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秘书处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一路 45 号 

电子邮件；hubeitaoci@163.com       联系电话：027-87824880 

   湖北省陶瓷工业协会           

 

简报 
2016 年 5 月 16 日 

第 9 期（总第 111 期） 

 

2016 年 1至 4月全国陶瓷产品出口下降 9.4% 
    

5 月 8日，海关总署对外公布数据显示， 2016 年 1月至 4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7.17万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 4.4%。其中，出口 4.14 万亿元，下降 2.1%;进口 3.03万亿元，下降 7.5%;

贸易顺差 1.11万亿元，扩大 16.5%。 

4 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 1.95万亿元，微降 0.3%。其中，出口 1.13 万亿元，增长 4.1%;进口 8275

亿元，下降 5.7%;贸易顺差 2980亿元，扩大 45.8%。 

其中，陶瓷产品 4月份出口金额为 1,210,763万元人民币，1月至 4月累计 4,207,715万元人民币，金

额累计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9.4%。 

综合来看，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双双呈下降的态势。1月至 4月，欧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中欧贸易总值 1.1万亿元，微增 0.3%，占外贸总值的 15.3%。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 6771.8亿元，

增长 1.3%;自欧盟进口 4179.3 亿元，下降 1.1%;对欧贸易顺差 2592.5 亿元，扩大 5.4%。美国为中国第

二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 9983亿元，下降 4.8%，占外贸总值的 13.9%。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

7218.9 亿元，下降 3.5%;自美国进口 2764.1亿元，下降 8.2%;对美贸易顺差 4454.8亿元，收窄 0.3%。 

东盟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8835.3亿元，下降 3.1%，占外贸总值的 12.3%。其

中，中国对东盟出口 5249.6 亿元，下降 3.5%;自东盟进口 3585.7亿元，下降 2.6%;对东盟贸易顺差

1663.9 亿元，收窄 5.4%。日本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值为 5429.3亿元，下降 2%，占外贸

总值的 7.6%。其中，对日本出口 2653.3亿元，下降 1.5%;自日本进口 2776亿元，下降 2.5%;对日贸易

逆差 122.7亿元，收窄 20%。 

（来源：2016.5.13  陶卫网）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向行业公布绿色建筑材料的定义 
 

绿色建筑材料是建材行业的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深化对绿色建筑材料的认识与把握，将绿色建材的

发展落实在行动上，贯彻落实好《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邀请建材

行业部分知名的领导、专家，在政府部门提出的绿色建筑材料原则定义的基础上，对绿色建筑材料的定

义与特征进行深入地研讨，集行业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了绿色建筑材料的概念及“四个环节五个特征”的

定义。 

绿色建筑材料，是指在原料的选用、开采加工、产品制造、产品应用过程中，能够有效利用废弃

物，少用天然资源和能源，资源可循环再利用的，不仅性能功能符合建筑物等配置的要求，而且全生命

期内与生态环境和谐，对人类健康无害的建筑材料。绿色建筑材料具有节能、环保、低碳、安全、可循

环、长寿命的特征；生产工艺和生产使用过程中贯彻清洁文明、净化环境的特征；充分利用废弃物，减

少天然资源和能源消耗，具有可循环再利用的特征；具有低排放、无污染、无毒害、与生态和谐的特

征；满足绿色建筑和其它应用领域配置要求，有利于改善和提升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发展进步特征。 

此项活动得到了宋志平、刘志江、姚燕、姜德义、李叶青、李新华、张清杰、薛忠民、王刚、于国

波、张定金、王兵、彭寿、张联盟、卢忠远、陈岩、沈晓东、颜碧兰、赵谦、崔素萍、胡芝娟、程华、

施存有、刘成雄、赵飞、唐靖炎、朱建勋、刘起英、包玮、周炫等领导、专家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中国建材报、中国建材杂志社等媒体的领导，联合会系统有关领导和专家，也积极参与并贡献了智慧。 

（来源：2016.5.9  中国建材信息总网） 
 

注：今年的湖北省技术革新奖申报于本月底结束，有申报项目的企业请抓紧时间申报！ 

mailto:hubeitaoc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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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城进园政策忽略了企业哪些呼声? 
 

淄博和临沂的陶瓷企业搬迁的事情引来一波强烈的关注，但是对于陶瓷以外的人并不了解的是，陶

瓷生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会污染”，转型升级的企业在提升各项指标后，只会让陶瓷行业更规

范、更标准、更环保。而且从消费角度而言，减少低品质产品的多次重复购买，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消

费才是解决资源浪费的最好途径，产能过剩的问题也会在减少购买中进行有序的企业自然淘汰，这些完

全可以由市场自净，而非政府的“大手”强行管制。企业主动的提升环保，追求高附加值产品，才会在

陶瓷行业转型升级战中脱引而出，如果整个陶瓷行业都进入这种状态，才会最大效应的在陶瓷圈内形成

最好的风气，从而进一步带动行业升级，污染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政府强调的碧水蓝天的美好才会得以

实现，这是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陶瓷企业应该肩负的责任，而非一方。 

临沂政府 2015 年就已经提出了退城进园政策，笔者认为其并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实际需求，只是一

刀切，强行进行管制。大手强行关停企业，所有在搬迁名单内的企业，都存在莫须有的消失的可能。而

政府明显忽略更多解决问题的更有效的途径，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环保科技、提升产品附加值，

这才是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政府的大手，更应该尝试软性的推动，在提倡和带领企业

走向高端产业路径的同时，也能帮助目前国内在高端产业的局限，最典型的马桶盖问题，以及陶瓷行业

大型生产设备，仍有不少被国外企业占有着主要市场。 

陶瓷企业搬迁后的土地，很难再重新利用起来，尤其 12 家陶瓷企业，因为建厂较早的原因，总共

可能要浪费 500 亩左右的土地资源，而临沂的土地政策并不宽松，重新建厂的时间花费可能需要在 2 年

左右的时间，而与之政策相对，临沂周边其他城市和县城，包括盐城、枣庄、赣榆，土地政策则相对宽

松，由于最近几年的招商政策的转变，这些地区出台了很有利的政策。退城进园政策的土地紧缩政策与

周边其他城市和县城的宽松政策相比，陶瓷企业搬迁的政策显得有些推企业“下海”的味道。在 2015

年退城进园的名单陶瓷企业，在 2015 年末就已经在年底设备检修后直接停产，不再复工。2016 年 3 月

份左右，就已经有两家陶瓷企业选择了在江西陶瓷厂包线的转移生产方式，而这种方式也是逼不得已为

之。 

临沂有句话是“割牛头砸罐子”，退城进园政策就有些类似，显得得不偿失。如果强制执行，在现

在的市场环境下，尤其临沂大生产线居多的状况下，没有一家搬迁的陶瓷企业愿意再投资建设产能较小

的生产线。临沂一家陶瓷厂现有两条线，总产能在 1 万平方米左右，如果搬迁建设新厂，新生产线的产

能至少会在现有生产线产能的 3 倍，甚至达到 5 倍。在产品同类的状况下，这样的搬迁无异只是扩大的

陶瓷产能，不仅让临沂陶瓷的产能消化更困难，甚至也会影响国内内墙砖的市场产能状况，尤其临沂目

前是国内最大的内墙砖生产产区，产能继续扩大的话，临沂周边的北方产区都会受到蝴蝶效应般的影

响，让产能过剩状况更加严重。这样的状况，明显与供给侧改革背道而驰，反而会发挥更多的无用功。

新陶瓷厂、新设备、新产品，确实让现有的陶瓷厂实现了转型升级，产品品质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但

是产能过剩问题甚至会成倍的扩大。这是政府的大手在推动经济和陶瓷行业向前时所欠缺考虑的地方，

而受搬迁影响，企业唯求自保，只顾自身利益最大化，更会难与大手之间提出更多于社会效益有益的解

决方案的冲突点，但是同样身为退城进园名单内的陶瓷企业，我觉得，有些问题政府看不透的、不了解

的，企业更应该有责任提出建设的意见，这也是笔者想在此篇文章里想提到的内容。 

陶瓷并不是快消品行业，而是需要一步步的提升产品品质，要做高附加值产品，而对于高品质、高

附加值的产品而言，最大的需求就是稳定，而搬迁这种大动作的变化，就如同高附加值陶瓷产品的克

星，敲敲打打重建后，之前的所有都要重新来过。这是社会财富浪费的一种形式。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

社会资源浪费的形式则是低品质产品带来的影响。很多公共场所，如超市、医院，之前在建设时，并没

有考虑到低品质陶瓷产品带来的影响，几年后瓷砖表面刮花，花色磨损，不再防滑、耐（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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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磨，这时就需要再一次敲掉重新铺贴。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浪费在现在市场里很多

见，而这种浪费的源头就是来自产品品质低，产品不具有高附加值。3 元一片的瓷砖可以生产，耗费

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与生产 9 元一片的高品质的瓷砖相差无几，但 9 元一片的瓷砖普通

家庭可以使用一辈子，而 3 元一片的瓷砖，生命力则远远不及。 

做企业并不怕市场不好，提升产品质量，也可以走出好市场，怕的还是“不安全”。 

2016 年总共 15 家搬迁企业，其中陶瓷企业 12 家，按照目前企业规模来算，仅陶瓷企业就要因搬

迁损失近 12 亿元。而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陶瓷行业设备的特殊性，企业搬迁后，按照一些企业现有

的规模来算，损失率就要达到 90%以上，接近上亿的资产都不能重复再利用。这些问题是政府在制定

退城进园政策不会考虑到的点，但这正是企业最头疼的问题，资金的白白浪费。如此大规模的资金的

投入，即使让企业生产达标，仍然不会触动政府政策制定者忽略企业的神经。 

（2016.5.9陶城报微信第 801期） 

 

陶瓷总指数微幅下行 市场成交平稳回升 

 

2016 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过去，春节过后进入三月份，佛山陶瓷生产线陆续点火投产，基本全面开

工，市场逐步正常。3 月份佛山陶瓷价格指数报 94.59 点，环比跌 0.68%，同比跌 2.71%;建筑陶瓷系

列指数报 91.02 点，环比升 0.14%，同比跌 2.96%。卫生陶瓷系列指数报 116.05 点，环比跌 4.35%，

同比跌 1.48%。 

国家统计局 4 月 15 日发布数据称，初步核算，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58526 亿元(人民

币，下同)，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创 7 年(28 个季度)来新低。类似的佛山陶瓷价格指数

也创 2015 年以来新低。 

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 GDP 数据同时分析表示，总的来看，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良

好，一些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稳中有进态势持续。 

类似的，2016 年第一季度三月份陶瓷价格指数虽然创一年多来新低，但是 2016 年第一季度三月

份，建筑陶瓷系列指数小幅回升，卫生陶瓷系列指数由于部分产品价位的大跌导致整体指数呈下滑态

势。成交量方面，相对上月而言，除烧结瓦价升量跌外，其余种类均大幅直线上升。具体来看，建筑

陶瓷市场，多数代表品受年初开工晚，经销商集中订货影响，市场迎来小阳春。微晶陶瓷复合板、仿

古砖、釉面砖指数大幅上涨，成交额直线飙升。尤其是微晶陶瓷复合板本月价格逆市上涨，暂时结束

了价格低迷期。市场走势较好的陶瓷马赛克、广场砖本月指数大幅下跌，其他产品指数在小范围内升

跌。卫生陶瓷市场结束了连续 4 个月的指数高位运行，三月指数降至 120 点以下。在分类指数方面，

多数价跌量升，跌幅较大的洗面器、洗涤槽指数成交额翻倍上涨;量价齐升较明显的产品有蹲便器、坐

便器;净身器价位小幅下跌，成交量大幅攀升。 

建筑卫生陶瓷产业与房地产行业唇齿相依，荣损相应，略有滞后。2016 年一季度的房地产销售数

据大幅回升，全国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 2429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3.1%，增速比 1-2 月份提高 4.9

个百分点。 

如果 2016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增长，势必带动建筑卫生陶瓷产品的销售增长。同时建筑卫

生陶瓷产业在节能减排环保与产量过剩的双重压力下，2016 年去产能的大势很可能持续(2015 年全国

建筑陶瓷产量增长-0.5%;卫生陶瓷产量增长 1.6%)。基于这样的房地产形势与行业形势分析，虽然

2016 年第一季度佛山陶瓷价格指数相对低迷，2016 年继续下行的可能较小，整体可能表现为震荡缓慢

向上运行。在整体经济形势方面，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连续七个月位于荣枯线之下，2016

年 3月份突破荣枯线，上升到 50.2%。当然这也许于春节过后，制造业的采购明显增加有关。 

因此，4 月份及第二季度的整体经济数据将更多地揭示全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建筑卫生陶瓷行业

也是如此，佛山陶瓷价格指数的全年走势也将更加明朗。 

（来源：2016.5.5  九正建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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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资讯：仿古砖将成主流发展方向 
 

传统定义上楼顶砖指的是天然大理石材做成的仿古砖，但是由于仿古砖行业日益成熟，仿古砖出现

在各大家居建材市场后，仿古砖被赋予了新的定义，目前家居建材市场泛指的大理石瓷砖一般都是楼顶

砖。楼顶砖在纹理，色彩，质感，手感以及视觉效果完全达到天然大理石的逼真效果，装饰效果甚至优

于天然石材，自进入家居建材市场以来，备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及推崇。 

其实行业内的资深人士都知道，仿古砖最先以微晶石出现，再后来是简一的非常具有标杆性的全抛

釉大理石瓷砖。 

如今在市场上，做大理石瓷砖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它不仅使得大理石材市场倍感危机，也开始侵占

抛光砖和瓷片的市场份额。 

仿古砖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空间表现上，其足以与大理石材媲美;在工艺运用上，楼顶砖上墙

铺地均可，上墙可以代替瓷片、瓷砖，而铺地可以代替仿古砖等。 

针对砖企业项目投资前期所必需的市场调查及市场前景预测进行撰写，主要包括项目涉及的原料市

场、产品市场、技术设备、项目测算以及未来项目产品市场前景等几大方面的调查与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成长，国家越来越重视砖企业项目相关行业的发展。为了组织好砖企业项目的

投资建设，在前期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报告正是针对项目投资需要为决策部门提供第一手的市场

调查资料并对与项目市场前景相关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出口贸易政策做出分析。 

投资建设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为出发点，为投资者详细的分析整个项目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未来的投资

收益测算。                                           

（来源：2016.5.9  九正建材网） 

 

一鼎反置式抛光机获奖 颠覆传统抛光方法 
 

3 月 27日，经过一周的实地考察和闭门评审，第 12届新锐榜榜单公布。在 10项机械装备类参选

产品中，一鼎科技反置式抛光机凭借颠覆式抛光方法和“五省”的实际效果获得评委组大奖———机械

装备类年度最佳产品奖。 

作为陶瓷行业的“奥斯卡”，新锐榜的年度产品代表着过去一年陶瓷行业产品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点，是接下来一年的产品风向。一鼎科技反置式抛光机在评选过程中就引起了评委组的强烈兴趣。机械

出身的咸阳院常务副院长李转也为一鼎科技反置式抛光机的想法感到赞叹，李转表示：“虽然技术工艺

上不是很复杂，但是能想到这一点实属不容易。” 

据了解，“反置式抛光机”是一鼎科技近两年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的重点产品。该产品主要用

于釉面砖的抛光精加工工序，改变了釉面砖传统抛光方法。与传统抛光方法相比具有产量高、加工质量

好、低能耗、节水 90%和无需烘干工序等优点。“不需要大量的水，用水只用传统的 10%，三大优点很

明显，节水、节电、节能耗，平均成本省 30%，人工也会省。环保，粉尘也少。48磨头，相当于水抛的

60个磨头。”在评委考察过程中，一鼎科技董事长冯竞浩给评委组介绍到。冯竞浩表示，平均成本省

30%还是保守说法。 

冯竞浩也自信地表示：“这是中国创造、颠覆传统的抛光方法，是实现减成本降能耗的利器。客户

买了我们的设备，加工服务整个工作我们来负责，这样既保护产品技术，也省去客户的麻烦，实现共创

价值。” 

据了解，一鼎科技反置式抛光整线在 2015年已实现 3000万元的销售收入，预计在未来三年内能实

现销售生产整线约 280条，实现销售收入 4亿。 

该产品已获得广东省地方标准立项、荣获“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称号，佛山市市级重大技术改造

示范项目立项，佛山市标准战略实施项目立项，经佛山市成果鉴定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项目已申

请发明专利 8件；授权 3项发明专利，10件实用新型专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性明显。 

（来源：2016.5.4  陶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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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卫浴行业生长向三四级市场看齐 
 

陶瓷卫浴生长碰壁，在这种局势下咱们起首要相识三四级市场的特色，才气做好三四级市场，不

然统统举措都是自觉的。 

要相识三四级市场的特色，就要从市场调研开端。驰名于世的麦肯锡征询公司颠末调研当前发明

在许多并不有目共睹的小城镇，却生存着数亿拥有肯定消耗本领的消耗者，他们是将来十年紧张的生

长机会，然而跨国公司和大部门国内临盆耐用消耗品的企业同样都纰漏了这个市场。 

陶瓷卫浴行业生长向三四级市场看齐 

节水节能曾经是大部门家庭取舍卫浴洁具主要思量的事变，取舍节水洁具成为每个消耗者的自发

举动。卫浴行业的竞争核心便会聚到节水机能的比拼上。数据表现，坐便器用水已占到一样平常家庭

用水量的 40，节省坐便器用水就节省了住房用水的 40。现在，我国逼迫实行的节水坐便器尺度为 3-6

升。 

闽龙陶瓷总部基地引进了一种新型坐便器，因为最低用水量仅为 1.4起用起业内存眷。现在，品

牌卫浴的节水观点、节水产物屡见不鲜，此中体现最凸起的则是坐便器。toto经由过程“智洁技能、

G-MAX 技能、超旋式冲刷等先辈科技推出了可一次洗净的 4.8升坐便器”科勒推出了希玛龙坐便器，

取舍经济型的 5.3升冲水设置可利用户每年节省高达 7570升的用水量。 

（来源：2016.5.13  九正建材网） 

 

五月份陶瓷砖销售小幅下滑,产品热销或为“虚假的繁荣” 
 

“五一”节后，陶瓷行业“疲态”初显。记者从多个产区获悉，进入五月份，瓷砖销售整体开始

小幅下滑。 

今年春节过后，陶企开窑时间普遍推延，借助于开年产品销售这一“黄金时期”，陶企销量触底

反弹，销售回暖、产销平衡等各种好消息纷至沓来，但即便如此，行业整体销售势头和开窑率均大不

如往年。有业内人士预测，按照当前的销售走势，6月份陶业或全面进入淡季，届时在沉重的库存压

力下，将有陶企选择停窑或减产。 

近些年来，陶瓷行业淡旺季界限越来越模糊，在产能严重过剩背景下，终端市场人流量急剧萎

缩，销量难以提振，打折促销已成“常态”。谈及当前市场销售形势，佛山冠能企业销售总监梁荣江

说，销售好坏仅是相对的，现阶段陶瓷产能严重过剩，即便全国所有陶瓷停产 2-3年，市场也不会缺

货，在这样的背景下，陶业不可能再出现过去的热销和疯狂。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个产区的多家企业表示，过去的三四月份产销平衡，到了五月份虽然

市场开始转淡，但产销率依然能够保持 90%。不过，也有陶企表示，实际上这并非市场的好转，开年

以来的热销或许仅是“虚假的繁荣”。 

佛山罗马磁砖新纪元销售总经理张细国认为，从今年开年至今，相当部分的企业是将库存转移到

经销商处，表面上看销售火爆，实际上是将产品卖给了经销商，而且现今市场需求有限，经销商能否

消化还未知。在张细国看来，佛山产区今年的库存相比去年可能会减少，原因是相当部分厂家开窑不

足，现有库存正在逐步消化。 

江西华硕陶瓷营销总经理谢向军也表示，陶企的乐观销售形势只是假象，终端市场已经进入淡

季，经销商出货也淡了很多，接下来的市场形势肯定会越来越严峻。 

而对于山东、河南等产区的热销，也有当地人士认为，真实的市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今

年春季，淄博环保整治造成了部分区域‘缺货’，并引发了价格的多次上涨，虽然每次涨幅都不大，

但给经销商造成了心理压力，经销商存货的积极性被激发。而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经销商都是满满的

库存。”近期，这两大产区销售小幅下滑，根本原因也是经销商发货量下降。 

（摘自：2016.5.14 陶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