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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蕲春县陶瓷产业协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 
丁志坚当选新一届会长 顾凤麟为秘书长 

 

1月 6日，湖北蕲春县陶瓷产业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在蕲春县赤东镇召开。中瓷万达陶瓷有限公

司董事长丁志坚再次当选新一任会长，湖北恒新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宜煜等 4人当选常务副会长，

湖北联弘岗石董事长等 6人当选为副会长，顾凤麟连任秘书长。聘任蕲春县原人大主任甘才志为顾

问，县政府副县长王立新、陈耀光，县经信局局长张冠，蕲春县赤东镇党委书记何琼为名誉会长。 

丁志坚在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说，蕲春县陶瓷产业协会自 2010年成立以来，现已发展会员单

位 31家，陶瓷产业已建立生产线 18条，取得了快速发展。2013年总产值较去年同比增长 21%，利税

同比增长 23.4%。陶瓷产业已成为该县支柱产业，是湖北省重点产业集群之一。 

过去 3年，蕲春县陶瓷产业协会不断加强同地方党委、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的沟通和交

流，不断争取和维护个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在陶瓷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严峻形势下，有力

地促进了该县陶瓷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有效地服务了地方经济建设。协会与市、县环保部门多次赴

广东佛山、福建闽清先进陶瓷产区考察环保生产工艺、设备和技术，不惜投入巨资，着力改善环境保

护，注入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基本做到了废水、废气、废渣零排放，有力地改变了生产环境和

周边群众生活环境。 

蕲春县陶瓷产业协会还积极搭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学习平台，促进陶瓷产业朝集群化发展。协会

为避免人才恶性竞争，制订了人才资源管理公约，建立人才资源管理库，杜绝了少数企业“挖墙脚”

的不正当行为发生。 

3年以来，该协会会员企业先后开发了 60多个新产品，15个新品牌。其中中瓷万达生产的“福尔

康”、“东科”瓷砖分别荣获“全国十大城乡品牌”、“湖北省著名商标”和“湖北名牌产品”，新

万兴瓷业的生产工艺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生产的“万茂”、“明智”、“凯缔斯”系列产品被列为

全国免检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这充分显示了蕲春陶瓷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丁志坚就新一届协会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紧紧围绕“交流陶艺、互通信息、依法维权、协调服

务、促进发展”的协会宗旨开展各项活动，搭建好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搭建好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

通桥梁，塑造好协会形象。二是把陶瓷产业做健康、产业链做完善作为定位。引导会员企业用高新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用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发展，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打造一批知名度高、社会影响

力大的精品品牌。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的产

业，让政府满意、百姓欢迎。三是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对陶瓷工业园的支持力度，着力解决园区道路

硬化、绿化、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企业用地问题，处理好拆迁安置；着力解决发展环境问

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快速发展。 

 

（李文聪、张胜华） 

http://www.hbb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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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至 11 月全国陶瓷砖产量 89.9 亿平方米 
 

     “2013年 1 至 11月份全国瓷砖总产量达 89.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5.5%，与 2012年全年产量相

当。”去年底，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秘书长缪斌在第三届全国陶瓷人大会上向与会者传递了这个信

息。 

产量增长速度是衡量一个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建陶行业自 2004年连续八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之后，2012年首次告别两位数增长，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 

尽管整个建陶行业的增幅大幅回落，但局部地区的建陶产量在 2013年却有大幅的提升。据缪斌介

绍，甘肃、广西、浙江三省产量增速超过 20%，河南、山西、江西三省产量增速超过 15%，安徽、内

蒙、上海、陕西四省产量同比降幅在 20%以上。” 

除建陶以外，在卫生洁具方面，1至 11月全国规模以上卫企产量总计为 11.77亿件，同比增长

1.76%。河北、河南、广东等卫生洁具生产大省均呈个位数增长，重庆、上海、江苏、北京、山东等省

份产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在出口方面，1至 11月建筑卫生陶瓷出口金额为 86.77亿美元，同比增长 37.22%。其中，陶瓷砖

出口 10.04亿平方米，增长 5.7%，出口金额 70.23亿美元，增长了 82%。卫生陶瓷出口 5450万件，增

长 8.4%，金额 16.53美元，增长 97.5%。 

缪斌透露，2013年初预计全国卫生洁具行业全年的出口额将超过 15亿美元，没想到在 10月份就

已经提前达到这一金额。不过，他也认为，虽然建筑卫生陶瓷出口保持大幅度增长的态势，但是这也

有可能会引来新一轮的反倾销，那将对产品的出口造成更大的影响。 

在分析 2013年 1至 11月陶瓷行业的运行情况时，缪斌表示，2013年同比 2012年呈现明显的复苏

状态;建筑陶瓷的产销形势要好于卫生洁具，同时市场的品牌效应更加明显;出口增长高于内需增长的

发展态势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依然延续;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建筑陶瓷的薄形化、卫生陶瓷的轻量化、

以及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仍然是明年的主基调。 

对于 2014年建陶行业的产量，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秘书长、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尹虹在会上也

作了预判。他以“2013年科达、恒力泰的压机以及中窑的窑炉销量热卖，夹江产区下半年在停窑 1/3

的同时，仍有 24条大产能生产线在建”的实例预测：“2014年，全国瓷砖产量仍会继续增长，但不可

能超过 5%。” 

而与行业专家对于行业预测所不同的是，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则从中国宏观经

济发展的高度分析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他认为，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将在习李“调结

构，稳增长，促转型”的施政方针下，于“七上八下”的经济区间平缓波动。在房地产市场利好行业

的形势下，他认为建陶行业未来发展在于行业主导对产能过剩问题进行调节，企业启动结构调整、转

型升级工程。黎文江说，房产税需经历立法过程，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将继续繁荣发展，但他同时提

醒业界，建陶行业必须居安思危。 

 

（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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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13 陶瓷行业五大怪现状 
 

  陶瓷行业这场高端化的市场大潮中，纷纷扰扰中却出现不少不和谐的景象，很多陶瓷产品价值与市

场需求出现背离，最终的市场结果一定是“一地鸡毛”。在这场“高端”的盛宴中，不断有陶瓷企业折

戟沉沙，通过九正建材网小编分析总结，主要有以下五种状况： 

  一、一味追求高价的炒家心态 

  有些陶瓷企业认为，高端产品就是高价，用“炒家”的心态来做产品，仿佛产品价格越高，产品就

越好，事实上高端产品并不等同于高价。企业产品的价格一定是基于内部的产品成本、营销目标，外部

的市场结构、需求的价格弹性、市场竞争等众多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定价。近期，茅台的奢侈品事件也说

明企业在价格提升的过程中，不能用一味追求高价的炒家心态去经营产品，使得产品经营效益短期化，

产品逐步丧失赖以生存的顾客群体，面临经营危机。 

  二、过分强调公关促销的明星效应 

  陶瓷企业产品高端化发展的道路上，公关促销作为企业产品形象提升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但企业如果将明星作为高端产品的唯一手段，追求轰动效应，则会使企业产品成为“低俗化”象

征，树立了贵族化目标，产品却在向小丑化迈进。 

  在明星的选择上，我国产品成功者寥寥，在明星的选择和公关促销上，大多数企业没有具有长期的

规划，无法选择符合企业形象和产品内涵的明星，更谈不上如微软和苹果等其企业去塑造明星。 

  三、忽视产品深层次内涵和积累 

  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技术积累的高端产品通常才能够打动消费者付出相对较高的价格，为此

高端产品在文化内涵打造不遗余力，在科技研发投入花费巨资。品牌故事，新产品研发，时尚潮流等产

品内涵才是高端化产品的重要基础。 

  四、产品单打独斗，缺乏产品组合 

  众所周知，高端产品依托产品的稀缺性获得较高的单品收益，但其巨大的广告投入、员工成本、研

发投入等使得大多数产品经营难以获得较为丰厚的商业回报。因此，利用高端产品的市场影响力，扩大

销售成为大多数奢侈品企业的商业模式，而不少卫浴企业，在产品线尚未成熟的前提下，匆忙推出高端

产品，进行大量的市场投入，使得企业高端化之路难以为继。 

  五、忽视企业整体运作 

  高端产品具有特殊的运作模式，其从研发、采购、生产和营销都具有特殊的商业规律和模式。目前

许多的奢侈品已经“不是生产真正奢侈的商品，而是要在削减成本的同时质量能够继续保持上乘”。因

此，重视整个高端产品产业链中的一环的独特化，难以使企业持续发展，整体的商业化运作，才能够保

持品牌的生命力。 

  作为定位高端的陶瓷产品，立足于产品本身的价值，历经岁月的洗礼和市场的考验，才能够真正的

创造属于中国卫浴行业的高端产品。 

（九正建材网） 

 

广东陶瓷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12 月 20 日，2013 年广东陶瓷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广东省陶瓷协会行业年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由广

东陶瓷协会秘书长陈振广主持，来自全省建筑卫生陶瓷及陶瓷艺术的近 300 名会员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广东陶瓷协会会长陈环做了广东陶瓷行业发展形势分析及协会工作报告。 

此次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陶瓷协会行业自律公约》及《广东陶瓷协会行业职业道德准则》；并

选举了王卫国为广东陶瓷协会副秘书长。 

摘自《陶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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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陶瓷薄板推向市场的原因浅析 
 

  

近年来，陶瓷行业生产薄板的企业越来越多，然而在乐观投产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寒

流。真正投入到这个领域才发现原来市场对这种新兴产品还未完全了解和接受。在国家提倡节能减排的

大环境下，瓷砖减薄已经是大势所趋，但为什么现在陶瓷薄板企业很多还在面临市场销售困境呢?而陶

瓷薄板的突围方向又在哪里呢？ 

  

    一、陶瓷薄板铺贴技术应用推广力度不够： 

由于薄板的厚度及应用的原因，用传统的水泥铺贴已经不能满足陶瓷薄板的铺贴需求，而是要用专

用的瓷砖粘接剂才可以，这对于传统的水泥工师傅来说完全是个新的领域和挑战。而专用的瓷砖粘接剂

也要用专用的锯齿刀才可以，很多终端市场想买薄板专用粘接剂和铺贴工具都很困难，何况还要去掌握

铺贴技巧！ 

 

    二、中国消费者审美眼光和瓷砖消费习惯： 

中国的消费者的审美眼光和消费习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陶瓷薄板的推广。中国的消费者买陶瓷类

产品喜欢“亮”，这也是今年全抛釉和微晶石大行其道的原因。好像家里铺贴得亮堂堂，金闪闪才是有

档次。而陶瓷薄板真正能做到全抛釉和微晶石的亮度还不多，虽然有部分产品和全抛釉和微晶石雷同，

但还是大都以哑光为主。中国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买东西喜欢“厚”、“重”，觉得花同样

的钱物超所值。就像买车，花同样的钱喜欢买大一点的，买瓷砖也喜欢买厚一点的，觉得划算。很多瓷

砖店在导购的时候都是以“厚”为荣，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形成了一个错误的概念，越厚的砖越结实

越耐磨，质量越好，性价比越高。 

 

三、薄板产品规格和花色不够丰富： 

目前佛山陶瓷薄板企业有蒙娜丽莎、新中源、高一点、金海达、BOBO、皇磁等企业在推广，但产品

的尺寸相对都比较单一，大部分都以 600×1200mm为主，部分企业还有生产 900×1800mm的规格，但这

么大的产品只适合大面积内外幕墙，如果再大甚至幕墙铺贴都有问题，何况家装使用呢！如果家装用问

题就突显出来了，厨房和卫生间的面积都不会太大，都有很多拐角，如果以现在薄板的尺寸真正应用到

家装铺贴的话问题还是很多的，会造成很大的材料和人工浪费。陶瓷薄板目前的花色相对于瓷片来说花

色还是不够丰富，很多品牌产品开发方向大都以工程产品为主要开发方向，产品很难在终端推广。 

 

    四、薄板性价比没有优势： 

薄板目前的出厂价格比普通的抛光砖和瓷片贵好多，很多终端消费者对价格根本没办法接受，消费

者肯定会想为什么砖的厚度变薄了，价格却还贵了？ 

 

    五、薄板销售渠道单一： 

目前国内薄板企业主攻销售渠道还是以工程为主。工程渠道具有跟踪周期长，销量不稳定等因素。

因为上游的薄板企业也不多，当地的薄板应用工程也有限，所以就导致了上游的几家薄板企业同时跟踪

当地一个项目工程的现象，而薄板的品牌影响力还不是太强，所以就导致了大家靠价格去拼杀，弄得最

后大家都“头破血流”，只有一家成为胜利者。 

 

                                                            摘自《陶瓷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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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陶瓷产区全面进入停窑检修期 

 
时值年末，本报记者通过走访全国各大产区了解到，目前建陶行业已进入全面停窑检修阶段。除

夹江、晋江等产区大部分企业于 2013年 1月初停窑检修外，佛山、淄博、高安等产区大部分企业均于

2013年底停窑，并开展检修工作，为明年的生产做好准备工作。 

除停窑检修、召开经销商年会、推出新品之外，制定新一年的工作计划也是陶企年末的一项重要

工作。众多陶企俨然已将 2014年定位为“终端开拓年”，又一场终端大战即将打响。 

 

行业全面进入停窑检修期，大部分陶企已停窑检修 

受春节时间提前影响，今年陶企停窑时间普遍较早。据了解，截至 2013年 11月末，淄博产区停

产窑炉已达 50%左右。受市场环境影响，淄博产区部分企业在 10月末就已陆续停线减产，以缓解库存

压力。特别是部分以生产全抛釉产品为主的陶企，停窑时间较往年几乎提前了一个月。 

与之相对应的是，也有部分企业停窑检修时间相对较晚，如雅迪陶瓷、金狮王等品牌陶企销售相

对较好，停窑时间相对其他淄博陶企推迟大约一个月时间。 

与淄博产区提前停窑的冷清状况不同的是，夹江产区大部企业停窑时间相对较晚，基本上都是在

进入 12月后开始停窑检修，而且部分企业还选择了部分停窑。四川广乐陶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告诉

记者，2013年后半年夹江产区陶企市场状况普遍较好，所以停窑检修时间较去年大幅推后，而部分停

窑主要是为了保证 2014年的顺利生产，服从检修的需要。据了解，晋江产区的情况与夹江类似，大部

分企业都只是部分停窑。 

同样受市场利好的影响，高安产区年末的停窑检修时间也大大推迟。但与夹江、晋江陶企选择部

分停窑不同的是，高安产区大部分陶企在年末均会全线停窑检修，而相应地在年后初六左右提前点火

开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包括江西新明珠、江西新中源在内的众多陶企已经停窑放假，工厂员

工也已经全部回家过年。 

陶企来年发力终端 

停窑检修是建陶企业每年年末的一项重要工作，企业不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检修、维护运行了一

年的窑炉设备，还将根据明年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线改造、产能调整布局工作，是企业为下一年生

产工作蓄力的重要措施。 

一些陶瓷企业将会利用年终停窑检修的时机，调整产能布局，改变产品结构，以期能够在来年的

市场竞争中建立更多的优势。据了解，今年年终进行产品结构拓展的企业不是少数，众多企业均会根

据本年度的市场状况对原有的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和完善。据某陶瓷品牌总经理透露，为了丰富产品

线，增强品牌竞争力，企业将会在以往全抛釉、仿古砖产品为主的基础上，新增一条微晶石生产线。 

近年来，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陶瓷企业除了不断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品质外，开始逐

步在终端发力，开展一系列终端拓展活动。 

另一家陶瓷企业销售总经理告诉记者，2013年他们在终端举办了 20余场团购活动，成果喜人。

根据今年的团购效果，他们计划 2014年在终端举办 60余场团购活动，同时将提升销售业绩和培养经

销商、业务员的销售能力相结合，丰富活动内涵和活动形式。与该企业在终端开展团购活动不同的

是，某品牌陶瓷企业将会与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合作，在全国举办 12场大型的设计师活动，以

增强品牌在设计师群体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其他众多建陶品牌 2014年也都将会在终端举办多场活

动，以提升品牌在终端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摘自《陶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