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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产表价格的演变与国产手表的价格定位

冈产入行过 “ 饥＇罚饥！＼、．、排队头表 ” 的肝煌历史， 也有过因产大于销面不得连续四次降

价的格涩「'JI(，LI1/｀和总给这儿十年市场不断萎缩、 效益不断滑坡的实践纾哈， 我们完令有

理由提出国产表价格定位的甲新思考问题。

一、 沪产表价格的演变过程及其与企业盈利、 企业发展的关联分析

同产于表价格定位及，恺休水平，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58一1974年为价格准备的雏形

阶段， 不确定性较力叨显， 心体水平趋上；1975一1981年为价格形成的确定阶段， 以标准产

品比照并类性之外泣片主邓特点， 总体水平趋稳；1982年至今为价格动荡的下滑阶段， 特征

是被动性的控绩降价， 总体水平趋下。

第一、 二 阶心的手衷价格是计划经济校式下的产物， 对目前市场机制下的价格运行作用

不大。 这里， 顶点分析自1982年起的四次调价及其影响：

1982年1月， 国立物价总局、 商业部、 轻工业部根据中央决定， 对机械表首次降价。

". I ．．办 “ 肿19钻全钢男－表零售价巾125元降列100元， “宝石花” 17钻全钢男表和 “ 卜润 ” 牌

17估全钢男表由110元降到90见， “钻石 ” 肝17钻全钢男表由105元降到90元。

1983年2月， 经国家物价 心、｝，如1L准， 市轻工业局、 市商业一 局、 市物价局联合发文， 沪

产表第二次阵价。 “上岗', }冲19钻左 钢男表由100元降到90元， “宝石花” 和 “ 上海 ” 牌17

钻全钢另友山90元降到80元， “汕石 ” 牌17钻全钢男表由90元降到75元。

198,1年6片， 根据国汇了关一部门的文件精神， 经市轻工业局、市商业一 局同意， 沪产机

械表第三次降价。 “上沪j ” 牌19馅全'j,]男表由90元降到70元， “宝石花” 17钻全钢男表和

“海达 ” 牉17钻令钢女仁由80元降到65元， “钻石 ” 牌17钻全钢男表由75元降到60元。

1987叮5月， 上泭各主要生产厂家征得上级有关部门同意， 第四次降低机械表的零伟

价。 “上海 ” 牌全钢男哀由70元降到50元， “宝石花” 17钻全钢男表由65元降到47元， ＂计廿

达 ” 17钻全钢女表由65元降到50元， “钻石 ” 牌17钻全钢男表由60元降到44元。

在这四次降价中， 沪产机械表（按上述代表产品计算）四次降价的平均环比降幅分别为

20%、10%、22° l·、28%。 沪产机械表目前的价格仅为当初确定价格的40%。 各地同行手表厂

的产品也都陡之降价， 降幅大改与沪产表相等。

国产机械长的低价化， 使国家损失了税金， 企业流失了利润。 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

机械了良是 1闷利税产品， 一 只机械长成本11元多 一 点， 税金32元， 工业利润37元， 商业利润

30多元。 I: ＼ !l，企业的利润扣一般都在45％以上。 上悔钟表公司正是依靠机械手表这棵 “ 摇钱

付 ＂ ， 向国家氐计拟供积累100多亿元， 可用于建造近30座南京长江大桥}也正是依靠这棵

“摇钱树 ” ， 走出了 一 条以 “机 ” （机椋表）养 “ 电” （电子表）、 加快石英电子表生产的

f1 找尤展泊咯， 使手
－
1·::形义五大系列、 多门类、 多品种的生产格局。但是， 现在的机械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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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一 再下沉的同时，成本却一再上升。上海钟表公司手表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已高达26

元，与1982年相比较，增大了两倍，机械表的生产经信已经出现亏损，相反要依靠石英表的

盈利来补亏（机械表平均每只亏损5.8元，石英表每只平均盈利5.8元）。

为了更清晰地反映近十年沪产机械表由于降价而引起的税金、成本、利润等变化悄况，

特以 “上海 ” 牌全钢男表作为代表产品，列出如下图表：
·,琐 自 __＿＿_ _ _＿ ＿ ＿__ ＿~-- ： - --．一勺＿，＿＿＿＿＿

�--.. I 出厂价1批发价1零售份！税金 丿JI.·,j,: It祁利制＇市售利润
`、

、 ,

姑 （只／儿） （从IJL) 1 （只／丿L) | (J. t/ iL) （只归L): （只／ ｝巳;;,-/ (%) 

调价日期 �..、 ----I I - － - · _ _ _＿ _ _ _. ． ．- － － - － －－ -－ · · - ·· · · ·
1975年9月－ l 80.3i 110 1 125 32. 12 11. 18 37 | 46 

一一一 —----j- ----- -- --;--- 、_＿ _＿ ＿ ．一·一·, --.一一 一 － －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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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 63.4 ! 79.2 I go I 25.s6 I u.,8: 26.26: -11 —-_＿_＿ I-－－ -－ ＿＿ ＿＿－ -I- —-－— －－一

1984年6月 51.1 」 6I. 6 1 70 1 20.44.l1. 81, 18. 85 : 36
_＿_;;—-－ --I- ——-－－ 1 ,—一一一， 一—-— '_＿＿ 

1987年5月心杜 36.5 / 44 I so /
_1_5_.74_! 11.90': 8.86 j 24 ． 一 ． ， ·一·· · -－ ~ - －－ － － - · · _ ＿ ＿ ＿ _ 

1992年12月 30.8 I 44 I ·50 : 14.17'. 17.17 !-o.s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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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销售利润尚未扣除营业外支出和职工奖金发放奴）。

国产机械表目前过低的价格，不利于企业发展，也不利于企业多与市场竞争。

第一，国内市场并没有接受国产机械表这个过低价格。不可否认，在连年产大于销的怡

况下所进行的迫于无奈的降价，对于缓解产销矛盾、压咋促销，是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价格的需求导向来分析，四次降价的作用是微羽的。前三次降价，每次畅销期只有

一年至一 年半，至于1987年的第四次降价，不过是为企业打了 一 支 “ 强心针” ，畅销期仅仅

维持了 一 个旺季，未超过9个月，而后的市场疲软却持续至今，长达3年多。全国工商库

存（以1990年年末数据为准）反而比降价前增加15%，高达4000万只，其中，工业库存1300多

万只，比降价前增加78%。机械表的主销市场一一农村市场，降价当年的实际销呈为4065万

只，与降价前的1986年销量基本持平，以后儿年也分别为4322万只、3577万只。这说明，因

产机械表价格往下调，对市场并没有起到刺激作用和扩展效应，农村主市场接受这个过低价

格是十分迟钝的。

第二，低价格的竞争，不仅没有使竞争对手退出竞 1十，反而使自己处于竞争的劣势。降
价的指导思想尽管冠之以 “解决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 ” ，但其实质却是为了自身的生
存及与同行的竞争，并试图通过降价将全国的产屈压下来。结果是机械表的总产最虽然有所
抑制，但生产能力尚在，相反地，倒是因为国产机械表的全盘低价化，促进了刚刚步入国内市
场的组装表提高了身价，增加了盈利，增强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经营实力。而沪产表本身
（也包括其他国产表），由于机械表的低价化，造成了名牌商标的低值化，又带出了石英表

作价上的低档化，即便是款式新、功能多的石英表，其上市价格也提不上去，在进口表、组
装表之间拉大了相同档次、相同质地的价格差距，形成了沪产表的自我贬伯，置封于市场竞
争的劣势。

第三，国产表的过低价格，同国内市场的大环桃不协悯，产生了手表产品价格与价值相

背离的新的矛盾。四次降价，我们都强调 ” 斯决手表产品价格乌价伯相肯肉的矛盾 ＂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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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产品， 开始时确实存在这个矛盾。而目前， 被聚着密集劳动的机械衣已尤利可获， 甚全

亏损， 价格与价值的矛盾出现了新的形态。在此， 不妨将国产机械表放入市场大环境里衡最

一下它的交换价值。 先看同类商品， 以125元 “ 上海” 牌全钢男表与180元的 “英纳格” 单机

男表作比， 当初两者差价为40%；前者几次下调后的价格为50元， 而后者上调后的价格为
280元， 形成鲜明的逆向反差，价差达6倍之悬。 再看异类商品， 以国产牛皮皮鞋和羊毛衫

为例，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一 只125元的 “上海 ” 牌全钢男表， 其交换价值相当于八双牛

皮鞋或六件羊毛衫， 但现在还买不到一双牛皮皮鞋或一 件稍有档次的羊毛衫。

第四， 国产表的低价格， 使得批发商不愿经营， 从而造成流通梗阻。在传统的流通体制

下， 国产表对批发商业作价， 一般让利12一20%（ 一 级站对二级站让利8%， 二级站对三级

站让利4%）， 高时可达27%。 那时候，机械手表是高利商品， 让利1%（即1扣）毛利近1

元， 市场又好销， 商业获利厚。 现在1扣0.44元， 再加上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市场销售难

度大，批发商让利给零售商的幅度大，自身的费率又高， 商业批发企业无法经营国产表。 据了

解， 批发商拿到厂家的作价扣率大致为批发价的80%（即80扣）， 下仲作价让出12%（即12

扣）， 自身费率在7％左右， 净赚一扣 (o. 44元）， 如果下伸单位货款拖欠一下， 赚不着还

要亏（据统计， 全国钟表批发商约有70％负亏）， 因而， 他们经营国产表的积极性不高。 有

的综合性批发单位（如百货站）改做其他生意， 专业性钟表批发商则转向于进口表、 组装

表。 另外， 钟表零售商店对于经营国产表的兴趣也逐渐淡化。 上海市区各大钟表店的主要营

业柜均以进口表、 组装表为主， 在他们看来， 卖十只国产表的盈利不及一 只组装表。

第五， 国产表的低价格， 制约了企业经济效益、产品结构调整以及长期战略发展。 首

先， 国产机械表价格巳接近成本， 企业作茧自缚， 看好的国内机械表市场， 却无法使企业产

生并增进效益。 其次， 由于缺乏资金实力， 企业不能进行自我改造，产品结构调整和产品升

级换代做不出大动作， 企业的经营机制摆脱不了旧的模式， 始终处于被动的 “生产 ➔ 推销

再生产->再推销 ” 的恶性循环状态．

二、 国产手亵合适的价格定位及其必蔓的措施

综前所述， 国产手表适当提价， 使其在当前的市场大环境里找到合适的位崖， 应摆到国

内手表行业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了。 我们建议：从机械表入手， 现行平均价格提高20%。沪

产机械表平均售价由目前的60元， 提高到72元。零售价每只提价12元， 出厂价便每只平均提
高8.4元。其中， 国家增税4元， 企业增利4.4元。按照上海钟表公司1992年570万只机械表

产量来测算， 可增加利税4000余万元。 另外， 还有两笔库存数亦随之获利： 一是目前企业的

55万只实际库存， 可增加利税460万元；二是已在商业间流通而工业作为发出商品做帐的240

万只库存， 提价后亦可增加一定的利税。

那么， 机械表提价20％的可行性何在呢？

第一， 国产机械表看好农村市场， 并且近期呈旺销趋势。 国产机械手表在我国农村市场

具有两大优势： 一是农村市场是机械表比较稳固的市场， 尽管国内外石英表一 再渗透， 其购

买意向依然是以国产机械表为主， 即使要购买上档次的手表， 也选抒 “东方 ” 表等进口或组

装的机械农。 据我国最大的四川农村1991年抽祥调在， 购表打选择机批衣约占64.8% ，， 二是

农村手表消费每年都有一 个比较可观的基本需求层。据统计，1985年以来． 平I IJ年消费鬟约

在4200万只左右（取1985--1989年的数据）。由于农村的手表拥有字仅为60%， 再加上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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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不断增长 ， 衣村市场这一基本需求预计近儿年波动不大。
第二 ， 机械表20％的提价幅度 ， 不会冲击国内钟表市场。 理由有四点： ＠1987年第四次

降价的降幅为38% ， 若价格提上去20% ， 还差位18%，对零售市场震荡不大。＠进口表1992年
连续两次提价， 虽然大部分品种的涨幅在8-15％之间（个别品种涨幅27%） ， 但是提价的
平均绝对额要比国产表20％的涨幅要高出2倍之多。 他们的两次提价均未影响销售。 ＠提价
20％的机械表， 现行价格多为40一80元之间， 而国内市场手表消费的主要价格档次是在50一

80元之间（低档次）、80一120元之间（中档次） ， 机械表提价后的到位档次， 与消费需求
是大致吻合的 。 ＠机械表提价使商业批发企业获利每只手表2.16元。 他们欢迎这种做法， 并
在风闻提价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必然积极进货 ， 有利于企业的销售、 催款以及消化库存。

第三， 从国内消费总水平和物价上涨的幅度来看， 国产机械表提价20％所占的份额也是
极微小的。 据上海地区消费调查， 1987年人均消费费用为1200元， 1993年预测2088元 ， 消费
水平提高74% 。 假设按每人每年买一只手表计算，1987年手表消费占份额5% ， 手表提价
20％以后， 还只占份额3.5%。 这说明， 20％的手表提价幅度不会影响人们的基本消费。 另
外， 部分消费者还存在一种 “买涨不买跌” 的逆反心理 ， 从某种意义上看， 或许为新价格在
消费市场的顺利到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 ， 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 对于国产机械表的适当提价不会造成很大的
冲击。 手表机、 电两大类产品 “ 复关 ” 后的主要冲击是石英电子表， 而国外机械表档次较
高， 近阶段利用 “入关” 后的优惠关税政策来争夺国内中、低档机械表市场 ， 显然是那些海
外大老板们所不愿干的（因为国外名牌机械表在大陆的价格已经低于海外市场）。相反， 倒
是给国内的机械表生产厂家提供了扩大出口的机遇， 从而减轻内销市场的压力。

我们说机械表提价20％是可行的， 并不等于没有风险。 我们认为， 提价有风险， 但风险
之源不在提价本身 ， 而在于提价的这些机械表品种不尽人意，产大于销的矛盾仍然十分突
出。 因此，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辅之以如下措施：

（ 一 ）提价时间的选择 ， 是首要考虑的周全之策。 毫无疑问 ， 应定时于市场旺季来临之
前。从营销角度分析， 安排在三季度前（二季度末期）风险较小。 一是因为准备工作充裕 ；

二是由于三季度开始的市场旺季延续时间比较长。
（二）全国轻工系统手表生产企业应对机械表的提价问匙达成共识 ， 并在全国钟表协会

的协调下同步提价， 统一行动。
（三）机械表提价的同时， 要对国产机械表的生产采取果断而适当的限产措施。 这是提

价成败的关键所在。 建议以1992年国产机械表的生产实绩为基准 ， 以 “总量不扩大、品种可
调整” 为原则 ， 由全国钟表协会实行必要的监控协调。 若限产措施不落实， 不如不提价。

（四）提价工作应得到财税部门的政策扶植， 应有必要的免税、 让税措施， 使企业因提
价而获得的 “杯水车薪 “ 用于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

（五）手表企业扭亏增盈或增加效益的根本出路是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 加快产品开发和
升级换代的步伐， 而不能依赖于这次提价。 机械表的提价客观上为生产企业提供了两个机
遇： 一是国产表整体价格的起点抬上去了 ， 有利于新品种上市和新产品效益 ， 二是提价获得
的资金相对地增加了企业对市场的开发能力。 我们应抓住机遇， 借当前改革开放的东风， 加
紧在产品开发、结构时整和转换机制等方而做文章， 从根本上改变国产表的市场经营环境，

早日走出低谷， 力争多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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