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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国陶瓷砖产量首破百亿 
陶业格局大变，江西瓷砖产量跃居全国第三，广西跃居第七，湖北退居第九 

  

近日，一份来自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各省市建筑卫生陶瓷产

量 1022954 万平方米，同比 2013 年的 96.9亿平方米增长 5.57%。 

事实上，早在年前，“首破百亿”的猜想便得到了行业人士的一致认可。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

季度全国瓷砖产量 81.58亿平方米，其中，2014年上半年瓷砖产量为 51.5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7.79%。 

彼时，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副秘书长、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尹虹博士曾向本报记者表示，参照前

三季度 7.51%的增速，2014年全年瓷砖产量破百亿的可能性几乎是 100%。 

也有不少行业人士对这一数据提出质疑。原因在于 2014 年行业性的大范围停窑、减产潮：4月，

肇庆市空气质量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发出通知，从 4月 15日起全市陶瓷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要限产

50%；7 月 31日高安市经济形势调研座谈会曾透露：高安产区现有生产线 119条，目前停产 37条，停

窑达 31%；8月 12日，恩平 37条生产线停窑，停窑率近 20%；APEC会议期间，河北赞皇产区陶瓷企业

全部停产，高邑产区仅一家陶企维持正常生产，而山东淄博产区亦遭限产。 

至 2014年 12月 29日，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常务副会长缪斌在第四届全国陶瓷人大会上致辞中

证实，2014年，前 11个月，全国陶瓷砖产量已突破 100亿平方米。 

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各省市建筑卫生陶瓷产量共计 10229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57%。

其中，广东产区仍居首位，陶瓷砖年产量 25038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98%；福建产区以年产量

222414 万平方米居第二，同比下降 2.96%；江西产区则跃居第三，年产量 9183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9.76%；山东紧随其后，以 82184 万平方米的产量位居第四名，同比下降 2.12%；辽宁则以年产量

68457万平方米暂居第五，同比下降 1.91%。湖北以年产量 3.87亿平方米退居第九，同比增长

0.26%。 

2014 年湖北卫生陶瓷产量 1761.9 万件，增长 4.35%，产量排在广东、河南、河北之后居第四位。 

（综合信息） 

 

泉州陶企要求“气价下调”事件取得新进展 
 

  近期被受行业瞩目的泉州陶瓷企业要求“气价并轨下调”的群体事件，持续发酵了 14天。4月 14

日，泉州陶企再次聚集新奥燃气公司表达诉求，但此次聚集陶企没有像前面两次那样拉横幅抗议。 

  此次诉求得到了新奥燃气公司的正面回应。中午时，该公司领导出面表示，企业表达的诉求已得

到了泉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启动了协调解决方案，具体解决方案将会在近期出台。泉州陶瓷企业

连日来抗争天然气价下调事件取得了最新进展。相信该事件很快会得到妥善解决。 

  事件链接： 
  3月 30日上午，泉州建陶企业 200多人来到新奥燃气公司拉横幅进行抗议，要求新奥公司严格执

行国家发改委对天然气的下调政策——增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低 0.44元，存量气最高门站价

格提高 0.04元，实行价格并轨制。 

3月 31 日下午，新奥总经理与陶企代表会面，其回应是：发改委文件只针对中石油、中石化”陆地管

道天然气，而“中海油”海运天然气并不在并轨下调价格的范围内。交涉结果令陶企失望。 

（来源：2015.4.15 陶城网） 

http://www.hbb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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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怒潮下，山东砖“钱”途堪忧! 
 

 

迟到的学费：出来混的早晚要还的 

2015 年春天，几乎所有陶瓷产区都环保“喜讯”不断，其中又以山东临沂为风暴中心，日均 200

多万平米的陶瓷产能被硬生生按下。 

此临沂产区的的发展壮大大多沿袭了温州模式，以胆大著称，其以内墙砖(瓷片)为代表的陶瓷产

品以物美价廉为核心竞争力，短短几年之内像一阵戈尔比旋风，迅速刮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陶瓷市

场。 

但在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也留下了巨大隐患，那就是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盲目扩张，不重视环

保未批先建，边投产、边办证、边治理。 

自临沂市新任市长张术平被环保部约谈后，就揭开了临沂治理环保的大幕，环保执法的杀手锏强

行治理推进后，狼真的来了!落后产能关停并举，新增产能无凭无证的立即下马，上百亿的纳税企业照

样拿下。 

     “金”砖一天一个价，山东砖却“钱”途堪忧! 

进入 4月份后，多地陶企产品涨价，以临沂产区为例，2月份内墙砖瓷片每片低至 2.6左右，现在

4月最高报价在 3.8附近。 

涨价的原因一是部分产区大面积停产，环保高压常态化将持续抑制产能的释放，从而缓解市场的

供应压力;二是 2014年的市场萧条，经销商年前没有备货，而市场进入旺季需求的进一步释放。 

但这一切兴旺景象似乎和山东砖尤其是临沂产区的大部分企业关系不大。由于大批陶瓷企业关

停，厂家产品无货可卖，导致大批客户、市场白白流失。这种局面对整个山东产区而言，未来真是前

途堪忧，也可以说是“钱”途堪忧! 

其一：被关停整改的的陶瓷企业，是投进去的钱，见不到效益，内伤(环保)、外伤(市场)会反复

发作导致重复投资，华丽转身有待时日。 

其二：山东陶瓷行业低附加值比重大，对地方 GDP贡献不大，除了就业外，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

持续弱化。 

其三：维持公司生存，哪怕是整改还是兼并重组，还要继续烧钱。 

其四：大量客户、市场的流失，短期之内，山东砖难以群体化的对整个陶瓷市场形成新的挑战。 

其五：由于世界和国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 必然导致陶瓷价格大幅拉涨之后回落，当陶瓷企业

费尽九牛六虎之力，投入巨资完成达标或投产之后，市场形势却急转而下了。这种损失，给山东砖的

打击更是不可预测的。 

山东砖为物美价廉画上句号? 

国内经济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共振，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在此背景下，陶瓷需求难

有大幅提升。许多企业开始步入薄利微利时代。 

通过此轮环保风暴的大洗牌，调整产品结构升级、生产高标准高附加值的产品、改变经营模式已

成为众多厂家的主流。就目前山东陶瓷的现状来说，真正能够做到大品牌、全通路、各级市场全部覆

盖的企业与品牌屈指可数，更多的企业难以甚至无法深入一、二线城市。品牌价值观、核心竞争力的

提升，由量变到质变的华丽转身，相信个别实力不俗的的陶瓷企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3月份的陶瓷价格上涨，为沉寂许久的陶瓷市场注入了一汪新水。无论是供需基本面，

还是其他政策层面的影响，都将在 4月份进一步发酵和释放。短期来言，预计 4月份陶瓷市场继续火

热上行将成为主基调。山东砖也会跟着这个潮流而翩翩起舞，哪怕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为前途上下而

求索。 

（来源：2015.4.11陶城报微信第 4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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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开年首月陶瓷砖产销形势调查 

销量小幅反弹  产品结构性紧缺 
  

  

    2015 开年，陶瓷行业交出一份“马马虎虎”的成绩单。综合多个产区数十家陶企营销负责人提供

的情况来看，开年首月陶瓷砖销量小幅反弹，销售热度虽不及去年同期，但亦有提振，部分厂家产销两

旺，产品呈结构性紧缺，个别产品价格上调。 

     

多地抛光砖、瓷片价格上扬 

    在遭遇去年年底残酷的市场震荡、产品量价齐跌后，今年开年多地瓷砖销售触底反弹。据记者实地

调查了解，江西、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四川等产区的个别产品供应紧张，价格略有上调。 

    江西高安的销售形势较为火爆，很多企业不仅消化了去年的库存，产销亦达到平衡，呈现了“一个

星期销量抵得上去年下半年一个月”的喜人开局。 

    受环保风暴与行业去年整体停窑时间较长等因素影响，市场上部分产品及花色处于缺货状态，部分

厂家因此趁机上调产品价格。记者了解到，高安、湖北、河南、河北等产区的一些抛光砖企业相继对将

公司旗下的部分产品价格上调 0.5 元~1元。 

    在四川夹江，3月份，产区内企业已相继对 300×600mm 规格的瓷片进行了三次提价，最高涨幅达

25%，并最终定格在 3.2元/片上下。与此同时，河南内黄、河北高邑等产区的抛光砖、瓷片每片亦有

0.5元~2 元的上调。 

    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形势的好转。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因开工不足而引发的产品热销仅是短暂虚假

的繁荣，随着各产区生产的恢复及产量的增加，将很快变成泡沫，“因为终端的销售形势依然不容乐

观”。 

    “总体来看，2015年的开局比较平淡。”佛山市盛世名嘉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水直言，虽然

个别产品出现缺货现象，但难掩整体市场的疲态。王青水进一步分析，由于去年底陶瓷行业停窑时间较

早，今年节后开窑又普遍较晚，所以年后经销商集中订货导致不少厂家出现结构性货源紧张。 

     

产销形势依旧严峻 

    事实上，早在去年，就有佛山行业人士预测，对于陶瓷行业而言，2014年是冬天，2015年是寒

冬。而根据记者的实际走访，形势亦不大乐观。多家佛山陶企负责人向记者坦言“销售同比去年下滑明

显”。 

    “三月份大多数陶企的销量同比都在下滑，我们企业对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15%。”佛山西樵一家知

名陶企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今年的销售压力很大。对于今年开年的销售形势，金尊玉陶瓷副总经理高

涛说，据其了解，往年此时许多企业的业务员都在办公室打电话发货，但今年都派出去开发客户了，

“可见任务之重”。 

    佛山一家陶企销售人士潘先生向记者介绍，开年至今，他去了阳江、江西、武汉等地出差，发现许

多陶瓷零售店面公示租凭、转让等消息，甚至有些客户明确表示“已转行，不做陶瓷了”。潘先生称，

有些经销商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销售额一直下滑，因不看好陶瓷生意，才决定另谋出路。 

    采访中，“价格战”成为众陶企口中的高频词。很多企业都寄望通过终端促销及价格战在短期内带

动销售，价格战的激烈程度在终端表现得尤为明显。 

    鹰牌陶瓷营销副总经理陈方根向记者表示，鹰牌陶瓷在开年首月价跌量涨，销售总额相比去年同期

仅有微涨。主要原因是个别相同定位的知名品牌，在今年开年大幅降低产品价格，让鹰牌也不得不被迫

降价。 

（2015.4.3陶瓷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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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陶瓷企业逼得这么难？！ 
 

最近，建陶企业似乎麻烦不断：3月 17日至 20日，临沂市环保局检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22起，

其中涉事陶企 17家被查处；原定 2015年 5月 31日的大气污染防治验收日期被提前到 3月 31 日，临沂

产区 150 条生产线中停产的在 130 条以上；日前，清远 18 家陶企被下达污染整治任务...作为全面实施

“煤改气”的重要产区，泉州陶企最近则在为天然气降价而奔波。 

国家发改委调整天然气价，自 4月 1日起，各省份增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低 0.44 元，存

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提高 0.04元，实现价格并轨。对于福建泉州的建筑陶瓷企业而言，或许是个利好消

息。然而截止到目前为止，泉州的天然气价格未见松动。 

为了实现天然气降价，3月 30 日、31日，泉州陶瓷企业连续 2天到泉州新奥燃气公司（以下简称

“新奥”）进行集体抗议，强烈要求执行“气价并轨下调”。3月 30日下午，新奥总经理终于出来与

陶企代表会面，但其交涉结果却仍然令陶企失望。 

据泉州陶瓷企业代表方——南安市陶瓷工业协会的一位代表介绍，新奥对“天然气价格并轨下调”

的回应是：此次发改价格[2015]351 号文件只针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陆地管道天然气，而“中海油”海运天然气并不在并轨下调价格的范围内。其次，中海油卖给新奥

的天然气价格和新奥卖给客户天然气的价格，都是由发改委决定，新奥公司对此并没有定价权限。 

而对于泉州陶瓷企业提出的“平等协商，重新签订公平、公正的供气协议，充分保障用气企业的合

法权益不受伤害”的诉求，新奥则表示，如果对合同条款有异议，双方可以委托律师商谈。 

因大量使用燃煤，严重污染环境，泉州建陶企业被当地政府列为“煤改气”和节能减排的重点监控

对象。2010 年，泉州政府做出晋江、南安陶瓷企业所有窑炉不得采用水煤气，限期改用液化天然气，

不使用企业将被强制性关闭的决定。在强大的环保压力下，泉州产区率先在全国全面实现“煤改气”。 

然而，“煤改气”后，节节攀升的天然气成为压在陶企肩上的重担。经过多次涨价，泉州的天然气

价格已从最初的 2.8元/m³，达到如今的 3.89元/m³。据一位陶瓷企业人士介绍，泉州建陶行业一天消

耗天然气 400万立方，每立方下调 0.4元，一天就可节省 160 万元。 

2014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降，燃料油和液化石油气等价格也相应回落，在这个大

背景下，天然气也迎来了价格下调的机遇。然而让泉州陶企心痛的是，价格并轨制带来的“红利”却未

能真正落地泉州。从新奥的回应看，天然气价格下调在短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 

（2015.4.1陶城报微信第 443期） 

 

北方陶瓷价格激情上涨 
     

国内陶瓷市场进入四月份后，由于全国各地环保治理升级，市场需求回暖，当地众多陶瓷企业库存

告罄，陶瓷货源极度紧张，以山东、河北等地为代表的北方陶瓷价格不断的激情飞扬，全抛釉、仿古

砖、镜面砖等涨幅在每片 1-3元左右，瓷片等涨幅在 0.5-1 元之间。  

本次北方地区陶瓷价格连续上调的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自 2014年下半年以来，上游房地

产行业开工率持续下滑，建材陶瓷类产品需求严重不足，加上各地陶瓷产能巨大，下半年以来整个北方

陶瓷市场瓷片价格，长时间在价值洼地低位运行（产品成本价附近），各生产厂家一直徘徊在微利与亏

损之间压抑太久，春节后伴随着国家宏观政策面特别是对房地产方面出现的积极稳定信号，需求增大的

预期，加上对新环保法的严格执行，大量的陶瓷产能得到抑制，经销商备货不足，在各方面形成的合力

后，这次北方地区陶瓷价格反弹动力十分强劲，不少厂家尤其是山东临沂产区的如佳贝特、瑞达陶瓷等

生产企业，直接进入供不应求的喜人局面。 

 

（2015.4.16中国陶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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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陶瓷 2014年全行业总体运行情况 
      

“稳中求进、创新发展”是 2014年行业工作的重要任务。随着房地产业发展步入新常态，建筑陶

瓷与卫生洁具企业不同程度地都遭遇到市场需求不足、产能供给过大、库存增加、拖欠严重、融资

难、融资贵、环保压力和技改投入加大、劳资成本快速增加、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经营陷入困难等问

题。2014 年春节过后，各地陶瓷及卫浴市场需求延续 2013 年销售旺盛的好势头。进入下半年后，全

国各地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各类产品的市场都呈现出需求快速萎缩的行情，工程市场

销售下滑幅度大于零售市场，进入第三季度后，部分陶瓷砖生产企业开始关停生产线以减轻库存压

力。全国卫生洁具市场总体供需基本趋于平衡，陶瓷洁具类生产企业的产销形势好于五金洁具类生产

企业。  

    2014 年行业总体稳中有进但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 422.6亿元，同

比下降 0.68%，全行业平均利润率为 7.25%，下降 0.84个百分点。其中建筑陶瓷企业利润下降

0.03%(2013 年增长 24.55%)，平均利润率为 6.74%，比上年下降 0.86%;卫生陶瓷企业利润增长

18.74%(2013 年增长 13.67%)，平均利润率为 7.76%，提高 0.06%;五金洁具企业利润下降 4.94%(2013

年增长 19.17%)，平均利润率为 5.70%，比上年下降 0.52%。统计显示，2014年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企

业亏损额大幅度增加，全行业企业亏损面为 6.61%，亏损额增长 46.81%，其中建筑陶瓷亏损企业数量

增加 27.1%，亏损额增加 32.06%;卫生陶瓷企业亏损数量减少 12.0%，但亏损额增长 28.16%;五金洁具

企业亏损数量减少 17.8%，亏损额却增长 88.56%。随着企业为转型升级做出的投入、节能减排要求提

高增加的技术改造、劳动力成本攀升、管理费用增加等因素，2014年企业运营成本继续大幅度攀升，

全行业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增长 11.7%，其中建筑陶瓷企业提高 13.6%，卫生陶瓷企业提高 16.9%，五金

洁具企业提高 5.3%。  

    2014 年全国陶瓷砖产量 102.3 亿平方米，增长 5.57%，增幅略低于 2013年。在重要建陶产区中，

广东、江西和四川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福建、山东和辽宁等地产量小幅度下降;广西、陕西、河南

等新兴产区产量增幅在两位数以上，其中广西和陕西产量增长超过 30%;内蒙古、重庆、宁夏、甘肃、

新疆、湖北等地的建筑陶瓷产量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内蒙古、重庆、宁夏等降幅超过 20%。根

据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等单位对全国各建筑陶瓷产区再次进行的调查和测算，2014 年全国实际保有

陶瓷砖生产线 3400余条(另有 180 余条西式瓦生产线，年产量超过 2亿平方米)，实际有效产能超过

130亿平方米。在 2013年市场需求意外好转的刺激下，导致 2014年十多亿平方米的新增产能冲击市

场，加剧了市场份额的竞争和价格战的形成，全国建筑陶瓷产能供给超过需求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 

 

（2015-4-16九正建材网） 

 

 

2015年一季度我国陶瓷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 4% 
        

2015 年 1月份我国陶瓷产品出口 242万吨，总金额为 175.18亿元。2月份我国陶瓷产品出口 179

万吨，总金额为 125.39亿元。2015 年 1-2月累计出口 421 万吨，金额累计达 300.56 亿元。而 2014

年同期累计为 342万吨，金额为 180.72亿元，今年累计比去年同期比出口数量上升 23%，金额上升

66.3%。2015年 3月中国出口陶瓷产品 123万吨，总金额为 69.08亿元。  

   据数据统计 2015年 1-3月中国出口陶瓷产品 54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出口金额达

369.63 亿元，同比增长 45.2%。 

 

（2015-4-17陶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