的变

化。 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上

市公司的龙头带动作用和抗风险能力

明显提高。 梅雁股份通过努力开源节

流，生产经营状况明显好转，正在走出

低谷、步入回升；宝丽华集团荷树园电

厂三期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总投资

41.6

亿元的新城西区山水城项

目已完成投资

6

亿多元。 超华科技上市

以后，解决了资金“瓶颈”问题，加快了

发展的步伐。

梅州市委书记李嘉颇为自豪地说，

梅州虽然经济落后一点，但梅州也有自

己的后发优势，那就是梅州有点好山好

水好生态，有点好企业，有点好的经营

人才，有点文化底蕴。 梅州是中国客家

文化的发源地，有世界客都之美誉。 作

为山区市，梅州的经济要想实现跨越式

发展，传统的老路已走不通，必须彰显

后发优势，找准突破口，找到符合自身

实际的科学发展路子。 在当前经济形势

下，推动当地优质企业改制上市，直接

打开一条资金流向山区的通道，这是支

撑绿色崛起资金来源的最佳平台之一。

梅州在积极推进优质企业上市步

伐的过程中， 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加

快做大全市的经济盘子。 以 “工业

20

强”等骨干企业为主体，重点打造电力、

矿业、电子、汽车零部件四个百亿元产

业；大力发展机电制造、矿业开发、生物

医药等三个潜力产业； 巩固提升烟草、

建材、陶瓷、工艺等优势产业；不断加快

产业转移园区的建设。

梅州还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 大力

扶持科技创新型企业， 切实为企业排忧

解难。积极搭建投融资平台，为中小企业

加快发展解决资金瓶颈， 一年新增融资

15.7

亿元，被广东省财政厅誉为“梅州融

资模式”。

在上市公司的财富效应刺激下，梅

州的优质企业上市热情高涨。 目前，梅

州拥有较为丰富的优质上市资源，初步

形成了有

34

家企业的上市后备企业资

源库， 有近一半企业明确了上市意向。

梅州力争

2

—

3

年内将上市公司数量扩

容到

10

家。

珠海：资产证券化率全国领先

证券时报记者 邓常青

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之

一，珠海市在证券市场

20

年发展历程

中可谓是硕果累累， 而珠海的资产证

券化比率之高， 即使在全国各省市地

区也并不多见。

截至目前，珠海市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为

18

家，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有

8

家， 珠海的境内上市公司总量和中小

板上市公司数量在广东省仅次于深圳

和广州。 此外，珠海还有

6

家公司在境

外的香港联交所、 纳斯达克和多伦多

创业板上市。

据统计，

2009

年珠海市的

GDP

总

量首次突破千亿大关， 而在

2009

年

底， 珠海市境内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

到了

1200

亿元； 如果加上境外上市公

司， 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为

1300

多亿

元，超过当年

GDP300

多亿元，资产证

券化比率达到了

130%

。

珠海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出较强的

盈利能力。

2009

年珠海上市公司总计

实现净利润总额

30

多亿元，占全市工

业企业利润总额的

27.8%

；

2010

年前

三季度，珠海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

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 在税收方面，

2009

年全市上市公司累计缴税

120

多

亿元， 为珠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

珠海曾开国内重奖科技功臣风气

之先河， 昔日科技重奖播下的种子如

今枝叶茂盛。 珠海金融办副主任陈玉

荣告诉记者，珠海中小企业数量巨大，

超过半数为高新技术企业， 这些企业

融合了市场机制和知识密集的优势，

是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最活跃

的部分；而在境内上市的

18

家上市公

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就有

13

家。 未来，

借力资本市场， 扶持新兴战略产业发

展，加快科技型企业发展，是珠海市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的必由之路。

总结珠海近年证券市场发展的

经验，陈玉荣表示，首先要树立正确

的理念， 珠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坚持

“服务而不干预、引导而不误导、促进

而不冒进”三项原则，在确保辅导工

作质量的同时，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

其次要积极强化协作体系，珠海与深

交所、省金融办、广东证监局等相关

部门建立了协作平台，包括建立了信

息互通机制、 齐抓共推共管机制等；

最后是注重加强宣传指导，在《创业

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后，珠海

金融办会同市高新区管委会、广东省

证监局、深交所等部门，在全省各地

市中率先举办了创业板上市企业培

训会。

对于未来推动珠海证券市场发展

的计划，陈玉荣告诉记者，珠海市政府

提出了“抓大不放小”的思路。 “抓大”

是指继续扶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2009

年珠海市积极推动原粤富华的资产整

合和业务重组， 并更名为珠海港；“不

放小”是指全力扶持中小企业，尤其是

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汕头：潮商文化铸就资本奇迹

证券时报记者 于 夕

� � � �潮汕地区素以擅长经商而闻名，

商界巨子李嘉诚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

代表。 以“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勇于开

拓”为核心思想的潮汕营商文化，让这

个昔日藉藉无名的小特区一下子在资

本市场大放光芒。 今年以来，汕头的上

市公司出现厚积薄发的井喷现象，像

潮水一般涌向资本市场， 一年就有

9

家民营企业成功登陆中小板或创业

板， 汕头的上市公司总量迅速达到

16

家，造就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潮商板块。

在熟悉汕头经济的业内人士看

来，民营经济高度活跃、产业集群颇具

规模是汕头上市公司今年以来出现井

喷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目前民营经济

已成汕头市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2009

年汕头市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该市

GDP

的

60.6%

， 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 也高于民营经济发达的

浙江省。 今年上半年，汕头市民营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510.45

亿元， 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61%

； 民营企业实

现出口总额

11.14

亿美元，增长

30%

，

占该市出口总额

51%

。 在汕头如今的

16

家公司中， 仅有超声电子唯一一家

国有企业， 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汕

头民营经济的实力和影响力。

此外， 汕头已形成的完整产业链

和产业集群优势为孕育上市公司提供

了土壤。 统计数据显示， 汕头现有

16

个产业集群，

27

个省级专业镇，

2200

家规模以上企业， 而且创新型、 科技

型、环保型企业较多。 其中，经认定的

高新企业

62

家，中国名牌产品

10

个，

省名牌产品

65

个， 中国驰名商标

12

个，省著名商标

188

个，驰名、著名商

标和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省地级市第

2

位。 产业集群优势对汕头上市公司玩

具小板块的形成不可小觑： 在奥飞动

漫成功登陆中小板的示范效应下，汕

头澄海区的另外三家龙头玩具企业上

市热情被点燃， 星辉车模今年

1

月成

为汕头地区首家创业板公司， 骅威股

份日前登陆中小板， 群兴玩具的上市

正在紧锣密鼓中。 但从广东全省看来，

地处粤东的汕头市，

2009

年

GDP

刚刚

突破

1000

亿元，经济总量处于全省中

下游位置， 产业集群优势在全省也仅

仅是中上而已。

一位资深的、熟悉资本市场的汕头

本地人士说， 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在

国内上市，对于精打细算的汕头民营企

业而言，并不是好的选择。 比如，凯撒

股份曾经积极谋划在香港上市， 招股

说明书都已准备就绪， 但日益活跃规

范的国内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加之两

地上市成本、募资总额的比较，最终使

其选择了

A

股市场。 而拥有宜华地产、

宜华木业两家上市公司的宜华集团布

局太安堂、骅威股份，东方锆业控股股

东陈潮钿落子星辉车模，均可被视作为

精打细算的典型。花小成本推动企业上

市后， 汕头市不仅拥有靓丽的名片，而

且财政税收盆丰钵满，正是“算大账，也

算小账”的潮汕文化特色。

梅州的经济要想实现跨

越式发展，传统老路已走不

通， 必须彰显后发优势，找

到符合自身实际的科学发

展路子。应当推动当地优质

企业改制上市，直接打开一

条资金流向山区的通道，这

是支撑绿色崛起资金来源

的最佳平台之一。

对于未来推动珠海证

券市场发展的计划

，

珠海

市政府提出了

“

抓大不放

小

”

的思路

。 “

抓大

”

是指继

续扶持上市公司做大做

强

；“

不放小

”

是指全力扶

持中小企业

，

尤其是高新

技术企业在中小板

、

创业

板上市融资

。

汕头的上市公司总量

迅速达到

16

家， 造就了

中国资本市场的潮商板

块。 花小成本推动企业

上市后， 汕头市不仅拥

有靓丽的名片， 而且财

政税收盆丰钵满， 正是

“算大账， 也算小账”的

潮汕文化特色。

相伴资本市场

20

年，以美的电器为代表的广东家电企业快速发展，当初的“小舢板”现已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大航母”。

本报资料图

之三

起步于学习 发展于创新

资本的力量 成长的动力

美的电器股价（复权）走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