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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更多“家·生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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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承压或致高管频繁变动
家居企业欲突围洗牌压力

“经营承压、业绩不达标
是高管们出走的直接因素”

今年年初，建发股份并购红星美凯龙一事引发

行业广泛关注。红星美凯龙人事和经营管理上的

变化，自然也成为舆论茶余饭后的焦点。2023年 1
月上旬，这两家企业双双发布公告，建发股份正在

筹划通过现金方式协议收购美凯龙不超过30%的

股份后不久，红星美凯龙随即发布公告称，因相

关工作安排原因，郭丙合提出辞去副董事长及

执行董事职务，车建芳及蒋小忠辞去执行董事

职务。郭丙合、蒋小忠同时辞去公司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职务。陈淑红辞去非执行董事职

务。同时公告称，增补3名非执行董事和1名

执行董事，其中有3名均来自建发系。

这并非孤例。几乎同一时间，同为建材

流通行业巨头的居然之家也传出员工持股

计划及新高管履新等信息。另外，仅在

2023年1-2月，便有皇派门窗、喜临门、正

泰电器、我乐家居、顾家家居、百得胜家

居、梦天家居、德尔未来、圣象地板等多

家泛家居企业高管离职。

事实上，家居企业高管频繁变动

早在 2022 年就已露出端倪。据媒体

统计，2022年仅上市家居企业高管变

动频次超过270次，上市家居企业高

管变动人次是2021年的三倍多。包

括数十位董事长、总裁等职位“换

防”，上百名的高管辞任。从离职

高管的任职经历来看，任职两三

年后匆匆离开的新人有之，企业

的元老级员工也时有出现。

对于前述报道中提及的离

职数据，一位受访家居企业中

高 层 表 示 ，“ 应 该 没 有 水

分”。据他描述，像大部分

人一样，去年他便已经离

开了任职一年的企业。当

谈及大批行业高管频繁

变动的原因时，他坦言

道，主要还是因为“行业

红利大幅减少、市场不

景气、销量下滑，以及

老板焦虑。”

超百位家居高管频繁变动

新旧“换班”带来的“代际变革”

近三年，行业大环境

变化使得企业承压加重，难看的

财报数据落到现实中，最先被砸

中的或是企业内部负责核心业务

的职业经理人。今年 1月中旬，德

尔未来发布公告称，杨冬辞去公司

助理总经理，以及苏州百得胜智能

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胜”）

总经理等职务。而在其任职的两年

多时间里，百得胜曾在 2021年实现营

收 9.12 亿元，实现净利润约 4235 万

元。但在2022年上半年，百得胜出现亏

损，该公司实现营收约3.66亿元，净亏损

715.56万元。

无独有偶，在今年公司内部会议上，

红星美凯龙董事长车建新提到公司被收

购的多种原因时指出，疫情导致高度依赖

线下销售的红星美凯龙时常遭遇关店，影

响了经销商销售和收入；地产行业萎缩导致

家居零售市场低迷；多家企业的债务违约，

使得其他企业再发债的难度加大；以及公司

的融资成本高，导致资金链危机等等。

安信证券在今年 1 月份发布的一份研报

中写道，“此次建发拟收

购美凯龙控股权，预计将有

效缓解美凯龙的现金流压力，

未来也将从拓展零售网络、加

速下沉市场渗透、提升平台运

营效率等多方面提供发展新活

力，有望进一步推动双方共同做

大业务基础，对行业发展信心形

成显著提振。”

有行业分析认为，建发股份并

购红星美凯龙一事是家居建材行业

流量缺失、经营乏力的缩影，不排除

后续会有更多的资本、人事变动。艾

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接受新

快报采访时亦指出，家居行业高管出现

“离职潮”，一方面是因为外部环境导致

经营承压，这三年大部分家居企业的业绩

增长都遭遇较大挑战，2022 年表现得尤为

明显，业绩不达标是高管们出走的直接因

素；另一方面，当前的家居企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十字路口，高管们能否承担在转型发

展蹚新路中担当重任，也是影响他们去留的

重要原因。

近一两年，不少家居企业中高层打破在原来行业内

流动的惯例，投奔到门窗等发展势头较强的细分领域。包

括诗尼曼、百得胜、玛格、欧派、顶固、好莱客等多位定制企

业高管都曾扎堆进入门窗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门窗行业内的高管变动同样频繁。例如，

皇派门窗营销中心总经理邱文胜于今年1月离职，此前他曾就

职于欧神诺、简一大理石瓷砖等陶瓷企业，2019 年进入皇派门

窗。原好莱客家居营销中心总经理李阳，在2019年加入新豪轩门

窗任职营销总经理，并于 2022年年底离职。原欧哲门窗营销副总

经理马皓华于2022年入职新标门窗等等。

在行业人士看来，门窗行业像大多数家居企业，在经历数十年的

发展后，逐渐都走到新旧“换班”的阶段。企业“掌门人”在向下一代

进行权力移交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管理风格、内部架构的变化与

调整都有可能引发中高层的“大换血”。

而撇开企业经营承压、业绩不达标、领导层面的经营理念分

歧，以及追求更好的发展空间等个体因素。有受访行业人士认

为，相较其他行业，近几年家居企业人才变动频繁，更多是行业

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家居

行业一直处于拥有大规模数量的企业但缺少优质头部企业的

低效发展过程中。随着家居用户跨度变广、消费群体逐步年

轻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家居品牌之间的竞争不断

加剧。如何跨越原来的低门槛，到具备智能制造、科技属性，

提高设计研发能力等，也成为了衡量一家企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体现。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员、博导李继庚曾向记者表示，如

今的传统产业代际传承需求非常强烈。这些从父辈手中

接过“事业棒”的新一代，对于制造企业的管理方式有着

迥然不同的诉求。在他长期关注的陶瓷行业中，很多企

业目前都由“企二代”负责打理经营事务。面对房地产

下行、行业整体库存走高、利润大幅度压缩等多重因

素影响，企业的新一代接班人对于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的接受程度往往会更高，一定程度上加快推动了

行业的转型。

企业内生驱动力愈加强烈的同时，也对行业

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张毅提到，“在过去的

20年，家居行业伴随着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面

对眼下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大环境，家居企业基

本都在寻求突破，要么是产品转型，要么是模式

创新。特别是作为从老一辈模式成长的职业

经理人，对于二代接班人提出的新转型、新业

态和新打法能否接受，这也是企业和这些高

管过程之间一个选择或者适应过程。”

在他看来，站在行业现状和市场需求

角度上，家居行业走向转型已是大势所

趋。如何走出新路，几乎是一道摆在所有

企业面前不得不思考的命题。而转型阵

痛下的行业或将面临新一轮的优胜劣

汰。在这股浪潮中，企业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一是坚守家居赛道，则意味着要

产品创新；二是可以选择扩充赛道，

走周边路线；三是智能赋能，走科技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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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企业高管持续一年多的“离

职潮”还在继续。据新快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2023年年初至今，在上市和待上市家居企
业中，已有超过27位企业高管离职，涉及的岗位
从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到营销中心总经理、财务
总监等。在业内看来，不同人的出走原因不尽相同，
备受外界关注的中高层或是因为企业经营承压、业绩
不达标、经营理念分歧，以及出于追求更好的发展空
间做出的选择。而站在更大的角度上，有业内人士
表示，近一两年行业高管变动频繁，是家居行业面
对竞争不断加剧，转身走向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决定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