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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时钟市场的变化、 趋势及对策

张 冠 煜

一、近三年我国时钟生产结构的变化

80年代后期，随石英钟的发展和沿海组装业的崛起，我国时钟生产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总的特点是s品种结构的变化极其显著。

80年代初期 (1981年）轻工系统时钟产量达2751.2万只，经历近10年，生产总规模仍然
维持这个水平，（1987年为2567.7万只，1988年为2605.03万只，1989年为2855.2万只）。所
不同的是，时钟生产加快了 “机” 转 “ 电” 的步伐，石英钟在大类品种的生产结构的比例不
断扩大。

按机械木钟、机械闹钟、石英钟三大类分，
1987年，机械木钟占23.6%，机械闹钟占57.1%，石英钟占19.3%。
1988年，机械木钟占23.5%，机械闹钟占54.4%，石英钟占22.l%。
1989年，机械木钟占12.5%，机械闹钟占51.1%，石英钟占36.4%。

1988年和1987年相比，机械木钟比重下降了11.1个百分点，机械闹钟比重下降了 6 个百
分点，而石英钟比重则上升了17.1个百分点。

在1987年～1989年的三年内，我国时钟工业的发展有三个特征：
第一，就轻工系统而言，生产的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木钟和石英钟尤为明显。以

198-0年的生产数据为例：机械木钟（年产量20万只以上的企业），南方 2家企业 生 产58.8g

万只，北方 4 家企业生产170.83万只。石英钟（年产蜇15万只以上的企业），南方 5 家企业
生产210.637万只，北方 4 家企业生产474. 81万只。机械闹钟（年产量80万只以上的企业），
南方 3 家企业生产744.25万只，北方 4 家企业生产544.56万只。由此可见，南方除在机械闹
钟生产上还保持着微弱优势外，在机械木钟和石英钟生产上无论数童还是规模都远落于北方
之后，生产重心明显向北转移。

第二，组装业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并在石英钟生产上领先于制造业。据了解，时钟制造
业的年生产能力为3000万只，而组装业的年组装能力达到了4000万只。它们的产品绝大部分
是石英钟，与制造业相比，具有功能多、档次高、款式新的鲜明特征。组装业的企业规模分
大、中、小三个层次。据1987年调查，全国时钟组装企业约有120家，职工2.5万人。其中＄大型
企业（一般是中外合资企业）年产能力均达到100万只以上，中型企业的年产能力在30-100

万只之间；小型企业（多为商办企业、乡办企业）年产能力在10万只左右。 一般而言，组装
企业的规模越大，产品的档次也越高。

第三，上海时钟业正面临新的挑战。在这儿年内，作为轻工系统时钟工业基地的上海，
地位在下降，突出反映在三个方而： 一是生产数拱上的滑坡，在全国时钟产 量 (1989年 比
1987年）增长11.2％的悄况下，上悔时钟产屈 (1989年比1987年）却下降了8.7%。二是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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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发展丧失了时机，1989年与1987年相比，全国石英钟的产量增长了98%，占总产量36. 4%, 
而上海仅增长11. 6％占总产量10. 6%。 三是 “三五” 牌木钟的市场阻销，削弱了上海木钟在
生产和经营上的优势。当然，分析这些情况的立足点不仅仅是机械钟，面应放在石英钟发展
这个角度来思考。也就是说，上海石英钟工业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占据 地位，尤其是同山东地
区相比较，存在着两个主要差距： 一是生产规模上，济南钟厂（康巴丝）的石英钟产量是上
海的 2.4倍，烟台北极星集困的石英钟产量是上海的 3倍。二是品种款式上缺乏拳头产品。
烟台北极星石英钟领先于上海，重要 的是款式多，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如243 型 “猫鹰 ” 挂
钟和8705型扭摆挂钟，上海产品则老面孔，几十年一贯制。

二、时钟市场的产大千销和石英钟激烈竞争

时钟产大于销的矛盾在1987年已显露，到1989年变得十分突出。 以轻工系统为例，1987
年、1988年时钟产销率约在97％左右（时钟产销率在98％以上尚属正常状态）， 到了1989
年， 时钟产销率降至86.7%，换言之，产大于销15%。形势之严峻，可谓之继1983 年之
后的又一次产销危机，但与1983年发生的情况相比较，有三个不同点＄ 第一，社会总需求由
1500万只增加到2475万只，比1983年扩大了64%，第二，产大于销的直接后果没有迫使生产下

、

滑而是导致工商库存上升，仅轻工企业在1987,...,,1989年这三年间增加的库存就达375万只，同
时， 国营商业主渠道1979年底库存830万只，据此估算，目前全国工商（包括供销社系 统）
的时钟库存总量在1400万只左右。 第三，现在出现的市场 不景气，不象1983年那样集中于机械
闹钟， 而带有全面性和普遍性： 木钟供过千求，闹钟潜伏危机，石英钟的迅猛发展形成每年
2000,..._,2;200万只的投放规模，使石英钟既成为国内时钟市场的主导产品，又是时钟产大千销
和市场竞争的焦点。因此，分析石英钟市场便显得必要了。这里应重视四个现 实问题：

一是，石英钟已接替了机械钟在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 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 （1）据
全国钟表情报站对各地零售商的抽样调查，八九年销售结构是＄ 石英钟占61%，机械闹钟占
33%,机械木钟古6%。其中，石英钟在大城市的销售比重达80％以上，在农村的销售比重约
30％以上。(2)、据 国营商业主渠道的销售情况分析，89年石英钟销量已达525 万 只，占
时钟总销量36.2%，比88年增长了128%。 结论是，近十年国内市场的需求扩大，实际上是石

英钟的销量增加。
二是， 石英钟发展的盲目性和低档化，使升级换代产品变成了呆滞倾销商品。轻工系统

1989年石英钟产抵己逾千万只，按照零售消费的需求，市场投放橄并不算多，但是 品 种档次
低，单机功能、圆方款式、价格在40一70元之间，品种占90％左右，而这类品种是任何一 家
稍具装配能力的组装企业都能生产的，这 必然导致石英钟跨行业的生产竞争和市场竞争，从
而使轻工系统石英钟产销率仅85.2%，工业库存结构中石英钟占到66.7%，并且不得不采取
削价、让利、铺底代销等手段来倾销。

三是，时钟出口结构没有 按生产结构的变化而同步调整。在石英钟生产迅猛发展 的同
时， 轻工业1989年石英钟出口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比1987年下降了76%。1989年石英钟在产
量比重中占36 .4%，但在外销比重中仅占1%。

四是， 以 “三资” 为主的组装业生产的大 量石英钟投入国内市场。 据了解， 时钟组装业
年装能力为�000万只， 按规定留销比例是15%， 但加上返销及地方政策等因素，实际留销比
例超出法定比例1倍（即30%，约1200万只）。 大鼠的组装石英钟挤身千国内市场，加剧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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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同时，在款式功能上， 组装业产品比轻工业产品高一档， 品种多一倍，在价格上组装
业作价灵活，扣率优惠，手段多样，凡此种种，使组装业在市场竞争中居于优势。

三、更新消费的扩大是时钟市场的总趋势

时钟在国内按每户 一钟的普及口径已经满足。 据统计： 1989年底时钟同内社会保有屈为
2.5亿只，按全国2.3亿户家庭计算，平均每百户拥有时钟 108.7 只。

根据这一 背景，今后三年的时钟需求可细分为两类、四种， 即：
(1) 添置需求（年需求量3600万只）。

有两种添置需求： A）因新家庭增加而发生的添置需求。 今后3年内，平 均 每 年约有
2300万对青年男女进入婚龄，剔除提前购买和婚期滞后等因素，平均每年有1300万只的消费

需求。B)因新居室增加而产生的添置需求。 由于居室条件的改善，按平均每户两室计算，
并假定在10年之内达到一室一钟的水平，平均每年有2300万只消费需求。

(2) 更换需求（年需求量1800万只）。

也有两种更换需求： A）由使用期限产生的更换需求。据统计，今后 5 年间有4500万只
时钟在消费者家庭中使用期已超过20年，其中至少有4000万只需要更换，此项年需求量为800

万只。B)由外观、款式、功能激发的更换需求。 众所周知，时钟的装饰性已成为刺激消费

的首要因素。 赏心悦目、能够恰如其份地装点居室、和家具陈列配合协调。 体现居室主人审

美悄趣，为居室主人提供方便的新颖多功能时钟将极大地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大大地加快
时钟的更新速度。 此项需求的蜇难以估计。 但若产品确能达到上述耍求，年需求量当在1000

万只以上。

对以上分析计算需要指出两点：第一，计算出的需求矗确切地说是市场潜力，但百分之

百地挖掘出市场潜力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数据对市场的分析是表层的，没有深入考察地

区及城乡差异。 但是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 一个问题是四种需求从性质上看，都带
有强烈的更新倾向。 因 此，扩大更新需求是近3年内时钟消费的主流， 这也必然引导企业生
产走上多品种、高档化、装饰性的道路，产品更新越快，市场需求也就越大。另 一 个 问题
是，在四种需求里，后一种需求的随意性较强，纯屑 一般抽样分析出的购买欲，而前三种需
求是基本需求， 只要品种对路，款式新颖，购买选择的余地天，是可以实现的， 合计4400万

只。 实际需求量应当打一点折扣，而打多少折扣的关键是取决子产品档次的提高和对更新市
场的适应性。 即使根据85％的适销度来计算（通常计算法和目前的适销水平），每 年 消 费

3780万只是可能的。 总之，时钟产品是大有前途的（因为每年有3780万只的需求蜇），但要
满足需求又是有难度的（因为商业的现实年销量仅2500万只左右）。

据此，我们对今后 3 年的国内时钟市场总容量的上限预测是： 平均每年3780万只，其中
1990年3340万只，1991年3800万只，1992年4200万只。 依据这一预测，我们认为，机械木钟

容量基本稳定在300万只～400万只之间，机械闹钟容量可能是 “400万只紧俏，600 万 只畅

销， 800万只可销” ，销售市场有着400万只的伸缩余地，石英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方向，但
销售的伸缩性和生产的风险性都比木钟、闹钟要大。

至于1990年时钟产销结合情况，我们认为， 从总量上看是基本平衡的， 但大类品种的结
构上有一定矛盾。 据统计，轻工系统计划生产3248万只。 其中，机械木钟 353.8 万 只，占

10.9%，机械闹钟1558万只，.占48.0% ；石英钟1336,2万只，占41,1% 。计划出口 1027,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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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木钟73万只，闹钟900万只，石英钟54.3万只， ）实际国内放投市场的量为222{).7 万只
（其中木钟283. 8万只，闹钟658万只，石英钟1281, 9万只）。加上组装业留销国 内 市场
1200万只石英钟，合计投放国内市场的总量为3420.7万只，按1990年市场孜测容址(3340万
只），产销结合率为97.6%，基本平衡。轻工业及组装业向国内市场投放的品种构成是s机
械木钟占8.3%，机构闹钟占19.2%，石英钟占72.5%。按照前述的品种需求预测，这三大类

产品的投放数蜇和结构是合理的，但是木钟的工商库存大，势必增加投放，进而供略大于
求；闹钟的产地竞争激烈，名牌争艳，如果外销市场稳定的话，不会供过于求，石英钟款式、
品种若无矢的变化，总量供大千求，仍难摆脱倾销局面。

四、上海时钟业要审时度势、重振雄风

根据前述时钟产销现状及对市场的预测，我们认为，90年代前3 年对时钟产品来说是危

机和希望井存的时期，危机对产销现状而言，希望因需求潜力而存在。上海时钟业能否重振
雄风，关键也要看在这3年中的作为。若措施得当，则上海时钟能够再占鳌头，反之，将被
强劲的对手远远抛在后面。

在此，我们仅从经营角度提几条措施，供决策参考。

(1)较大地增产闹钟，适度地增产木钟，稳妥发展石英钟。

1990年上海时钟计划产扯剔除外销量后，投放国内市场量为333万只，其结构比例为：机
械木钟10万只，占3%；机械闹钟225万只，占67.6%；石英钟98万只，占29.4%。这一比例

结合上海时钟各大类品种在市场销售中客观占有份额分析：
机械闹钟：1990年投放总量658万只，沪产机械闹钟可占份额为44%（即289.5万只），

有64.5万只的市场机会，从闹钟好销的势头考虑，应当抓紧机会，尽力满足，较大幅度地增
产 ，增产量以60,...,80万只为宜。

机械木钟：1990年投放总量283.8万只，沪产木钟可占份额为15%（即42.3 万 只），有

30万只的市场机会，但考虑到木钟呆滞的现状，应当一 方面努力维持沪产木钟的 市 场占有
率，一方面为木钟出口受阻留好后路，适度增产，增产量以15万只为宜。

石英钟：1990年投放总量2482万只，沪产石英钟可占份额为3.5%,..., 5 %（即 87万只～

124万只），在现有品种条件下，124万只已是销售上限，因此对石英钟生产应持谨慎态度，

以开发和增产同步、稳妥发展为宜。
(2)提高产品的款式档次，特别要拥有石英钟的拳头产品。
无论是机械钟还是石英钟，都应迅速提高档次和外观，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适应更新消

费需求。机械钟目前缺乏外销拳头产品，因此木钟生产厂要设立出口产品生产专线，使具有
外销竞争力的产品数量达到总量的50%；闹钟生产厂要迅速形成小机芯的生产能力，在此基

础上发展出口拳头产品。
拥有石英钟拳头产品是更为重要的。烟台之所以在石英钟产销领先千上海( “北极星集

困“ 1989年石英钟产量200万只，1990年计划产量440万只），原因之一就是烟台手中握有石

英钟拳头产品。沪产石英钟要跳出目前低档次挤于一堂的竞争t旋涡，唯一的出路是研制、开
发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品种，逐步形成自身的拳头产品。

{ 3)确立上海石英钟机芯的生产优势。

上海三条石英钟机芯引进线优化组合后，应迅速达到年产300万套的预定目标，这对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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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时钟业发展多功能品种、提高业内配套水平、 走国产化道路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都是至关
重要的。石英钟机芯形成能力后， 不仅可以满足业内的生产需要， 还可以向外地厂家供应
（仅轻工系统1989年就进口机芯500余万套， 机芯的销路是不成问题的）。

(4)对时钟外观生产实行倾斜政策。
导致上海时钟业全面落后的重大症结是机芯生产能力和外观生产能力不配套。机械木钟

就受外观能力影响限制了出口， 石英钟机芯引进线投产后， 仍不能完全解决石英钟的市场竞
争力问题。因此，必须对时钟外观生产实行支持扶植的倾斜政策，包括扩大对外观生产厂的投
入， 对外观生产技术的改造，引进精密塑壳、高档木壳、高档金属壳的加工装备技术等。

(5)扩大出口， 向外发展。
国际市场容量很大， 世界时钟贸易量在2.5亿只左右。上海时钟出口历史悠久， 范围较

广， 拥有较多的新老客户。上海的机械钟目前在出口量上也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这一优势应
当巩固和扩大， 并利用优势带动石英钟的出口。

机械闹钟出口量要保持稳定， 防止外销受阻后转销国内挤占其他品种的市场。
机械木钟和石英钟要采取多渠道出口的方法， 并争取打入北美等大市场。
(6)内销以 “稳住机械钟， 重点突破石英钟” 为方针 。

上海机械钟因名牌、质量、占有率等因素，在今后 3 年内的方针是巩固和扩大已有的市
场覆盖面。石英钟在落后的条件下开拓市场要艰难得多， 因此内销市场营销的重心要放在石
英钟上， 要象石英表那样实行 “五配套” 。石英钟基础差、起点低， 要实现300万只销售噩
难以一步到位， 因此建议分几步走。具体是：1990年产蜇100-150'万只， 经营上主要是 推
销， 通过竞争抢占低档钟市场。1991年产量200-250万只， 产品的适销度在80％以上， 中高
档占30％左右。1992年产量300万～350万只，产品的适销度在90％以上，中高档占50％左右。

（上接第39页）开设外商金融机构和中外合
资金融机构为契机，扩大上海金融权，发展上
海金融业， 特别要逐步发展上海金融业对国
内经济的辐射服务能力。

(4)坚定不移推行股份制，按照国际
惯例办好一大批大的股份公司（包括若干大
财团）。这些新的股份公司的大部分要吸收
外省市、外国投资者的股金。上海若不能在
发展股份公司方面有大的突破和推进， 上海
经济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束缚和损失， 上海
经济的进一步现代化和国际化恐怕是不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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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扩大上海定价权（产品、劳务、
土地使用权等）， 使上海价格总水平在90年
代逐步合理化。

(6)扩大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就业选
择自由度， 适当鼓励流动，在流动中设置职
业技能再培训环节以提高职工素质。

,．7)坚定不移地提倡全社会关心和尊
重企业家， 制定必要的政策与法规保护企业
家正当权益， 造就一文强大的社会主义企业
家队伍。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 现代化经济
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一步也离不开企业家的聪
明才智和辛勤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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