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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陶瓷协会年会在咸宁召开 
 

1月 16日，省陶瓷协会在咸宁温泉谷酒店召开 2014年会，到会有宝加利、鑫来利、凯旋、中瓷

万达、新天地、中陶实业、花林新型建材、金海达、安广、兴成、锦汇、当阳市经信局、蕲春陶瓷产

业协会，以及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等。 

吴全发会长在会议上做了 2014 年协会工作总结；邀请了湖北省委农办熊义柏处长就当前经济发展

新常态、我省小城镇建设做了讲解；邀请佛山市陶瓷协会会长助理于枫介绍了佛山陶瓷的发展之路、

以及如何打造陶瓷区域品牌的经验。在座谈发言中，大家围绕 2014年协会工作及上述专家讲话进行了

热烈讨论。省建材联合会秘书长李燕萍做了会议总结。 

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介绍了煤转气新技术。 

会后参观了湖北金海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薄板陶瓷生产线。该公司由佛山市金海达瓷业有限公司

投资组建，于 2013年 3月正式投产，当年实现产值 8000 多万元，销售 5000多万元。至 2014年 11月

底金海达公司已完成投资 1.2亿元，实现产值 1.2亿元，销售 1.06亿元。 

 

 
 

这是与会人员参观金海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薄板陶瓷生产线 

(协会秘书处） 

http://www.hbb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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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建陶产区名单出炉 
 

由陶瓷信息报社和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联合主办、历时 10个月的‚陶业长征Ⅳ——全国陶瓷砖

产能及产区发展大型实地调研活动‛于 2014年 12月 29日宣告圆满结束，并权威发布《2014全国瓷砖

产能报告+中国建筑陶瓷产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称‚白皮书‛），公布了全国各陶瓷产区的陶瓷砖产

能及产区发展现状。 

据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建陶产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以及多轮产业转移，已经形成了全国遍地开

花的局面，除北京、天津、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以外，其余 29个省（市、区）现共有陶瓷企业 1452

家，生产线 3621条（含西瓦生产线 181条），瓷砖总日产能 4503.6万平方米（不含西瓦，下同）。 

其中，至 2014年，在全国各陶瓷产区中，广东肇庆、广东佛山、福建晋江、山东淄博、江西高

安、广东清远、山东临沂、广东江门、四川夹江、辽宁法库等 10个产区瓷砖日产能均破百万，入围全

国建陶产区前 10强，成为了构建中国建陶产业新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上述 10个产区共建

有陶瓷企业 786家，生产线 2191 条，瓷砖日总产能 2505.7 万平方米，已占据全国总产能的 55.64%。 

2008年前后，我国建筑卫生陶瓷产区基本形成‚三山一海夹两江‛的格局，其中，重要的建陶产区有

广东佛山、山东淄博（博山）、包括上海在内的江浙地区以及四川夹江、福建晋江等地。 

而在 2014年全国建陶产区前 10排行榜中，广东除有佛山产区居全国第二之外，另有肇庆产区

（瓷砖日产能 392.6万平方米）、清远产区（瓷砖日产能 248.1 万平方米）以及江门产区（瓷砖日产

能 166.4 万平方米）经过近年来的发展跻身至全国 10大产区之列，分别位列第一、第六以及第八。由

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佛山陶瓷大部分外迁转移、全国各产区蓬勃发展的当下，广东陶瓷的霸主地位

依然无可撼动。 

此外，福建晋江、山东淄博、四川夹江三大产区在历经了近几年转型升级的改造后，在 2014年的

调查统计中，分别以瓷砖日产能 327.3 万平方米、308.68万平方米、156.15万平方米位列全国第三、

第四、第九大产区；江西高安作为承接佛山陶瓷转移的重要产区之一，自 2007年后蓬勃发展，此次凭

借 261.64 万平方米的瓷砖日产能成为全国第五大建陶产区；山东临沂、辽宁法库则以日产能 197.21

万平方米和 117.85万平方米的成绩跻身第七、第十名。                

（2015.1.9陶瓷信息报） 

 

2014 年 1至 12月湖北陶瓷工业产量数据出炉 
 

据统计部门统计，2014年 1-12月，湖北省陶瓷工业延续产品结构调整态势。瓷质砖累计产量

2.7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4.03%；而临近湖北的河南、江西两省瓷质砖产量分别是 4.73 亿平方米、

11.27亿平方米，分别增长 19.04%和 24.05%。湖北是中部地区瓷质砖产量唯一下降的省份。 

1至 12月湖北陶质砖累计产量 1.1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率 12.97%；卫生陶瓷累计产量 1762万

件，同比增长 4.35%。                                               （协会秘书处） 

 

2014年全国陶瓷砖产能及相关数据 
 

2014 年全国陶瓷生产企业 1452 家，比 2011年的 1364 家增加 88家，增长 6.45%； 

2014 年全国陶瓷砖生产线 3621 条（含西瓦生产线 181 条），比 2011年的 3275 条增加 342条，增

长 10.44%； 

2014 年全国陶瓷砖日产能 4503.6 万平方米（不含西瓦），若以 310天计，年产能可达 139.6116

亿平方米，同比 2011年的 108.0629 亿平方米增加 31.5487 亿平方米，增长 29.19%； 

2014 年全国在线喷墨机数量为 2636台； 

2014 年全国西瓦生产线共 181 条，总日产能 1756.13万片。 

（来源：陶瓷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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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淄博仿古砖生产线将大增 
 

2014 年末，有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受今年内墙砖、抛釉砖等巨大销售压力等方面影响，部分企业

已开始将现有内墙砖、全抛釉、抛光砖生产线改产为仿古砖生产线。据不完全统计，淄博产区新仿古砖

生产线至少又将增加 20条。《陶城报》记者了解到，当前 20条仿古砖生产线正在逐渐改建试验，年底

之前将全部改造完工。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 6月，淄博产区建陶生产线数量基本保持在 370条

左右，其中抛光砖生产线约 15条，仿古砖生产线 50条，全抛釉生产线约 110条，瓷片生产线约 160

条，外墙砖生产线 4条，西瓦生产线 20条，微晶石生产线 11条，改后仿古砖生产线数量将提高 50%。 

记者在市场走访调查发现，处在改建中的仿古砖生产线中，内墙砖改建占多数，其次为抛光砖和全抛

釉。究其原因，不少厂家商家纷纷表示，今年国内建陶市场行情极其低迷，生意越来越难做。一位展厅

销售人员向记者描述了他三年来的工作强度变化：‚2012年发货忙的不可开交;2013 年自己身兼数职，

从销售到仓管再到生产管理事情也很多;到了今年只要不出差，在展厅很少有事做，天天看着大家玩手

机。‛ 

多数产品中，内墙砖的库存压力可谓排在了前列。除了长期低迷的房地产形势明显影响销售状况

外，产区之间价格战毫无休止，价格幅度的调整竞争也致使某些企业难以支撑运营，或奄奄一息直至倒

闭。据知情人士透露，‚同规格产品情况下，淄博内墙砖市场价均在每片 6元左右，而在其他产区 2元

多的价格也到处都是。‛产品在价格上不占优势，再加上一些生产线相对短小的企业跟风式的生产内墙

砖，无法精准掌握库存，倒闭风险随之加大。因此，部分企业纷纷采取关停部分生产线的方式来减轻销

售压力，甚至有不少企业选择只开启一条生产线来维持，或者将生产线变更为销售相对可观的仿古砖。 

除内墙砖面临销售危机外，抛光砖和全抛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金狮王科技陶瓷有限公司销售总

经理向记者说道：‚特别从 10月份开始，基本上一些大型工程开始逐渐减少，只是生产全抛釉和抛光

砖的生产线直至年底就会面临巨大的销售压力，难以支撑企业正常运营。改线仿古砖一定程度上会给这

些企业填补这几月的销售空缺。‛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淄博仿古砖的市场状况一直相对不错，仿古砖的市场也逐步被厂家看好，成为

产品中的宠儿。记者从金狮王科技陶瓷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淄博最早生产仿古砖的企业，仿古砖一直

在公司产品销售中占据主导，特别是在出口上，今年仿古砖的出口比去年增加了 1/3。在良好的市场前

景基础上，改线过程中和完成后也同样会面临一定问题。龙德陶瓷工程部总经理向记者解释道：‚抛釉

砖生产线改仿古砖线难度相对小一点，内墙砖改线在压机和模具上的更换等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改线一

般在一到两个月时间即可结束，但是能否改线成功也是很大一个问题。‛而另外一家仿古砖企业负责人

告诉记者：‚仿古砖的花色繁多，一旦改线后可能会增加相应的人力和设计成本。‛关于改线的技术问

题和之后的销售，袁桂玲表示，全瓷砖的膨胀系数和平整度也是一个相对难控制的问题，并非一两天就

可以试验成功。改线之后，产品销售还要有适应期，要去寻找新的客源，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把消费者抓

住的。 

较之往年，受今年行业整体形势影响，淄博产区有部分陶企至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进行停线、升

级、改造，而仿古砖生产线逐渐被热捧。问及 2015年仿古砖市场形势，受访者均表示，仿古砖生产线

的增加将会导致明年仿古砖竞争更加激烈。 

 

（2015.1.陶城报微信第 3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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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陶业：逆境中开启转型升级之路 
 

2014 年，注定是建陶业的漫长‚寒冬‛，在行业无序扩张、产能严重过剩、市场萎靡不振及席卷

全国环保风暴的冲击下，停线、降价、倒闭成为常态，建陶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和困局。 

近年来，随着河南建陶业规模的不断膨胀，产品同质化、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加上周边产区的挤压，市场不断被蚕食，多重压力，河南建陶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让人欣慰的

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高压下，河南建陶业已开始觉醒，一些企业在产品研发、品牌建设、渠道拓展上

倾注了更大精力，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 

陶企销售遇冷，市场压力高居不下 

市场不景气、销售不畅无疑是 2014年陶瓷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笔者在走访时经常听到销售人员

抱怨，销售太不好做了，市场烂得不敢想象。 

为应对市场危机，降价促销成为企业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从 2014年下半年开始，河南瓷砖价格就

一路下滑，以 300×600mm规格的喷墨内墙砖为例，年初价格基本保持在 4.5元上下，而目前已跌破 3

元大关，下降 30%以上。不仅仅是瓷片，抛光砖、全抛釉等产品的价格也有较大幅度下降。据了解，个

别企业全抛釉价格已跌至 20元，抛光砖价格已跌破 15元。面对汹涌而来的价格战，多名企业负责人表

示很无奈：‚我们也不想打价格战，但大家产品档次都差不多，库存又这么大，没有办法。‛ 

15条新线投产，企业扩线明显放缓 

近年来，河南建陶业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产能屡创新高。据陶业长征调查显示，目前河南已建成生

产线 110 条，瓷砖日产能达到 219.3 万平方米，成为名副其实的建陶产业大省。河南新建的生产线有 4

个特点较为明显：一是产品类型高度集中，新建的 15条线中，10条为内墙砖生产线，其余为抛光砖、

外墙砖、小地砖生产线；二是这些生产线大多是在 2013年开工建设，集中在 2014年上半年投产，下半

年投产的生产线较少；三是在新增的生产线中，多数为新企业建设的生产线，企业扩建的生产线并不

多；四是这些生产线都比较大，配臵比较高，单线日产能大多在 3万平方米以上。安阳日日顺陶瓷有限

公司新建的抛光砖生产线，生产线设臵为‚11机一线‛，日产能可达 5万平方米，是目前河南最大的

瓷砖生产线之一。 

2014 年企业扩建生产线，一方面是为了改善产品结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占

有率。据一位企业负责人介绍，内墙砖企业和生产线之所以扎堆建设，主要是受 2013 年喷墨内墙砖市

场火爆的刺激，引发了建线浪潮，这也是 2014年内墙砖销售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 

遭遇环保风暴，整治监管力度加大 

2014 年 4月 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河南省环保

厅把 2014 年列为环保执法年，对环境违法行为加大打击力度、重拳整治，多个陶瓷产区、陶瓷企业中

招，受到了严厉处罚。如此大范围的建陶企业被处罚，充分暴露出河南建陶产业环保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此次环保风暴，也促使产区政府和企业加大了环保的重视和投入。据了解，内黄县已投入巨资开工

建设污水处理厂、天然气调压站，对园区企业的污水、废水进行集中处理净化，加快陶瓷企业‚煤改

气‛步伐等。其他产区也加大了对环保企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强化环保设施、维护当地生态环境，成

为陶瓷企业面对的首要任务和必须承担的责任。 

加快转型升级，寻求突围发展之路 

面对 2014年这个萧条的‚冬天‛，一些企业冻得瑟瑟发抖，甚至濒临破产、倒闭，如何安全过冬

成为河南陶瓷企业在严峻市场形势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据了解，2014年以来，在市场重压之下，河南

陶瓷企业奋起的精神被激活，纷纷通过加强产品开发、品牌建设，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谋求转型升

级、突围发展。 

河南省政府近期出台了《制造业大省行动计划》，提出要重点打造内黄、鹤壁两个百亿级陶瓷产业

集群，加速推进建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信通过此举，必将从根本上打破目前河南建陶业发展‚乱

局‛，推动建陶产业集约集聚发展，形成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生产基地，加速建陶产业提档升级，

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摘自：2015.1.21中国建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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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陶瓷协会成立 
 

千里嘉陵江水声，乘风拍岸起航时。在国家积极倡导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的政策春风沐浴

下，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迎来了大发展时期。2015年 1月 9日，重庆市陶瓷协会成立庆典暨第一届理

事会就职典礼在沙坪坝区举行。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秦占学，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常

务副会长缪斌，北京陶瓷商会会长陈进林，重庆市陶瓷协会会长杨玉仁、秘书长冯帅，以及重庆市民

政局、市商委，重庆市陶瓷协会会员企业、行业同仁等 500 余人出席大会，共同庆贺这一以民营企业

家为骨干的新型行业组织的诞生。 

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行业组织的积极引导，秦占学在致辞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要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目标。政府要放权给

谁，就是目前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团体，所以行业协会未来的发展将大有可

为。而重庆市陶瓷协会在此背景下成立，可以说是正当其时。衷心希望重庆陶瓷协会能够充分发挥地

方行业协会的活力，完善服务职能，创造性地为会员企业、为行业、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夯实

协会的基础性工作，做好行业自律，推动陶瓷行业更好更快发展。‛ 

重庆市陶瓷协会的主要会员力量是各大陶瓷品牌的经销商，会员性质全部是民营企业。据第一届

理事会会长杨玉仁介绍：‚重庆市陶瓷协会就是重庆陶瓷人自己的家，目前协会的会员企业大概 200

家，协会没有独立的利益，有的只是会员单位共同的利益。我们将努力提高服务能力、丰富服务内

容、延伸服务领域，把协会真正打造成为陶瓷商家们集信息交流、人才汇聚、权益维护为一体的‘好

平台、好桥梁、好娘家’，从而推动重庆陶瓷行业迈向新的台阶。‛ 

据了解，重庆市陶瓷协会为解决会员企业资金问题，积极开展金融服务，分别与兴业银行和民生

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两大银行分别向协会授信 5亿元。通过协会这个‚信得过‛的大平台，帮

助会员企业融资贷款，解企业燃眉之急；在创新协会服务内容的同时，重庆市陶瓷协会还积极倡导公

益事业，带领协会会员企业进行‚温暖心视界‛的捐资助学活动，在 2014年共计向重庆涪陵兴隆小学

捐赠了总价值超过 10万元的棉被、电脑等物品，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展示了行业组织的正能量。 

 

（2015.1.21中国建材报） 

陶瓷电商能赚钱吗？ 
双十一淘宝天猫赚得可谓锅满瓢满，经营者们不禁对电商这块沃土垂涎欲滴。陶瓷电商，近两年

在佛山各大论坛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电商主题园区和联盟也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 

2014 年是瓷砖电商发力的一年，天猫商城由 2013年的 100多家网点增至近 600 家，2013年陶瓷

单店全网最高销售额 300万，2014 年数值超过 670万，全网排名第一的商家销售额竟达 2500万。从

数据上看来，陶瓷电商的局势全面开花，一片叫好。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究竟赚了多少钱? 

举个实例，2014年在双 11当天某店销量最好的一款抛光砖售价是 28.8元，这款砖的提货价是 19

元，运费平均 8元，天猫扣点 1.58 元，那么可以估算成本大概为 28.58元，算一下，只有不到 3毛钱

的利润?如果加上广告投入、租金、工资、水电，那肯定要亏钱。 

其实，陶瓷电商的苦日子在于它不种‚庄稼‛。归根到底，电商的本质是零售业，零售业拼的是

后台的运营能力。 

况且，一旦电商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然后不再烧钱打价格战，那电商平台的低价优势就不存在

了，而砸钱拉人气也只不过是掩饰电商在商业模式与精细化运营的缺失。 

瓷砖电商目前尚且处在粗放式经营的时代，但是随着淘宝的红利期的结束，以及传统大品牌的扎

堆涌入，也使得价格战最终会升级为后台运营能力的服务大战。 

在没有足够利润的前提下，如何运营做好服务和品牌是个伪命题，小品牌必然要走向精细化运营

的道路，根据市场需求和经营数据制定更多的精细化运营方案，来提升用户粘度和流量转化率，也只

有精细化运营才能使电商企业重回理性化的轨道。 

（摘自陶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