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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甚至同比增长91%至150多万台。

惟一出货量出现下滑的就是其手机业务，其出货

量下滑2%，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3.7倍至600多万

台，其中下半年来自智能手机的收入占到整个TCL通

讯业务的50%以上。

然而由于在通讯业务研发和营销网点开拓上的巨

大投入，而智能手机销售特别是在中国市场未达预期，

这导致其手机业务从第四季度出现经营性亏损，而按

照李东生的介绍，TCL通讯的亏损将延续到今年第一

季度，而2013年希望能够扭亏，这中间智能手机出货

量希望大幅增长至2000万台。

其实国产智能手机行业普遍面临毛利率偏低而出

现的亏损，而对于国产智能手机暂时出现的“中华酷

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领先的局面，李

东生表示，“智能手机行业的格局其实远没有成型，

TCL通讯还有很大机会，这个市场的格局与产品的产

品力是有关系的，三星2012年的成功就是因为推出了

几款有竞争力的产品。”

不过TCL通讯2012年的业绩被李东生评价为“差

强人意”，2013年TCL通讯将推出多款在国产智能

手机行业有竞争力的新品希望抢夺更多的市场份额，

而2012年其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只有577.5万台未达

预期。

对于TCL集团来说，总投资245亿元，占其资产超

过70%的华星光电项目的盈利才是更为重要的，李东

生坦言，“2012年上半年华星光电业绩未达预期依然

存在较大亏损，而真正让华星光电出现转机是节能惠

民政策实施后的8月才开始的，到四季度华星光电成

为全球产能最大的8.5代线并实现资产折旧后的经营

性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TCL多媒体2012年消化了华星光

电近50%的产能，而三星，以及其他国产五大彩电厂

商购买了剩余的产能，但是随着TCL多媒体2013年开

始实施的提高均价和毛利率的新政策，其32寸液晶面

板采购量可能会下降，这让今年第一季度华星光电面

临产品转型的压力。

对此李东生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考虑

到成本效益，华星光电的产品在保持32寸产品优势的

情况下，将重点开发48寸和55寸大尺寸面板，来保证

TCL多媒体等客户调整后的尺寸要求。”

回购华星光电股权

虽然2012年的业绩基本上达到了TCL集团管理层

的预期，但是无论是TCL多媒体还是华星光电在新财

年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为此李东生为首的管理层新

年伊始就对公司的战略和架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在这中间针对TCL多媒体，TCL集团管理层提出的

要求是“抢份额的同时要提高产品均价和盈利能力”，

据悉虽然2012年TCL多媒体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毛

利率也从16.57%提升到17.4%，但是与创维、海信等

竞争对手22%的毛利率比依然有很大差距，其销售收

入增长速度也比出货量增长低2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

其产品结构中32寸入门级液晶电视占比过高的问题。

与此同时，TCL多媒体近日还发布公告，称计划

将主要负责OEM、ODM代工的AV事业部分拆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对此李东生表示，“TCL的AV碟机和音响业

务主要是为飞利浦、松下等外资品牌代工，而彩电业

务主要是自有品牌，由于在彩电业务上TCL与一些品

牌商存在竞争，所以对AV业务获得更多代工业务造成

了影响。”

据悉，TCL多媒体计划在年内完成对代工业务的

分拆，不过李东生指出，“受到分拆上市的财务审核

的限制，这次分拆的代工业务主要是AV业务，并不包

括电视的OEM代工，今后不排除将电视代工业务也分

拆的可能。”

他还指出，由于索尼、松下、东芝以及很多欧美

客户开始将更多的生产外包，而TCL在AV代工领域绝

对的规模和技术优势，在分拆上市两到三年内,TCL

希望将这块业务的规模从目前的30亿元左右提升到

百亿元。

而针对华星光电业务，李东生重申了当初与深

圳市政府达成的5年内回购股权的承诺，记者了解到，

之前控股45%的深圳国资委旗下的深超公司之前已经

将华星光电15%的股权转让给三星电子。

虽然李东生并没有透露最终回购华星光电股权的

价格和具体时间，但他告诉本报记者，“对华星光

电股权的回购是TCL集团单方面做出的承诺，具体可

以分几次来完成回购，201 3年不排除公司继续回购

的可能，如果华星光电继续盈利也将继续改善公司业

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