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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湖北省建材产品出口发展态势良好 
 
     2012 年，面对欧债危机持续漫延，北美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建材市场需求不旺的不利局面，我省

建材行业适时调整海外市场拓展战略，大力开发中东、东南亚、南美以及发展中国家市场，努力分散

国际贸易风险，基本实现建材产品出口稳中有增、稳中有进的发展目标。 
   2012 年，全省建材工业实现出口额 2.02 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1.04%；累计增长 32.32%，超

过全省外贸出口增长率 14.15 个百分点。我省建材产品外销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陶瓷、石材、玻璃成为建材工业出口主导产品，占全省建材出口总额的 67.88%。其中陶瓷砖出

口 24.43 万吨，出口额 4810 万美元；卫生陶瓷出口 2.3 万吨，出口额 1477 万美元。花岗石制品出口

12.68 万吨，出口额 2755 万美元；大理石制品出口 2.3 万吨，出口额 1177.59 万美元。石英玻璃出口

1928 吨，出口额 1700.05 万美元；废碎玻璃出口 615 吨，出口额 1324.44 万美元；平板玻璃出口

7159 吨，出口额 186.89 万美元。 
    二是重点建材产品出口价值提升。主要表现在陶瓷工业和石材工业。与 2011 年相比，陶瓷砖每吨

出口额 196.88 美元，净增 25.79 美元；卫生陶瓷每吨出口额 703.4 美元，净增 95.83 美元；花岗石制

品每吨出口额 217.26 美元，净增 29.63 美元；大理石制品每吨出口额 512 美元，净增 133.9 美元。受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影响，玻璃产品出口价值降低，其中石英玻璃每吨出口 8817.69 美元，同比减少

7372 美元，单位出口额下降 51.03%；平板玻璃每吨出口额 261.06 美元，同比减少 27.33 美元，单位

出口额下降 9.48%。 
    三是水泥制品出口增幅较大。主要出口产品有水泥砖瓦、混凝土预制结构件、混凝土管杆板桩等，

出口量达到 8328 吨，同比增长 25.63%；出口额 509.63 万美元，同比增长 153.38%。 
 
                                                                                                              （省建材工业协会） 
              

《工业转型升级投资指南》摘要 
 
 

201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工业转型升级投资指南》，旨在指导各地工业发展，引导社会投

资方向，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转移和落后产能淘

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指南》依据相关产业政策，从投资角度对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及相关行业规划、专项规划提出的主

要任务和发展重点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工业投资的重点和方向。 
其中，对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提出扩大品种，发展薄型陶瓷砖，节水型、轻量化卫生陶瓷，轻质隔

热、保温陶瓷砖，防污、防滑等功能型陶瓷砖的推广应用。标准化原料的生产制备和推广应用，智能

化成套卫生洁具产业化。 
以及陶瓷用清洁能源制备技术的推广应用，低温快烧陶瓷工艺技术的开发应用，干法制粉与挤出成

型等低耗能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采用应用低品位原料、工业废弃物生产陶瓷产品，余热、固体废弃

物、废水的循环利用。陶瓷砖减薄工艺技术、成套装备，连续球磨工艺技术与装备，陶瓷生产的低温

技术，窑炉、喷雾干燥塔能源高效循环利用技术，球磨机、风机等装备节能改造技术，高效收尘、脱

硫、脱氮技术与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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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陶瓷产业 8大趋势 

 
     本文预测了 2013 年陶瓷产业的 8 种趋势。展望 2013，我们认为，十八大报告中提及的推进生态

文明、建成小康社会、永续发展、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关键词，将对陶瓷行业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

响。全行业应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致力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发力清洁生产、自主创新，以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产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 稳中求进  2013 年，稳中求进仍是我国经济工作总基调。我国陶瓷继续保持产量世界第一、人均

消费第一、出口第一的陶瓷大国地位。 
   根据《建筑卫生陶瓷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3 年，建筑卫生陶瓷工业增加值应增长 10%以

上。加快落后产能的淘汰、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将成为 2013 年产业发展的

重要方向。 
      2 结构调整  2012 年多数产区的产能过剩，产品销售不畅、库存量进一步加大，不少生产线被迫停

产，有些竞争力弱的企业已经倒闭或转做它业。 
      2013 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应紧扣科学发展这个永恒主题，紧抓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条重要主线，

科学平衡供求，着力调整、优化和升级各种结构。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工业协会会长叶向阳认为，应努力实现“四个转型”：一是由资源依赖型转向资

源节约型；二是由环境污染型转向环境友好型；三是由数量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和“六高（高产品

及服务品质和性价比、高科技及文化艺术元素含量、高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高集约化水平、高信息

化水平、高国际化水平）两自（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型；四是由大而不强型转向既强又大型。 
      3 清洁生产  2013 年，陶瓷生产应大力倡导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走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

绿色发展之路，努力研发和推广应用利于节能减排、降耗利废及发展低碳型和循环经济型建筑卫生陶

瓷产业及产品的先进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并且要有效限制和淘汰产品品质不高、节能减排效果差、

经济和社会效益低下的各种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 
      4 减薄限厚  据悉，薄型砖的标准 2012 年已经初步完稿并已经提交至相关部门，2013 年有望正式

推出，用以规范生产。卫生陶瓷的轻量化也在持续推进，2013 年陶瓷行业将致力于把又大又薄的产品

转化为薄而小的产品，预计这种轻量化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5 自主创新  2013 年，全行业应全面持续推动自主创新水平。陶瓷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其设计、制

作过程以及品牌的附加值上。简单的重复加工、粗糙模仿注定只能站在产业发展的底端，而融合了精

心设计、精细制作的产品则能摆脱传统陶瓷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提高利润率，抢占陶瓷产业的制高

点，自主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 
      6 品牌建设  当今世界巳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陶瓷产业的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品牌之间的竞争。

因此，企业必须要增强品牌意识，紧密结合企业的实际，制订出品牌发展战略，确立不同阶段的目标

规划及可行性的实施步骤，抓好品牌的培育，争创陶瓷品牌。企业要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品牌发展的

根基和企业的生命，作为企业生存发展之本来抓，使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7 产业转移  2013 年，陶瓷产业在产能及其布局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方面，应统筹产品供需实情

和原材料、能源、运力、建设用地及人力资源等相关条件，以及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和发展循环经济等

综合要素，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发展布局合理、规模适度的区域性产业集聚区，积极引导和促进国内

产能由东部适度有序向中西部转移，积极稳妥地在合适的国家或地区形成新的产能。 
      8 抢滩电商   2013 年，更多陶瓷卫浴企业将试水电子商务。通过网络，实现在线订单，预约安装、

维修。市场竞争，决战终端。应该看到，电子商务营销并不是单纯的营销模式的转变，而是企业整体

品牌影响力、信誉度的比拼，甚至是市场占有率的决斗。2013 年，陶瓷行业电子商务市场可能迎来新

一轮鏖战。 
                                                                                                                 《中国建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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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陶企点火时间不同 微晶石生产或推迟月余 
 
    春节过后，全国各产区陶瓷企业陆续点火生产，各产区、企业因库存状况、销售预估以及供电等差

别，窑炉点火时间略有不同。 
开年销售形势较好  企业忙生产稳库存 

    本报驻山东记者走访得知，正月初五淄博产区少数陶瓷厂家已点火开工。在随后初六至初九的四天

时间里，点火温窑的企业数量开始增多，大多数集中在正月十二。年前不少企业停产时间较晚，产品库

存量较大是多数企业开工晚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目前淄博产区生产线点火的数量较去年多，90%以上的企业窑炉都已经点火，同时拥有多

条不同产品生产线的企业均开始生产并出砖。不过，单一产品结构的两条及以上生产线企业目前仅开工

一条，剩余生产线会视市场情况而定。 
  同属北方市场的河南内黄产区在正月初六至初十期间集中点火生产，个别企业因设备调试等问题将

点火时间推迟至正月底。拥有三条生产线的安阳新明珠在春节期间停产两条线，这与其未停产的生产线

在 2012 年 11 月才点火投产有关，也与该企业的销售业绩较佳相关，据记者了解，该企业始终能保持库

存的动态平衡。 
  此外，本报上期（2013 年 2 月 22 日，第 689 期）报道了江西高安产区因限电推迟点火生产的消

息，记者在随后的走访中得知，正月十六开始，高安陶瓷基地内已陆续有企业在对窑炉点火温窑，少数

企业在新历 3 月初会有一条线出产品。而高安陶瓷基地周边受限电影响不大的乡镇企业都开始在生产。

上高、宜丰的部分企业也在陆续温窑，有部分企业已有一条线恢复正常生产。有行业人士表示，大家都

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旦恢复工业供电就开始生产，以缓解库存不足的压力。 
  与高安库存不足而告急有几分相似的四川夹江产区，在刚过去的一周内有八成企业集中点火生产。

在传统的销售旺季，今年节后夹江产区的形势较为乐观，但由于 2012 年市场低靡的惯性，不少企业对

市场需求预计不足，导致年前并未准备充足库存，在年后又受到招工难因素的制约，导致企业点火生产

时间推迟，不少企业担心库存不足而影响全年销售，表示条件一旦具备便会迅速进入生产状态。 
  广东陶企从正月初八开始就已陆续点火生产，宏宇企业 12 条生产线已全部点火并出砖。据消息称

肇庆高要的金利工业园因限制工业用电，直到正月十五才恢复正常供电。 
微晶类产品生产推迟 

从各地点火生产产品的统计来看，抛光砖、瓷片依旧是市场需求主力，点火的生产线八成以生产这

两类产品为主。与常规产品相比，2012 年火爆行业的微晶类产品由于价格等因素，尽管需求处于上升

态势，但数量仍与抛光砖、瓷片等相距甚远。据了解，目前佛山的微晶类生产企业，除盛世名嘉于正月

十六点火外，其余生产线或将于新历 3 月中旬再恢复生产，更有个别企业将在 5 月份再行生产微晶类产

品。                                                                                                         
《陶瓷信息报》 

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请组织申报 2013 年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的通知》摘要 

 

      国家发改委将组织实施 2013 年煤炭、电力、建筑、建材行业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工程专

项。要求各地按照通知要求做好申报工作，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单位编制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落

实项目相关建设条件，并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前将资金申请报告和有关附件项目简介及项目单位基本情

况表等（一式 5 份，附电子版）报送我委高技术处。 
 其中， 建材行业的示范工程可申报项目有：水泥、混凝土、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等主要高耗能大宗

材料，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减少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利用，重点支持水泥高固气比悬浮预热分解、水泥

窑协同处置废弃物、超高性能混凝土、泡沫混凝土保温板、玻璃熔窑节能减排、建筑卫生陶瓷废科回收

利用、玻璃纤维窑炉全氧燃烧等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示范工程建设等。 
（注：由各市发改委申报，目前申报已经接近尾声。）                                               （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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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瓷砖热销加速陶瓷生产线点火 
 
      不久前，记者在夹江及周边产区调查时发现企业生产线点火开工率不超 30%，然而一周过后，产区

内生产线点火开工率增至 70%~80%。对此，产区内多家陶瓷企业表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

因为瓷砖销售旺季来临，企业担心库存不足，影响全年的销售业绩，从而加速陶瓷生产线开工点火”。 
  据了解，近期夹江以及周边产区生产线开工点火的企业有四川新中源、建辉、新万兴、广乐、科

达、华宏、新高峰、联发等多家陶瓷企业，其中四川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已有 6 条生产线点火，成为产

区内生产线开工最多的企业之一。 
  瓷砖销售一直遵循“两旺一低”的运行规律，所谓的“两旺”是指年初和年底前 3 个月，而“一

低”则是指 6~9 月。如今正处于年初的销售旺季，这对于陶瓷企业而言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果因为

供货不稳定而错失机会，将会直接影响企业整年的效益，在此期间企业都会克服所有困难开工点火。 
  而夹江产区内陶瓷生产线在短时间内从 30%的开工率上升至 70%~80%，这与近期市场瓷砖销售旺盛

分不开。据广乐陶瓷企业某负责人透露，当前正处于瓷砖销售旺季，前来订货的经销商络绎不绝。在此

期间，广乐凭借一系列色彩丰富、规格齐全的瓷片产品不仅赢得消费者认可，同时还带动了抛光砖、全

抛釉等一系列地砖产品销售。然而随着经销订货量增加，广乐于 2 月 25 日下午，点燃了一条抛光砖生

产线，预计在 3 月初正式推出产品。 
  “去年至今年，我们的生产线就一直没有停过窑，但是近期我们的产品却仍然供不应求。”建翔陶

瓷企业老总对记者说道。 
    对于当前产区内大规模生产线点火的现象，业内人士则认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瓷砖

热销。由于年初瓷砖销售旺盛，企业库存告急，唯有及时点火投产才能确保供应稳定；其次，对年初市

场销售情况把握不准。大部分企业认为今年市场会跟往年一样，并未做好充足的备货准备，从而被年初

的热销打得措手不及；最后，避免人员流失。年初正是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关键时候，如果企业迟迟未开

工，将会出现人员流失的现象。 
《陶瓷信息报》 

 
上半年高安建陶产业基地缺工近 4000 人 

 
       日前，记者从江西省建陶产业基地管委会劳动保障所获悉，仅根据基地陶瓷企业上报的用工需求数

据看，上半年基地的用工缺口近 4000 人。 
  据该劳动保障所负责人袁茂平介绍，根据去年年底基地陶瓷企业上报的用工数据看，基地上半年的

用工人数达 4000 人，但依据今年企业的开工情况看，实际的用工需求预计在 2000 左右。今年开年企业

缺工主要是受去年市场形势不稳，一些企业新增生产线但没有投产，比如恒达利陶瓷去年上半年就已建

成 4、5 线，但由于市场形势不好，只开了 3 条生产线。也有一些企业因为市场形势不好，库存过大，

在年中就停了一条生产线，遣散了一部分员工，今年开春这些企业的生产线纷纷开始启动，所以造成今

年开年基地用工紧张。 
  据记者从一些陶瓷企业行政部门获悉，大部分企业都表示同比往年，今年企业用工情况还是比较

好，缺口不大。一方面是由于去年新增的生产线不多，另一方面是企业用工比较稳定，流动性不大。而

记者从恒达利陶瓷获悉，今年他们准备把去年新建的 2 条生产线都启动，用工缺口在 300 人左右，好在

今年由于电力原因，园区所有的企业开工都推迟了，这些我们招工也提供了一些时间。同时，去年放假

前公司就在员工中推广员工带员工的方式。开年后，一些外地员工在自己家里带来了一些人员，同时，

企业通过基地的协助，招工情况也相对比较良好，也招了一些人，缺口不是很大，应该能够顺利生产。 
据记者了解，目前新明珠、普京、新景象以及新中英等企业都在招聘各类熟练普工，其中以新明珠陶瓷

需求最大，今年该企业新增 2 条生产线，需求在 400 人。但开年这些企业缺工，但并不会影响他们新年

的正常开工，截止记者发稿，这些企业的招工情况都比较好，最多的缺口也只有 100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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