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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陶瓷工业 1—5 月经济数据 
 

据统计部门统计，我省陶瓷工业 1-5月瓷质砖产量累计达 1.16亿平方米，增长 8.13%；陶质砖累

计产量达 3797万平方米，增长 12.91%；卫生陶瓷产量累计达 747万件，增长 3.72%。 

另据统计，我省建筑陶瓷与卫生陶瓷制品业 1至 4月实现利润总额 1.65亿元，同比-8.23%；其中

建筑陶瓷销售利润率 5.84%，同比降低 0.9个百分点；卫生陶瓷销售利润率 0.81%，同比略增 0.04个

百分点。                                                       （省陶协秘书处） 

 

高安市委书记深夜突查陶企环保情况 
    

6月 15日深夜 10点 30分至凌晨 1点，记者跟随以高安市委书记聂智胜为组长，市领导付命侯、

郭水秀、况学成、涂洋苟等为成员的突击检查组，深入到高安建筑陶瓷产业基地进行环保及安全突击

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随机深入到宏信陶瓷、普京陶瓷、东方王子、精诚陶瓷和金环陶瓷五家

企业，来到每个企业的除尘脱硫环保设施和喷雾干燥塔的现场，认真查看了企业废气、废水处理系统

是否正常运行、废气和废水是否达标排放、是否存在偷排漏排等行为，以及企业是否存在安全生产隐

患等。 

在宏信陶瓷，检查组人员进入厂区，一路走一路看，引入眼帘的厂棚钢架破旧受损，消防通道杂

物乱堆一地。在除尘脱硫环保设施现场，通过检测比对后，检查组人员表示，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

常，处理虽然达标，但是存在较大的安全生产隐患，要求环保部门及陶瓷基地管委会连同相关单位，

要在重点抓好环保工作的同时，排查企业生产安全隐患，确保企业安全生产运行、环保达标排放。 

来到普京陶瓷，在环保执法人员亮明身份时，未能及时开门接受检查，多次联系厂负责人相隔十

多分钟后，厂区保安才打开闸门让环保检查人员准入。在处理设施现场，查看并检测了经过处理污水

后，检查组对普京陶瓷未能按照中央、省、市环保部门规定提出了严厉批评与相关处罚，并责令企业

必须在得知环保执法人员身份后，立即无条件开门接受检查。 

来到东方王子，检查人员在查看了环保设施运行以及厂区配套设施完善情况后，要求该厂要强化

废气处理设施管理工作，加大投入完善原料雨棚的建设。 

检查人员检查了精诚陶瓷相关设施后，要求企业在保障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前提下，进一步规范药

剂用量，针对生产车间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逐一排查，整改到位确保安全生产稳定进行。 

当检查组来到金环陶瓷时，也遇到了门卫在得知环保检查不开门的情况，进入厂区检查后看到了

不少地方存在跑冒滴漏现象，以及车间生产设备安放存在生产安全隐患，要求相关单位部门针对问题

的存在，责令企业按照安全生产、达标排放的要求进行整改到位。 

每到一个企业，检查组做到‚望闻问切‛。‚望‛即看污水处理是否到位，‚闻‛即闻车间气味

是否异常，‚问‛即问负责人环保投入情况，‚切‛即摸脱硫塔发热程度和测污水 PH值高低。在前往

下一家企业的行车间隙，检查组一行在车上还充分交换意见，就被检查企业的环保工作进行评价，并

明确下一步整改要求。 

据了解，针对查出的问题，下一步市环保部门将以‚零点行动‛常态化监管为契机，坚持对环境

违法行为‚零容忍‛，以铁心肠、铁手腕、铁纪律，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针对本次及每次行

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责令相关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确保企业守法安全生产，实现稳定达标排

放。                                                  （来源：2015.6.19高安新闻网） 

http://www.hbb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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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难，什么产品才会有希望 
 

最近得知一位朋友到湖北一家陶瓷厂任营销总监。据他反映，原本他们厂在当地的生意还是比较

好的，可是今年却很艰难。工厂共开 3条生产线，已经停了 2条。 

这个时候，很多企业都很迷茫，也开始动摇了他们是不是产品体系出了问题。笔者相信大多数的

企业经营者都在思考：到底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力挽狂澜? 

湖南地区的陶瓷企业总共不超过 20家，分别有抛光砖、瓷片、全抛釉、微晶石和仿古砖，抛光砖

和仿古砖在湖南的产量相对较大；湖北地区同样也有以上的产品，只是比较侧重瓷片和外墙。 

随着抛光砖价格不断地被挤压，抛光砖生产企业已经没有利润可言。去年，湖南有些抛光砖企业

实在难抵抛光砖市场下行的压力，就决定改建窑炉。有些将抛光砖生产线改成瓷片线，而有些顺应潮

流，改成了全抛釉的生产线，还有的则选择往仿古砖方向发展。 

改了生产线是否可以力挽狂澜?在今年看来，效果却是甚微的。有家企业要将抛光砖改成瓷片，到

了今年开年，在董事会的商讨下，最终也没有一致通过。因为瓷片市场情形已经不如前两年好了。去

年下半年湖南一些瓷片比较稳定的企业，今年也面临着巨大的销售压力，仅两条小生产线也很难消化

掉。瓷片的前景让人堪忧，又如何顶着近千万元的改建费将抛光砖改成瓷片?这条路对于抛光砖企业来

说，很显然不可行。 

更多的企业是将生产线改建成全抛釉线，那么今年改建成全抛釉线是否又有所希望呢? 

行业人士都承认，如今市场最好的还是全抛釉。无论是经销商还是厂家，全抛釉还是有些利润可

图。在衡阳某市场，抛光砖的价格已经很透明，卖出一片抛光砖不过 1-2元的利润，全抛釉至少还有

几元一片的利润，往往卖一片抛光砖还不如卖出几块全抛釉赚得多。所以，抛光砖就被经营者摆放在

不起眼的角落。当消费者在点名要很便宜的产品时，才会推荐去买抛光砖。 

那按理说改建成全抛釉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吧，不过，笔者看来，全抛釉虽然还在市场中坚挺，但

在上游已经是竞争非常之大了。当全抛釉刚出来的时候，有些企业尝到了甜头。可是到去年为止，全

国各地已经疯狂在上全抛釉的生产线，或许并非因为全抛釉会有多么好的前景，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

处境已经没有机会，只能抓住这最后一点希望，希望全抛釉能够让他们挺过难关，挽救企业。 

在全抛釉改建浪潮中，并非所有的都是顺利的。前两年，湖北当阳一家抛光砖企业将一条抛光砖

改成全抛釉后，却因全抛釉严重的质量问题，大量货滞销。 

去年湖南还有一家企业将生产线改成全抛釉。据该企业的负责人王先生表示，主要是为了满足客

户的需求。因为他们的抛光砖客户同时也需要全抛釉，企业若有生产，刚好可以满足。只是这个企业

的全抛釉价格却是非常的低，当时不过十多元每片。周边企业反映，这家企业的全抛釉销售这么低完

全是乱市场的行为。 

不过，笔者相信，若不是市场所迫，没有几家企业愿意低价抛。果不然，去年下半年，从江西产

区传出，江西所生产的全抛釉早就已经低于 20元，有些还只有十五六元。 

笔者绝对地相信以上的传言是真实的。因为在长沙瑞祥陶瓷批发里，你只要花上 40元就可以买到

一片全抛釉。不要成批量，不要人情关系，单片就可以卖出去。 

最近笔者又得到一个消息，湖南又有一家企业准备将它的第三条生产线改成全抛釉。这还有希望

吗?笔者试着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家企业拥有 3条生产线，两条在线生产抛光砖，主要是普拉提、冰晶玉和梵高等抛光砖产品。

从整个产品线来看，还是非常的单一。如果仅是以全抛釉就想破冰的话，笔者还挺担心。 

那仿古砖呢?小规格的仿古砖销售有限，没办法批量生产，而大规格的仿古砖今天也是难上加难。据笔

者了解，今年的仿古砖企业也大不如往年。 

今天的陶瓷行业，要想立得住脚，要么通过大的产能来降低成本获得先机；要么通过科学的企业

品牌运营，合理的产品体系，以及有效的渠道开拓来提高企业竞争力；要么就得有非同一般的营销手

段来快速占领市场。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必须有扎实的市场基础和优质产品体系，方能够稳定企业

这艘船。 

（2015.6.22 陶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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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群雄鏖战，广东砖立足难？ 
——行业寒流笼罩下的武汉建材市场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1） 

  

在陶瓷销售圈，‚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武汉市场是公认的‚怪‛：与广东的物理距离虽仅有千里

之遥，但除去马可波罗、东鹏、鹰牌等知名品牌，多数广东品牌在武汉乃至湖北的销售几乎空白，‚甚

至是一些有着十多年历史的广东一线品牌，在武汉也面临着招商难、销售难的困局。‛    

有陶瓷经销商这样评论：‚作为华中重镇、全国经济十强，武汉表面上看是一块肥肉，但实质上是

一块难啃的骨头。‛ 

     6月 8日至 6月 14日，本报记者实地走访武汉三镇，起底行业寒流笼罩下的武汉建材市场经销商

生存状况，调查中，经销商们不约而同地描绘了‚零售下滑，批发萎缩，工程难做‛的销售现状。 

过去，武汉的建材市场主要集中在汉口汉西一带，后来逐步向汉阳、武昌、东西湖、光谷等地区发展，

时至今日建材市场已遍布武汉三镇。武汉经销商普遍认为，卖场大扩张导致的消费分流，是导致终端人

气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零售下滑，批发萎缩，工程难做 

这是经销商最迷茫的一年，销售寒流毫无预兆地席卷终端。 

2015 年 6月 9日，张金森在位于武汉汉西铁路建材市场的店里和厂家品牌总经理、市场部人员召

开工作会议，每个人脸上都像‚蒙了霜‛一样，严肃而紧张，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更好地发展分

销，扩大销量。 

   张金森是广东威登堡陶瓷的武汉总代理，已代理该品牌 8年。在群雄逐鹿的武汉市场，对于这一具

有 16年发展史的品牌来说，优势不言而喻：纯正的‚佛山血统‛，产品质量过硬、花色新颖，16年品

牌积淀，并于 2014年 1月份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但即便如此，这些光环也未能为其带来可观的销量和利润。在销售行情骤变的现实背景下，一切都

开始显得苍白乏力。 

‚近些年来，零售一年不如一年，今年更是差到极点。‛张金森自认为不是爱抱怨的人，但面对记

者也还是忍不住吐槽，‚行情太差了。‛ 

他在武汉有 3个店面，往年的时候，平均一个店每天能成交五六单零售，但今年来，平均每天仅成

交一两单，甚至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接不到一单生意。 

市场是从去年五一过后开始急转而下的。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广东某品牌区域经理阿涛，负责湖北市场的他，每个月都会来武汉出差。‚去

年五一是销售转冷的分界线，五一之前来武汉建材市场还好好的，五一过后就变了样，有时候一整天下

来，市场里连个鬼影都看不到。‛ 

在一墙之隔的武汉华中建材市场（665仓库），记者看到了同样的萧条场景。‚以前这里的马路每

天都会被南来北往的车辆堵得严严实实，有些车子一个下午都开不进来，但现在进出的都是商户自己的

私家车。‛王师傅是地道的武汉人，在华中建材市场门口经营一家小型士多店，操着一口纯正的武汉腔

对记者说，‚现在的生意完全不是那个事。‛ 

在本报记者的随机采访中，新中源陶瓷、金意陶陶瓷、鹰牌陶瓷、尚豪美家陶瓷、凯旋陶瓷、九方

瓦业等店面或分公司负责人均表示，市场人流大幅下滑，零售明显遇阻。 

    批发模式也受到较大冲击。零售和批发是大多数品牌武汉代理商完全依赖的两大渠道。然而，在渠

道下沉的大潮下，加之行情转冷，区县市场销售难以提振，分销商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以走量为核心的

批发模式亦变得愈发艰难。 

与此同时，能够较大消耗库存的工程渠道，也被多数经销商避而远之。‚水太深了，款也难收，不

敢做。‛张金森告诉记者，去年做的工程项目，有些欠款到现在都还没收回。 

‚为了资金流能够灵活周转，我们今年将近砍掉了一半的工程业务。‛一位要求匿名的广东某知名品牌

代理商也表示，这是无奈之举，宁愿少挣一点，也要保证资金链通畅。‚零售下滑，批发萎缩，工程难

做‛——实际上，在本报记者的调查采访中，经销商们都不约而同地描绘了这一艰难的销售现状。 

（待续）                                                   摘自（2015.6.19 陶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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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不大产量大，内黄微晶瓷片低至 4元/片 
 

2015 年以来，内黄产区市场趋冷，销售压力剧增，价格战也在‚鱼死网破‛的市场竞争中越演越

烈。企业的良性发展及区域品牌的发展，成为内黄产区难以顾及之事。不过，内黄陶瓷产区 5 年多以来

迅速发展壮大的区域优势及产量优势，逐渐成为周边产区的强有力竞争者，甚至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原

瓷都‛。 

 

产区规模不大 优势明显 

据了解，内黄现有 40多家陶瓷及配套企业，30多条陶瓷生产线，年产瓷砖近 2 亿平方米，陶瓷餐

具 3000 万件，卫生洁具 200万件，内黄也因此成为中原陶瓷产业发展的引领者，在陶瓷行业声名鹊

起。 

内黄在打造品牌化产区的同时，陶瓷规模也在逐步膨胀，从 2010年 12条生产线，到 2011 年的 20

条生产线，2012年的 30条生产线，2013年的 40条生产线，2014年的 50条线，每年都保持近 10条生

产线增长的规模，增长速度在业内也难得一见。虽然内黄整体规模不大，但正是目前内黄在整个陶瓷行

业环境下逆生长的状况，让人们看到了内黄的发展潜力。 

 

产量惊人 大多以批发为主 

虽然内黄产区规模不大，但由于产区产品类型高度集中，且多以瓷片为主，同质化相当严重，竞争

更是越演越烈。同时，目前内黄新增的几条生产线均以大线为主，生产线的单线日产能都在 3.5 万 m2

以上。其中内黄产区最大日产量的生产线已经达到 4.5万 m2，其产量在河南都可谓屈指可数。 

在以新线、大线为主的内黄，有着惊人的日产量，但由于产品集中程度较高，所以内黄陶瓷企业均以批

发为主，放弃了零售的方式。据记者了解，内黄产区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在考虑品牌化，新喜润陶瓷、

朗格陶瓷亦在其中。嘉德陶瓷销售总经理杨贤才谈到，内黄产区将近 80%都以瓷片为主，只有少数企业

在生产非同类产品，如新明珠陶瓷在生产抛光砖，福汇陶瓷在生产全抛釉。而目前其他产区在生产的微

晶瓷片，也只有新南亚陶瓷和朗格陶瓷在 2015年才正式生产出来。 

据贴牌商李先生介绍，虽然微晶瓷片在河南只是刚生产出来的新品，免不了价格战，但相对于其他

产区而言，内黄产区惊人的日产量，依然具有很大的价格优势，利润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李先生表

示，300×600(mm)规格的微晶瓷片，贴牌商可以直接从内黄厂家 4.2元的价格，而市场价格则在 4.8—

5元不等。即使在终端市场具备很大的价格优势，但依然会选择 50%投入批发业务。李先生认为目前的

市场情况，选择批发市场更为保险。 

杨贤才透露，嘉德因为环保原因在 5月份停产 10天左右，但 300×600(mm)规格的瓷片仍然销售了

1400多万元，‚市场压力是有的，但内黄产区的瓷片由于地理、区域、产量、成本等优势，2015 年的

发展前景仍然不错‛。他认为，内黄产区生产瓷片的陶瓷投资商基本都是从淄博、夹江跳过来，本身具

有丰富的生产、销售经验，而且资金实力雄厚，短期的价格竞争不具有冲击力。对于这点，日升的副总

经理陈晓军也表示赞同，虽然目前日升陶瓷的仓库存储量达到近 200万箱货，但陈晓军认为，货堆满了

对日升来说也不是爆仓，即将召开的招商大会将会分担近一半的仓库仓储量。同时，陈晓军也表示，日

升目前的日产量在 3.5万平方米左右，如果不选择批发，很难消化这样的产量，而且成本和价格也难以

具有优势，而这一些都是导致内黄产区更加注重批发市场的部分原因。 

 

（2015.6.24陶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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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出台措施扶持陶瓷产业 
 

日前，福建省泉州市府办根据对德化陶瓷业的专题调研出台《促进德化县陶瓷行业健康发展六条

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即日起至年底施行。 

据悉，德化 8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当前受经济形势和汇率波动影响，外销市场疲软。此外，

德化陶瓷业具有中小企业居多、外向度强等特点。 

针对德化陶瓷业发展现状和个性化需求，政策对部分企业提出的需求作出了回应。 

  

推广‚续贷无需还本‛ 

企业声音：中小企业多，遇到贷款到期需要续贷、资金却尚未回笼时，便面临较大还款压力。一

些企业不得不借贷‚过桥资金‛来应急周转。希望更多金融机构推出自动续贷业务，为借款企业省去

资金周转成本，避免资金链断裂风险。 

政策回应：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安排专项贷款规模支持德化陶瓷企业，在贷款利率、使用期限、

审批效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倾斜，确保陶瓷产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同时要为陶瓷企业量身

定做特色鲜明的金融创新产品，‚无间贷‛、‚连连贷‛、‚扩产贷‛、‚技改贷‛、‚大师贷‛等

创新产品要优先在陶瓷产业使用，特别是大力推行‚无间贷‛、‚连连贷‛等续贷无需还本的金融产

品。 

     综合运用信贷、投资、发债等融资方式，支持陶瓷产业建设研发、设计、创意、电商等公共服务

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到德化设立分支机构。 

  

用气每立方米优惠 0.18 元 

企业声音：希望进一步降低天然气价格，为企业减负。 

    政策回应：鼓励清洁能源替代，继续实行每立方米市财政补助 0.01元、德化县财政补助 0.04元

的补贴扶持政策，按实际用气量直接补贴企业。泉州新奥燃气公司采取‚让利‛方式，在当前供应德

化陶瓷企业的基础气价上每立方米优惠 0.13元。     

（来源：2015.6.19泉州晚报） 

 

 

佛山市两家协会互争“佛山陶瓷”商标 

“佛山陶瓷”商标申请被叫停 
 

    6月 11日，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建材协会‛）秘书长孔海发在佛山市皇冠假日酒店

二楼紫罗房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佛山陶瓷‛商标申请已被佛山市经信局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称‚‘佛山陶瓷’商标的注册基本没可能‛为由叫停，但建材协

会不会放弃，将直接与商标局沟通，以‚走正道‛的方式做工作，在获得商标局的认可后再通过佛山

市有关部门进行商标申请。 

早前有报道称，6月 20日，佛山市政府部门将在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两家

协会之间进行‚公投‛，以确定谁是‚佛山陶瓷‛商标的被授权单位，而参与‚公投‛的将是佛山

188家规模以上建筑陶瓷企业。 

孔海发透露，随着‚公投‛日期的迫近，6月 10日市经信局召集在‚佛山陶瓷‛商标申请上有竞

争关系的两家协会传达北京之行后的决定——停止‚佛山陶瓷‛商标申请，理由是商标局认为‚佛山

陶瓷‛商标的注册基本没可能。         

                                                         （2015.6.12陶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