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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筑装饰协会赴当阳陶瓷产业园开展对话与对接活动 
 

 
 

6月 13日，湖北省建筑装饰协会一行 80余人到当阳参观陶瓷企业，感受湖北陶瓷产品质量，并

与产业园开展对话与对接活动。 

这次活动由湖北省建材联合会、湖北省建筑装饰协会、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当阳市陶瓷产业协

会共同举办。当阳市人民政府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常务副市长叶永清出席活动并希望这次对接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活动由省建材联合会秘书长李燕萍主持。当阳市政协副主席、市陶瓷产业协会会长刘跃进对

省建筑装饰协会当阳参加会议活动表示欢迎，他说这次活动一是交朋友，二是与企业对接联营，扩大

销售渠道，对当阳陶瓷企业是一件大好事。 

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会长吴全发说，这次省建筑装饰协会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放在当阳召开，还

特别安排大家到我们当阳陶瓷产业园区参观考察，座谈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务实的会议，我代

表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当阳陶瓷企业家们向省建筑装饰协会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省建筑装饰协会会长欧阳德志讲话说，这次来当阳参观了陶瓷企业和产品，感受很深，使我们当

阳陶瓷有新的认识，当阳确实是我省很好的装修材料基地，要扩大对湖北陶瓷品牌的影响和宣传，这

对我们装饰企业的产品采购会有帮助，希望我们今后有进一步的协作，使双方合作更好。 

当阳、远安的陶瓷企业及省建筑装饰协会部分理事单位也都在发言中对此次活动表示出了极大的

热情和关注，并希望在今后的对接中取得成效。 

（省陶瓷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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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来利陶瓷公司承办当阳市叉车技能竞赛 
 

 
 

 

6月 10日，由当阳市总工会、市委非公有制企业工作委员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主办，湖北鑫来利陶瓷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当阳市叉车技能竞赛”在鑫来利陶瓷公司四

车间隆重举行。全市 15个单位的 32名选手报名参赛。当阳市各镇、市直单位、市属骨干企业的工会

主席、部分企业职工代表共计 12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叉车竞赛实际操作。 

比赛中，各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敢于争先，以娴熟的驾驶技术展示他们各自的风采。裁判员严格

按规定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履行职责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来自湖北宝加利陶瓷有限公司的李翠获得第一名，史丹利化肥当阳

有限公司的阮小敏获得第二名，湖北锦汇陶瓷有限公司的李亮获得第三名，黄先知、黄国红、刘静、

郑金冬、关洪涛、庄小芹、朱亚群分别获得第四至十名，按照竞赛奖励规定，获得一等奖的选手奖励

现金 2000元，获得二等奖的选手奖励现金 1000元/人。获得三等奖的选手奖励现金 800元/人。 

通过此次竞赛的举行，促进参赛选手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激励，在广大职工中营造出浓厚的

学习氛围，从而全面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 

                                                             （鑫来利 清 心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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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部回应关于《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修订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4—2010)》修订项目承担单位的申报已经截止。环保部有关人

员告诉陶城报，将在 23、24日召开评审会，若项目所有申报单位均不能达到承担该项目的要求，根据

专家评审结果，可撤销该项目，即最后只能按照原来标准执行。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修订作为其中的项目之一，已于 6月 15日结束了项目承担单位的

征集，现正面临承担该项目的单位能否达标、标准是否能顺利进行修订的问题。 

  据陶城报记者了解，中国建材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和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都已经申报承担项目。至

于项目承担单位的确定，环保部相关人员表示，作为 2015年度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目，走的是

中央财政预算，目前工作还在安排中，最后的确定只能到 2015年。相关人员透露说，在中央财政经费

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把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修订工作放在了 2015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

目中，是考虑到中国是陶瓷之国，该标准的修订也是回应行业的呼声。 

  早在 6月 13日出版的《陶城报》及当天所发的陶城报微信里，本报就曾呼吁：国家环保部决定修

订陶瓷行业环保标准，建言应有针对性——（以下为报道原文，附在本文后面，以供读者对该标准的修

订经过明晰了解） 

  5月 29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征集 2015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目承担单位的通

知》{环办函[2014]647 号｝，公布了《2015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计划项目指南》，其中《陶瓷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 GB 25464—2010)》名列其中，标准修订的完成时限为 2016年。 

  这个备受陶瓷行业瞩目、曾被认为是“外行人制定出来的”标准，修订已被正式列入议程。亟待行

业回归理性思考，谨慎论证并完成标准的合理修订。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4—2010)》，在 2010年公布的时候就引起了业内的广泛讨

论。行业知名学者尹虹博士曾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认为“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所有陶企都必须遵守与实

施的标准，但其中部分限额(如：氮氧化物浓度、颗粒物排放浓度等)已经超出了目前陶企的管理技术能

力”；在 2012年第八届新锐榜颁奖典礼的论坛现场，博德董事长叶荣恒也说，“按照这个环保标准，

几乎目前没有一个陶瓷企业能达标，如果强制执行，意味着所有的陶瓷企业都要关闭”。佛山市建材行

业协会秘书长孔海发介绍说，当时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邀请了环保局、经贸局、省清洁生产中心、陶瓷

协会，以及宏宇、蒙娜丽莎、欧神诺、诺贝尔等企业代表开了现场研讨会，讨论该标准的推行和实施问

题。之后，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做了多次调研，包括考察其他国家的标准，共提交了十几本调研报告。 

  2013年下半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也启动拟定了协会标准，参考全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区

的环保标准，并在两会上做了一个人大的提案，希望环保部、工信部对这个行业标准重新进行修订。建

卫协会秘书长缪斌也曾谈到，该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行业状况，属于外行出来的一个标准，

所以制定的标准是全世界最严的标准，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生产企业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存在致命缺

陷。 

  媒体报道称，2014 年 5月下旬，经 42家会员企业同意，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向广东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交《关于<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等情况的报告》，称氮氧化

物、氟化物、重金属等限值指标，没有充分考虑到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的环保技术水平，有些指标甚

至比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还要严格，因此建议将该标准中的“基准过氧系数”修订为

“基准废气氧含量”。认为国家强标中规定的过氧系数 1.7(相当于基准废气氧含量 8.6%)，不符合当前

建筑陶瓷企业的特点，建议出台一套补充文件把基准废气氧含量 8.6%调整至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当水平

即 17%。 

  但在目前，业内关注的重点很多仍然集中在“集体上书”“内行反对外行”方面。事实上，国家环

保部 5月 29日已明文公告确定修订该项标准，现在正在征集标准修订的承担单位。陶瓷行业现在已经

无需再集体上书呼吁改不改标准的问题，当务之急，在于论证细节，拿出一个符合实际、合理可行、让

人信服的修订标准，提交给相关机构，以促使标准修订单位能够充分吸收行业意见，制定出一个切实可

行，符合行业发展的环保标准。 

（来源：陶城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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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陶企再遭标准风波 42陶企抱团呐喊，求改“全球最严标准” 
 

近日，42家佛山陶瓷企业集体上书请求修订国家强制标准《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实际上

该标准早在 2008年制定阶段就曾征集企业意见，为何佛山陶企今天才发声提出异议？佛山市政府早在

七八年前就号召企业“五步走”抢占标准竞争制高点，为何佛山陶瓷企业近年却一而再地在标准之争中

丧失主动权？ 

如按标准执行，几无企业达标 

5月下旬，经 42家会员企业同意，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向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及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提交《关于〈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等情况的报告》，称国家强标建筑陶瓷部分指标

过于严苛，如氮氧化物、氟化物、重金属等限值指标，没有充分考虑到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的环保技

术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还要严格，企业难以持续稳定全面达

标。“这样的执行标准，从世界来看都是极为严格的，企业很难不超标。”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

于枫认为，标准一旦实施，将对佛山陶瓷企业造成极大的打击。 

至今为止，建筑陶瓷行业几乎没有企业完全稳定达标。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在报告中，建议将该国

家强标中“基准过氧系数”修订为“基准废气氧含量”。 

报告称，国家强标中规定的过氧系数 1.7（相当于基准废气氧含量 8.6%），不符合当前建筑陶瓷企

业的特点，建议出台一套补充文件把基准废气氧含量 8.6%调整至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当水平即 17%。 

此前，陶企还曾尝试通过其他途径改变命运。今年 4月 15日，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和中国建筑卫

生陶瓷协会联合在杭州组织召开了《建筑卫生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协会标准审查会。业内人士称

“在某种程度上欲以行业标准替代国家标准”，核心诉求也是将“基准过氧系数”修订为“基准废气氧

含量”。佛山市技术标准研究院副院长龚悦表示，企业有权利对现行标准提出异议，但最终是否做出调

整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充分调查。 

后知后觉，不重视引发的恶果 

这部被陶瓷业界非议的国家标准并非今年才颁布实施的新标准。2008年 1月，国家环保总局就该

标准向全国 50多家企业与协会征集意见，其中包括萨米特、金舵、红狮三家佛山陶瓷企业，可惜没有

引起佛山陶瓷业界的重视。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秘书长尹虹介绍，该标准是 2003年环保总局在全国征集的项目，最后由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立项。其中相关标准在 2004年就着手制定，而在 2008年征求意见时，前后

时间仅有 23天，他并不知晓佛山 3家企业是否给予回应。 

“我们当时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和邀请。”萨米特的母公司新明珠陶瓷集团副总裁李列林说，当时

萨米特并不知晓相关情况。2010年底标准实施后，佛山陶企也开会讨论该问题，当时金舵声称虽被邀

请参与意见征集但不清楚标准制定的具体情况。 

蒙娜丽莎集团董事张旗康今年一直关注此事。他说，在 2010年之前，佛山陶瓷企业全都没有专业

的环境监测设备，并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根本无法专业地对标准提出意见，“以前都是注重市

场不注重政策，连国家环保局网站都不上怎么知道。” 

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副科长杨健江透露，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从立项、制定

到发布的过程中，地方质监部门通常插不上手，因为国家有关部门未赋予地方质监部门相应职责。企业

向标准编制的组织单位直接反馈修改意见，并不需经过地方质监部门，所以当时也没特别留意到这份标

准。事实上，佛山陶瓷企业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标准风波。此前，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关于要将“外墙

饰面砖背面不得有粉状材料”加入到 2012年版行业标准《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一事，就

因标准过于严苛，遭到佛山、福建两地陶企联手反对，“外墙饰面砖背面不得有粉状材料”的条款在标

准征求意见阶段才得以被否决。 

经历此次国家环保标准风波的其他佛山企业也已经意识到标准化战略的重要性。佛山市陶瓷行业协

会在上书中建议将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从北京搬到佛山，改变目前标委会与产区

之间、企业之间的紧密性不强、不能使各项标准在制订与实施过程中起到更加积极的协调作用的状况。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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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来袭河南陶企压力剧增 
  

现在已是 6月份了，这也意味着陶瓷行业进入了传统淡季。相对于往年来说，今年的淡季来得特

别早。来自市场的信息显示，河南陶瓷产区从“五一”后就出现了市场疲软的趋势，到临近月底，一

些企业库存已不堪重负，甚至面临爆仓的危险。 

内墙砖压力空前 

从第一季度市场的略显平淡，一些企业已经看出了淡季过早来临的端倪。不过真正面对 5月份淡

季来袭的事实，陶瓷企业却难以接受。“去年这个时候市场正火，排产都紧张，想不到今年市场会这

样惨淡，有时候一天一辆车都没有。”一位销售经理告诉笔者。 

亿瑞陶瓷销售总经理尹俊敏表示，随着产区规模的扩大，产能的提高，今年是河南陶瓷企业竞争

压力最大的年份之一，可以说进入了白热化的博弈时代。 

从事实来看，2014年的确是陶瓷产能迅猛增加的一年，特别是内墙砖多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并都

是日产 3.5万平方米以上的生产线，有的单线日产能接近 5万平方米。据粗略测算，进入 2014年以

来，仅河南产区日增加内墙砖产能 25万平方米以上。除此之外，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也有多条内墙

砖生产线投入生产，对河南内墙砖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产能的大幅增加，产品的高度雷同，市场的高度重合，以及农忙季节对市场的影响，多重因素让

华北地区内墙砖生产企业进入了空前的激烈竞争，库存也随之增加，陶瓷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在调查

过程中发现，部分企业已到了爆仓的边缘。 

相对于内墙砖来说，抛光砖也面临压力。尹俊敏表示，河南是粮食主产区，今年的气温上升非常

快，农作物成熟比较早，这也是河南产区过早进入淡季的重要原因。 

全抛釉态势平稳 

相对于内墙砖和抛光砖低迷的市场形势，河南全抛釉生产企业却似乎压力小了许多，销售也大多

保持总体平稳。福惠陶瓷办公室主任王秀国介绍说，“虽然也有一定的压力，但今年前五个月，我们

总体上保持产销平衡，没有大起大落。”“5月份，我们公司回款达到了 110%以上，产销达到了

100%。”英奇陶瓷销售总经理刘理亚信心十足。 

据了解，目前，河南产区全抛釉生产线相对还比较少，总共也不超过 10条生产线，且处于均衡分

布状态。相对于超过 1亿人口的河南市场来说，这个规模和产能还略显不足。 

近年来，河南经济持续保持强劲发展态势，GDP在全国已排在第五位。随着经经济的快速发展，

消费水平的提升，市场对价格相对偏高的全抛釉产品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目前，不仅仅在地级城

市，就是在县城全抛釉也成为主流产品。“我们还是受到了山东全抛釉生产企业的影响，目前压力也

是比较大的。”刘理亚表示，河南历来是山东企业的重要市场，企业又比较多，各个产品层次都有，

对河南陶瓷企业的冲击比较大。 

未来不容乐观 

年初，就有专业人士预言，受部分银行放贷收紧、个别城市房价下调等因素影响，购房者观望心

理持续加重，建材市场会因此受挫，同时建陶市场今年的前景不容乐观。 

刘理亚坦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将会更加萧条，销售必然会受到影响，估计 6月份产销就会出

现倾斜，不过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尹俊敏表示，今年或将又是一个市场低迷的年份，别说接下来的 6、7、8三个月，就是 9月份以

后，也很难说市场会好转，可能会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这个时期，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强

化区域销售，尽可能扩大市场销售。 

不过，在这次市场变化中，对品牌企业的影响不大。这些企业销售虽然也不够理想，但能够保持

总体稳定。 

从长远来看，创立自己的品牌是企业增强抵御市场变化、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随着未来陶瓷行

业竞争加剧，陶瓷企业只有建立自己的品牌，慢慢积累企业实力，通过提高品牌的影响力来赢取市

场，才能在这场优胜劣汰的博弈中站稳脚跟，逐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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