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家用空调出口产品能效调研报告 
摘 要 

一、背景 

1.1 项⽬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举⾜轻重。产业在线数据显

⽰，基于庞⼤的市场需求和强⼤的配套、制造能⼒，2020 冷年中国家⽤空调销

售量占全球份额超过 50%，产量全球占⽐已连续多年⾼于 80%（见图 1），这意

味着，中国家⽤空调供应流向和供应产品节能性对全球能源应⽤效率影响显

著，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关注。 

图 1 2020 冷年全球家⽤空调产销量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中国家⽤空调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出⼜产品节能性研究在本项⽬

之前仍是空⽩。本期项⽬中，我们通过研究全球家⽤空调需求及分布、中国家

⽤空调出⼜规模及流向，并选定中国出⼜各⼤洲规模较⼤的 2-3 个国家作为⽬

标国家，来研究中国家⽤空调出⼜⽬标国家规模、产品、能效⽔平及变动趋

势；在此基础上，结合⽬标国家现⾏能效标准梳理并与我国新房间空调器能效

标准进⾏⽐对，来分析中国家⽤空调出⼜产品节能现状。未来本项⽬将周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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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监测，以期形成中国家⽤空调出⼜产品节能性的持续追踪和有效评价。 

 

1.2 疫情⼤考下出⼜超预期增长 

⾯对 2019 年底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受益于中国政府应对

及时，中国家⽤空调⾏业经受住了全球疫情的⼤考，出⼜业务展现了更强的韧

性，实现 1.6%的⼩幅增长（见图 2），成为今年中国家⽤空调⾏业的稳定器。除

美国和阿尔及利亚受贸易关系和政策影响有所下降，中国出⼜各⽬标国家⽤空

调规模均相对稳定或有所增长（见图 3）。 

图 2 2018-2020 冷年中国家⽤空调出⼜规模及成长（万台，%）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撑出⼜连续增长的动⼒主要来⾃以下两⽅⾯，⼀⽅⾯我国在全球率先复

⼯复产，在保证既有订单的基础上，吸引了海外订单的流⼊，从根本上保证了

出⼜业务的稳定增长；另⼀⽅⾯，从出⼜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延续回升的趋

势，我们不难发现海外需求局部回暖的趋势，海外经济的渐进修复也是出⼜需

求的重要推⼿；此外，中国国内各项稳外贸政策等都对出⼜发展形成⽀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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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冷年中国空调⽬标国 家⽤空调出⼜规模及增长（万台，%）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二、分析方法和主要发现 

2.1 分析⽅法 

由于各⽬标国在家⽤空调能效考核⽅法、⼯况条件、测试要求等诸多⽅⾯

存在差异，各国能效标准并不能直接以数值进⾏对⽐。为了更清楚的衡量⽬前

各国的能效⽔平⾼低，产业在线通过市场调研的⽅式，以⼤量企业、⾼校等渠

道的产品能效测试和研究结论为基础，将 12 个⽬标国的能效⽔平和中国新旧能

效（新能效即现⾏标准，后同）进⾏了横向对⽐（见图 4、5）。 

图 4  2019 年⽬标国 家⽤空调（分体式）现⾏能效⽔平对⽐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图 5  2019 年⽬标国 家房间空调器（窗机）现⾏能效⽔平对⽐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为了直观展⽰和对⽐⽬标国的家⽤空调能效分布和能效⽔平，我们依据上

述图 4、图 5 中能效等级之间对应关系，将各⽬标国能效标准的能效等级统⼀

换算为中国现⾏能效标准对应能效等级后，再进⾏⽐较（见图 6；图 7 窗机换

算为沿⽤的中国旧能效标准）。 

 

2.2 主要发现 

以分体机能效分布为例（见图 6），单个国家下两个相邻柱状图的结构分别

代表中国出⼜⽬标国（左）和⽬标国当地需求（右）能效结构对⽐，并标⽰了

当地能效标准对应等级；横向对⽐ 12 个⽬标国，颜⾊反映了能效⽔平的相对⾼

低，其中冷⾊系代表对应能效⽔平较⾼，相当于中国新 3 级能效及以上，暖⾊

系对应能效⽔平较低，代表⽬标国能效相当于对应中国新 4 级标准及以下，同

⾊系颜⾊越深代表能效⽔平相对越⾼；其中相当于中国新能效⽔平新 1 级和⾼

于新 1 级能效为⽬前全球范围内能效领先⽔平，图中主要对应到⽇本和澳⼤利

亚两个国家。以泰国为例，从泰国本⾝来看，其 NO.5★★及 NO.5★★★为最

⾼能效，占⽐最少，NO.5 为其最低能效等级，占⽐接近半数，中国出⼜和泰国

当地需求能效结构基本⼀致；横向对⽐其他国家，泰国整体能效⽔平低于⽇

本、澳⼤利亚等⾼能效要求国家（直观来看冷⾊系占⽐更低且颜⾊更浅），⾼于

⽓候炎热的⾮洲国家（直观来看更多冷⾊系，且颜⾊更深的暖⾊系占⽐更⾼），

其能效分布与同处东南亚的印度类似，但印度相对能效⽔平更⾼（直观来看冷

⾊系占⽐更⾼，暖⾊系占⽐更低）。 



    

图 6  ⽬标国家现⾏能效家⽤空调（分体机）能效分布对⽐ 

 

图 7 ⽬标国家现⾏能效家⽤空调（窗机）能效分布对⽐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三、主要结论 

3.1 出⼜ OEM 主导缺少话语权 

在超预期表现的背后，我们调研了解到，中国家⽤空调产品出⼜形式⼤多

是 OEM 贴牌，即中国代⼯制造，销售品牌为海外品牌。根据我们对主要家⽤

空调制造商调研结果显⽰，中国家⽤空调主要以 OEM 贴牌⽅式出⼜，占⽐约

72.3%，⾃主品牌出⼜仅占 27.7%（见图 8）。虽然⾃主品牌的占⽐每年都在稳步

提升，但是⽬前整体的占⽐依然偏低。  

 

 



    

图 8  2018-2020 冷年中国家⽤空调出⼜ OEM 占⽐趋势（%）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OEM ⽅式出⼜家⽤空调产品的能效、性能等各种具体参数要求决定权在采

购商，中国出⼜企业按采购商的产品要求和当地能效标准的要求提供产品，基

本没有太多话语权，中国企业很难主导能效提升。中国已经是世界公认的空调

制造⼤国，但仍不是制造强国，⾃有品牌输出之路未来仍需要更多企业付出更

多努⼒。 

 

3.2 能效⽔平与经济发展和⽓候等因素相关 

该研究系统梳理了世界各国的家⽤空调能效标准。研究显⽰，全球有 195

个主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前具有空调能效标准的国家超过 66 个（见图

9），⼀些暂⽆空调能效标准的国家通常会采⽤或参考邻国标准。2020 冷年中国

出⼜到这 66 个国家的空调产品数量超过中国总出⼜量的 80%，加上中国市场，

实际中国供应全球规模中，约 1.5 亿台家⽤空调产品均是满⾜当地能效要求的

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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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国空调出⼜到有空调能效标准国家的规模占⽐（按出⼜量，%）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通过研究还发现，经济发达国家的空调能效⽔平普遍更⾼，对能效监测也

更为严格，以分体机为例，欧美澳⽇的⾼能效产品需求⽐较多，⽽美国和澳⼤

利亚对窗机能效要求更⾼；⾮洲、中东和南美的⼀些国家能效⽔平不⾼，⼀是

因为⽓候较为炎热，⾼温对空调产品能效会有⼀定影响，但最主要还是同其经

济发展⽔平和低效产品占据市场主流直接相关。 

 

3.3 中国家⽤空调出⼜能效结构和⽬标国当地基本⼀致 

结合上述能效标准的梳理，我们对⽬标国当地销售和中国出⼜家⽤空调能效分

布展开调研，以下图（图 10）泰国为例，当地销售的产品能效结构和中国出⼜

空调产品的能效结构基本⼀致。本项⽬研究的 12 个⽬标国家，⽆论当地是否有

空调产能，中国出⼜到这些国家的空调能效结构和当地市场消费的主流结构均

趋于⼀致，均是由当地的市场需求及能效标准决定的。研究发现，对标中国房

间空调器新能效标准，出⼜到这 12 个国家的所有产品中约 24.3%高于新 2 级能

效水平，低于新 5 级能效水平的产品占 28.9%。 

 

 

 

 



    

图 10 2017-2019 冷年泰国家⽤空调当地销售和中国出⼜能效分布对⽐（%） 

 

数据来源：产业在线 

 

3.4 中国新 1 级世界领先，海外市场积极参与促进节能 

通过对⽐研究发现，中国现⾏能效 1 级（新 1 级能效）已达世界领先⽔

平，⽬前仅⽇本和澳⼤利亚有对应的能效标准等级。虽然中国家⽤空调出⼜话

语权不多，很难决定出⼜空调产品的能效⽔平，但是作为全球最⼤的空调消费

市场，中国能效升级会⼤⼤拉⾼全球整体家⽤空调能效⽔平。 

2020 年 7 ⽉ 1 ⽇，中国家⽤空调新能效标准如期顺利实施，新标准（现⾏

标准）采⽤了新的考核标准，⽽且提升幅度较⾼，现⾏标准 1 级已经位居世界

领先⽔平，在责任和能⼒范围内中国已经为全球能效提升贡献了⾃⼰的⼒量。 

除了不断提升中国⾃⾝能效⽔平外，对于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没有能效

标准或者标准⽬前较低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积极探索推进能效提升和节能减排

的⽅法。⼀⽅⾯，可以通过帮助和推动当地国能效标准升级，从根本上提升能

效要求，进⽽提升全球各国⾼能效产品⽐例；另⼀⽅⾯，中国企业应加强技术

研发，掌握核⼼技术以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认可度，提升中国品牌的全球话语

权；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应逐步增加⾃主品牌出⼜⽐例，提⾼海外市场⾃主

品牌影响⼒，促进中国⾼能效产品海外销售规模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