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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陶瓷工业协会率队到河南考察 

11 月 4 日—6 日，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一行

11 人在会长吴全发和省建材协会秘书长周豫鄂率

领下到河南省考察了陶瓷企业和市场情况，并与该

省建筑陶瓷工业协会进行了座谈和交流，河南省经

信委原材料处鲁处长、河南省建陶协会会长刘合

心、副秘书长耿强、中国建材报河南记者站站长秦

军舰等为我们一行设宴接风洗尘。 
11 月 5 日，河南省建陶协会刘会长陪同我们

先到内黄县陶瓷产业园参观考察，内黄县是农业

县，工业没有基础，也没有原材料等资源优势。但

是该县通过优质服务来招商引资，政府力度很大，

哪个部门做不好招商引资就换人。从 2009 年新建

陶瓷工业园以来已经引进了十几家南方陶瓷企业。

在园区，我们考察了新南亚陶瓷有限公司，该公司

于 2009年 11月入驻陶瓷产业园区，由浙江温州市

龙湾新中联陶瓷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内黄县陶瓷

产业园区第一家内墙砖生产企业，总投资 4亿元，

已经投入 1.5 亿元，占地 600 亩，已经建成两条

380 米生产线，日产中高档墙砖 3 万平米。 
中午，两省陶瓷协会在该公司会议室举行了座

谈，周豫鄂说，湖北、河南两省都在承接南方陶瓷

转移，产品存在同质化，市场竞争激烈，不搞低价

倾销，这对我们两省陶瓷企业都有好处。新南亚公

司老总说，现在企业都不景气，涨价有相当难度，

但是我们支持涨价，宁可压库也不降价，目前该公

司库存产品积压资金近 3000 万。 
在鹤壁市陶瓷园区，我们考察了河南省富得陶

瓷有限公司，该公司也是内墙砖生产企业，产品属

于中低档次，但生产情况和销售很好，效益也很

好，基本没什么库存，主要销售河北、山东等北方

省市农村市场。我们在郑州市中原陶瓷城考察了市

场情况，该市场是郑州较大的专业中低档瓷砖批发

物流市场，他们的瓷砖批发价格比较有代表意义。

该市场目前的 300×450 墙砖的批发价根据产品档

次最低的有 1.75 元/块，最高的有 2.80 元/块。 
通过两天参观考察，两省陶瓷协会和企业进行

了沟通，加强了联系，这种沟通和联系将长久保持

下去。湖北省陶瓷协会在离开郑州时为感谢河南省

建陶协会的热情接待举行了答谢宴会，并互相赠送

了礼品。                         （秘书处） 

            宝加利公司第二代全抛瓷砖上市 

      最近，湖北宝加利陶瓷有限公司通过在第一

代全抛瓷砖基础上的技术升级与创新后，第二代

全抛瓷砖正式全面上市。 
    一直以来，宝加利公司依托强大的研发实力

和工艺技术，不断展开对全抛类瓷砖、瓷片的研

发工作，从最初的全抛釉系列抛光砖，到今年上

半年上市的第一代全抛瓷砖，已成为全抛类瓷砖

研发创新领域的佼佼者。 
     第一代全抛瓷砖 5 月上市时，消费者还未对

它进行深入的了解，但是在公司前期一系列的宣

传推广，终端积极配合宣传的情况下，由于产品

质量及款式的创新，让全抛瓷砖开始打开市场。

接着，未推先热的第二代全抛瓷砖，深受消费者

认可，成为市场热捧的产品。 
    相比第一代全抛瓷砖，第二代全抛瓷砖以

“两大技术创新”，即：“3D 喷墨技术”和

“防反弹变形技术”。据专家介绍，“3D 喷墨

技术”是确保现代陶瓷产品拥有亮丽色泽和自然

清晰纹理的法宝，目前行业内很少有厂家使用该

项技术。此外，“防反弹变形技术”是可以有效

防止陶瓷产品后期变形的最新技术。 
    同时，全抛瓷砖吸收了抛光砖的镜面效果和

高硬度及其低吸水率和吸污率；拥有仿古砖的亮

丽色彩与自然清晰的纹理，兼蓄了釉质砖的晶莹

剔透与高耐磨度，绿色环保，墙地皆宜。它将在

物理性能、色泽纹理、装饰效果、应用空间上，

为建筑陶瓷业树立新的标杆。 
第二代全抛瓷砖的全面上市，标志着瓷片装

饰设计一体化迈进的重大变革，也为宝加利公司

开拓终端消费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后劲和保障。 
                                                    （秘书处） 

简讯： 
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佛山、宜兴等地部分陶瓷

企业开始转型生产多孔陶瓷保温板。据了解，这

种产品具有防火阻燃，变形系数小，抗老化，

性能稳定，生态环保性好，与墙基层和抹面层

相容性好，安全稳固性好，可与建筑物同寿命

等特点，广泛用于外墙保温、防火隔热层。湖

北已有陶瓷生产厂家开始做转型的准备工作。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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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山陶瓷产业转移的思考 

 

产业转移带动全国陶瓷新建产区大发展，但

却没有带来产业的升级，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 
今天的广东佛山，天高云阔、草木茵茵；

回想 10 年前，佛山的天空是灰蒙蒙的，长久的

阴霾天气让佛山人忘却了蓝天。     
以环保为切人点，淘汰陶瓷“双高”企

业，是佛山产业结构调整工程的第一步。2007
年，佛山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我市陶瓷产

业调整提升工作的通知》，由此拉开了陶瓷业

整治风暴的序幕。2010 年 12 月，佛山召开全市

节能降耗工作会议，在列入调整提升的 298 家

建筑陶瓷生产企业中，目前已经转移、转产 220
家，到年底，佛山仅保留 62 家建筑陶瓷企业，

8 成企业全部外迁。陶企转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

效果。据佛山市环保局透露，南庄镇 2009 年空

气中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值比 2003
年下降了一半。 

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问题

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腾笼换鸟：佛山陶瓷企业被转移了，但产

业并没有得到提升   
走过佛山陶瓷产业最繁华的街道——季华

路，两边是林立的陶瓷卫浴企业的展示厅，这

些展示厅可不是门脸房，3 层以上的建筑比比皆

是，结实厚重的罗马柱、宫殿式穹顶透着豪

华。据了解，每一个展示厅的造价都在千万元

以上。除了佛山，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有

如此密集、豪华的展厅群。     
这些展厅是陶瓷企业的营销中心，主要功

能是展示企业的产品。但在问及企业在哪里生

产的时侯，多数企业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佛山

本地已很少有工厂生产相关产品，即使有，产

量也是很低了，企业的生产基地基本已经外迁

到相邻城市或在外省投资兴建新的产业基地。

这便是“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

（腾笼换鸟）实施后，佛山陶瓷产业所反映出

来的现实状况。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专业副会长黄希然认

为，佛山陶瓷产能虽然得到了转移，但留下来

的产业并没有得到提升。原因是留下来的企业

生产设备大部分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虽然

经历了部分技术改造，但受土地、年代的限

制，提升的效果并不明显，单位产能和单位资

源消耗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和目前先进生

产线相比是相对落后的。 

只有规划一个绿色、生态的工业园，让留下来的

企业重新引进现代化生产线，规模可以不是很

大，但保留了先进制造业的基地，才能让目前保

留的陶瓷企业在两三年内得到提升。     
大兴土木：投资带动产业转移，地方经济短

视导致产能过剩 
随着佛山陶瓷产业转移的不断升级，全国承

接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使得陶瓷产区遍地开花。

据统计，目前除了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几乎都上马了陶瓷生产线，除了佛山、淄博、

夹江、晋江等传统陶瓷产区外，江西、湖南、湖

北、河南、河北、辽宁等地新兴产区不断涌现。

自 2007 年佛山提出陶瓷转移调整以来，3 年时间

佛山陶瓷转移在全国各地投资逾 300 亿元，占地

4 万多亩。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戴一民认为，陶瓷

行业的进入门槛低，陶瓷产业拉动 GDP 的能力

强，很短时间就能形成庞大产能，满足地方经济

GDP 的增长，所以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陶瓷产业

的开发和引进。 
多年来，中国建陶产量一直处于高增长态

势，尤其是伴随着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区

布局变化，全国各地（除极少数省市外）纷纷把

陶瓷产业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争先恐

后地向传统产区伸出产业转移的橄榄枝，而各大

陶瓷企业及产业资本，也在建陶产业区域化、资

源化、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地圈地建厂，掀起了

一轮接一轮的建设高潮。不知不觉当中，中国建

陶业又一次处在了产销失衡的危机关头，新的泡

沫正酝酿着巨大的风险，令不少企业难以负重。 
升级乏力：能源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造成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     
黄希然认为，产业是先进还是落后，最主要

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看使用的是何种能源结构，大

多数陶瓷企业依旧使用煤转气，企业只看到煤的

成本低，从价格比较而选择煤，但从综合角度考

虑，煤转气的转化率很低，制备过程中还会产生

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目前陶瓷行业依然延续着这

种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同时，新兴产区的不断涌

现，容易带来争夺企业资源的恶性竞争，从而缺

乏制度性的构建，导致良性机制的缺席和企业自

我更新的乏力。新兴产区基本位于欠发达地区，

在利益、考核等因素驱动下，招商引资、扩大开

放的要求十分迫切，不少地区因此患上“招商引

资饥渴症”：只要引资项目经济效益好，能增加

地方财政收入，能拉动 GDP 的增长，甚至仅仅是

能够引来资金或项目，（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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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就赠送土地、减免税收、忽略环

保，甚至明知引进的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也一路“绿灯”。貌似“产业转移”，实为

“污染转移”，直接导致污染范围在原有基础

上得以扩大。对新兴产区来说，得利一时；对

产业来说，升级乏力。     
所以，做好产业承接工作，必须立足区域

经济优势，准确把握产业转移的规律和特点，

合理选择产业转移的承接点，以增强承接产业

转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在承接产业转移的

同时，努力增强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

力，建立由企业主导的产业创新体系，联合产

业内的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政府组

织，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合作研发，加速优势

资源互补和技术在产业内的有效扩散。就陶瓷

产业而言，要积极致力于发展生态型建陶工

业，采用清洁能源和科学配方，将对环境的污

染降到最低，打造生态型建筑陶瓷生产基地。 
（中国建材报王翌） 

 
宝加利加大环保投入 狠抓源头治理 

湖北宝加利陶瓷有限公司今年环保资金总

投入 4500 多万元，共建设生活污水处理站、工

业污水处理池、脱硫除尘塔、防渗漏酚水池、

焦油池、雨水收集池等一大批环保设施。 
宝加利落户当阳陶瓷工业园以来，就十分

重视环保工作。他们认为，陶瓷企业不仅要创

造就业，创造财富，发展经济，更要“以人为

本”，勇敢地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这

样，才能长久的生存，健康的发展。该公司一

期工程的环评报告编制出来以后，环保设施评

估需要 582 万元。他们决定着眼未来，环保先

行，将环保设施一、二、三期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因此，该公司环保设施投资远远超过评

估预算，达到 4500 万元。 
按照环评报告要求，该公司配套建设了日

处理 1.8 万吨的工业污水处理中心、雨污分流

系统、地下烟道水膜除尘及高位沉降烟气脱硫

除尘装置；建设了规范化的固废堆场、日处理

600 吨的生活污水微动力生化处理设施；在设

备购置上选用低噪声的工艺设备，科学安排高

噪声设备的安装位置；已经兴建的煤气站，同

时也配套建设了酚水和焦油收集池，所有建设

都按防渗防漏的最高标准来要求。 
目前所有环保设施均与主体工程投入正常

运行，并经当阳市环境监测站验收合格。 
（秘书处） 

 

物流助推河南内黄陶瓷产业逆势崛起 
   

内黄是近年来新兴的陶瓷生产基地。目前已

引进陶瓷生产线 50 条，建成投产 20 条，成为河

南省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今年前三季度，内黄

陶瓷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162.4%，保持平稳发展。

据内黄有关人士介绍，内黄建陶产业的集群集聚

发展，带动了现代物流业的勃兴，物流产业成为

助力内黄陶瓷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物流成产区竞争优势 
  据统计，目前，内黄拥有物流企业 50 家。

其中龙头企业 8 家，大型物流园 5 个，从业人员

5 万余人，大中型营运货车 15000 辆、26055 个

吨位，年运量达到 1000 万吨，年货运周转量达

到 120589 万吨公里。经测算，1 条陶瓷生产线每

天大约进出货物 1000 吨，需用车辆 20 辆，内黄

目前建成投产的 20 条陶瓷生产线每天需运输货

物 20000 吨，需车辆 400 辆。就目前而言，内黄

物流产业能够满足内黄陶瓷产业的发展需要。安

阳福惠陶瓷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秀国告诉记

者，对陶瓷企业而言，在产业“寒冬”时期的成

本竞争尤其重要，内黄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不但

使企业减少了运营成本，而且增加了竞争胜势。 
  规划建设陶瓷物流中心 
  为给陶瓷产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内黄积极

培育和引进一批现代物流企业，为陶瓷企业提供

高效、优质、安全、便捷的物流服务。今年以

来，内黄引进了投资 1.5 亿元的安琦物流、投资

1.5 亿元的众力通源等物流项目，建成海元物

流、益民物流、现代物流信息、邮政分销物流

局、捷达运输等大型物流企业，着力打造“中原

瓷都”现代陶瓷物流中心。同时，与中铁集团郑

州分公司签定了战略合作协议，优先保证内黄陶

企的产品调运。 
  构建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内黄针对陶瓷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致力于

推动物流产业的同步发展，实现陶瓷产业与物流

产业的互动双赢。据内黄县交通部门负责人介

绍，在物流发展上，内黄将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企业主体、园区承载”的发展原则，造

5 个物流园区、发展 5 个物流龙头企业、建设 6
个物流专业市场、加快完善 6 个物流网络为重

点，实施“5566”物流建设工程，积极引入现代

物流发展理念，建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

交通物流示范企业，使现代物流业成为陶瓷产业

强势崛起的重要支撑。 
（陶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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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陶转型升级 规避同质化产品竞争， 

首条喷墨生产线本月初已经投产 
 
时下，对于湖北产区而言，无疑正面临着来

自四面八方新、老产区的围攻。即便在湖北省境

内，也分布着当阳、远安、蕲春、枝江、浠水等

大大小小多个建陶企业聚集地，并且产区与产区

之间的重点销售市场大面积重合。非但如此，广

东等地的知名品牌也不断加速进军内地市场的步

伐，市场空间日益收缩。 
内外交困之下的湖北建陶企业该何去何从？

是在几近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逆势上扬，还是在

已然显现的洗牌化运动中偃旗息鼓？ 
产品同质化加剧终端竞争 

据本报“陶业长征”全国陶瓷砖产能调查小

组获得的数据显示，目前湖北省共有建筑陶瓷生

产企业 42 家，已建成生产线 76 条，但多数陶瓷

企业知名度不高，产品类型仍然停留于大众化、

常规化层面之上，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缺乏拥

有实质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和特色产品，以致不少

企业都是靠低价竞争来赢得市场。 
以湖北建陶企业主要聚集地泛当阳产区（含

当阳市、远安县、枝江市）为例，产品结构类型

虽已较为齐全，涵盖了抛光、仿古、瓷片、外

墙、西瓦等几大类。但每一类产品的生产企业都

在两家或两家以上，并且各自的生产规模、产品

定位、重点市场都相差无几，尤其是瓷片生产企

业数量最为庞大。在以当阳为中心的 50 公里半径

范围内共聚集了瓷片生产企业 8 家、生产线 17
条，占湖北瓷片产能的八成以上。 

因产品同质化加剧的恶性竞争在终端已经凸

显。据当地某建陶企业负责人介绍，随着周边新

兴产区的兴起和不断增多的建陶企业，由于在产

品定位、产品价格、优势区域等各方面如出一

辙，企业与企业之间已经陷入了激烈的恶性竞争

漩涡之中，不少企业之间的关系甚至到了剑拔弩

张的地步。 
有业内人士对此表示，由于价格战等造成了互

相压价的恶性竞争，致使陶瓷品质难有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时常受损。许多陶瓷的销售服

务水平仍停留在极简单的层面，不少陶瓷品牌在

备货、安装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 
湖北安广率先建成喷墨生产线 

据本报记者了解，为了突破当前的困局，以及

应对未来更加恶劣的市场环境，避免陷入价格战

泥潭等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今年下半年以来，

湖北产区开始有部分建陶企业针对当前形势， 

制定相关营销策略，走高端路线，使产品更具优

势。此间，湖北省首条喷墨线于十月初在湖北安

广陶瓷有限公司成功投产，被业内喻为湖北产区

向高端化产品迈进的标志，它打破了湖北建陶产

品同化严重、高端产品一片空白的局面。 
湖北安广陶瓷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范道兵向

记者介绍，湖北产区在市场经营模式的竞争层次

上，大多数企业都处于围绕“价格”为核心的产

品层面，而以高端产品抢占市场、实施现代化管

理等更高层次的运营模式甚少有实践者，大部分

企业在这些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差距甚大。  
他表示，对于未来区域品牌将如何面对更加

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与

服务，而打造强势品牌是赢得市场的重中之重。

安广陶瓷为走差异化路线，避免陷入无序的价格

战泥潭，率先投入重金在湖北产区引进首条数码

喷墨生产线，并已经在十月初成功投产。 
竞相升级谋求新空间 

范道兵告诉本报记者，今年包括湖北在内的

整个华中地区，新增了相当数量的厂家和生产

线。“对比之下，我们只有避免同质化，开发高

端特色产品及打造拥有自身特色的个性化产品才

能赢得竞争，赢得市场，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

和我们的客户不断创造新的盈利点。”安广陶瓷

首条喷墨生产线投产后，产品深受客户认可，前

景看好，为企业抢占了市场先机。通过当前最潮

流、最高端的喷墨产品，不但提升了企业的品牌

形象，同时也更进一步提升了品牌高度。 
当前，关于中国陶瓷产业升级的呼声不断，

广大企业也不断进行品牌转型。在这一轮变革

中，最核心内容就是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大量

消耗原材料为主的低价经营模式，并转变为以品

牌、服务进行增值的运营方式，从而整体提升产

业竞争力。纵观湖北产区，随着各地新生产线的

上马开工和产能的急剧扩张，面对高度饱和及巨

大库存压力，价格战也势必愈演愈烈，传统经营

模式若不升级，无序的恶性竞争必然加剧，产业

转型也就无从谈起。而湖北安广陶瓷有限公司率

先引进首条喷墨生产线，并拥有两条滚筒印花瓷

片生产线，不但标志着湖北产区开始向高端化进

程迈进，同时也将加速这一进程，带来一股新的

热潮。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湖北产区已有数家企

业准备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推出微晶石、洞石、

金花玉石等新品，希望通过升级产品结构，打破

市场僵局，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陶瓷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