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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林陶瓷公司第二条瓷瓦生产线正式投产 
 

  1月 12日，湖北花林新型建材集团下属九林陶瓷公司第二条瓷瓦生产线实现四台压机同时开压，

且原料、施釉、焙烧、包装全线正常运行，这标志着该线投入正式生产且运行状况良好。 

  集团董事、公司执行总经理黄昌柱告诉笔者，该线于去年 12月 17日上午点火烘窑，其压机于今

晨 7时 30分开始试压产品，随即全线开始运行，到现在刚刚 3个小时，全线就已基本运行正常，且瓷

瓦的亮度和强度均得到较大提高。黄昌柱将二线投产顺利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提高了设备的安装

调试质量，二是加强了员工技术培训，三是干部和员工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他说，这是集团加强对

九林公司的领导和我们不断总结吸收一线生产经验的结果。黄昌柱还告诉笔者，该线目前生产的是单

波瓦和平板瓦，这是公司近期开发的两款新产品， 

据悉，该线于去年 6月开始建设，投资总额 5000万元，设计瓷瓦年生产能力 6000 万片。至此，

该公司的瓷瓦年生产能力达到 1.2 亿片。 

 

   
 

图为该公司新投产的瓷瓦生产线 

（花林集团肖远金、李亚林） 

http://www.hbb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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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崛起的陶瓷工业园 
 

核心提示：高起点规划、大手笔投入、高标准建设、一系列优惠措施招商引资等是这些陶瓷工业

园在推出或招商初期的普遍特色。在此期间的陶瓷产业发展态势之下，各地工业园对外宣称将‚计

划‛建成百条生产线规模的这种口号屡见不鲜。 

据陶瓷信息报与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联合主办的陶业长征Ⅳ——全国瓷砖产能调查活动统计数

据显示，2006-2010年期间，是国内建陶产业建厂数量最多的 5年，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建筑陶瓷产业

陶瓷工业园呈现出的是遍地开花的局面，中国建陶产业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对各地方政府来说，通过陶瓷工业园的建设，既能够快速拉动当地 GDP的增长，又能解决当地大

批人的就业；尤其是在企业建成投产之后，其还能够为大量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带来高额的财政收

入。在巨大的‚诱惑‛之下，一批批陶瓷工业园项目快速上马，甚至不少地方政府在工业园还未招商

之前就迅速做好‚三通一平‛工作。 

现实与理想往往有一定距离。目前国内除了北京、天津，几乎都有陶瓷工厂的存在，但在工业园

之间竞争激烈、中国建陶产能容量有限、地方政府换届、环保态势日趋严厉、陶瓷企业扩张步伐放缓

甚至暂时停滞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以往那些‚计划‛崛起的陶瓷工业园，真正能够发展起来形成规

模的只是少数，更多的工业园或转变工业园职能变身其他产业园、或只有寥寥一家或数家建陶企业在

生产、或不了了之几乎荒废。 

本报以陶业长征Ⅳ—全国瓷砖产能调查活动记者实地调查、亲身亲历的工业园现状为准，为您呈

现若干家陶瓷工业园在当初高规划之下，而如今却未能按‚计划‛崛起的现状。 

肇庆市怀集陶瓷生产基地： 

计划打造总投资 50亿元的陶瓷工业园，目前园区职能已转变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陶瓷产业基地于 2009年 8月由怀集县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立项，当时是怀集未

来 10年举全县之力重点发展的大型工业园区。 

基地位于广东肇庆市怀集县闸岗镇，根据区域发展背景和地段区位条件，规划面积 10000亩，按

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的总体要求，将建成一个集物流、仓储、生产于一体，

并配有医院、公园、商场等休闲服务设施、功能完备的现代化陶瓷生产基地，总投资达 50亿元以上。     

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陶瓷企业进驻，怀集县陶瓷产业基地坚持‚不许设门槛，铺好红地毯‛的招商

理念，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给进驻企业最大的支持。为承接陶瓷产

业转移，在土地价格优惠方面给予财政补贴。记者在当年的招商图册看到，进驻的企业已经有新中

源、美家辉、华冠、金纯、泉山陶瓷等陶瓷企业。 

但是据记者在走访时了解，目前整个园区已经转变职能，变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园，没有一家陶瓷

企业入驻。 

乐山市夹江高端陶瓷产业园： 

计划到 2020 年累计产值 500 亿元，目前招商进程缓慢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高端陶瓷产业园项目于 2013年成立，位于‚西部瓷都‛夹江县吴场镇和永清

乡。园区规划总面积达 6.5平方公里的夹江高端陶瓷产业园区是承载乐山千亿冶金建材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平台，是乐山市重点发展的陶瓷及配套产业特色园区。据夹江县县长张建红介绍，夹江高端陶

瓷产业园区主要引进高端陶瓷企业及配套产业，分三期完成，2013-2014年首期完成 1.5平方公里建

设，2015-2016年完成二期 2平方公里建设，2017-2020年完成三期 3平方公里建设。力争到 2020

年，累计实现产值 500亿元。 

经过一年多的招商引资，乐山市夹江高端陶瓷产业园区在项目引进方面有所改变，由最初的以高

端陶瓷企业及配套产业为主，开始向交通、农业、工业、食品等领域延伸。截止目前，入驻的陶瓷生

产项目分别是四川金辉高档卫浴洁具生产线和嘉尚陶瓷生产线项目。 

对于园区在项目引进方面的改变，夹江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陶瓷项目仍然是园区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原计划首批规划引进 10 条大型陶瓷生产线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已经开工的两条陶

瓷生产线项目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陶瓷项目入驻。政府仍然坚持以陶瓷项目为主导，配套其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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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宿松县凉亭陶瓷工业园： 

计划建设 50条生产线，目前仅 1 家陶企处于建设中 

2011 年，安徽省宿松县看中了陶瓷产业的发展商机，陶瓷砖的小城镇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农村市

场潜力巨大、西部发展等为陶瓷产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因此，宿松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充分发挥

当地质优量多的瓷土资源，决定在交通便捷的凉亭镇重点打造建设的陶瓷工业园区。 

据了解，宿松及周边太湖县黄梅县拥有的优质瓷土资源储量达 5000万吨，辅助原料滑石、硅灰石

资源丰富，便于配套的发展。陶瓷工业是宿松县传统工业，产业基础好，有近 5万人口在广东及宿松周

边县从事陶瓷产业，凉亭镇园区周边的陶瓷产区各类资源配置完备，兴建陶瓷专业园区有利于形成特色

工业‚聚集‛效应和‚龙头‛带动效应。在规划中，产业园区主要发展高中档地砖、内外墙面砖以及日

用、建筑、卫生、工艺、包装及特种陶瓷生产企业和配套服务厂商，共规划建设 50 条陶瓷生产线，打

造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的新型陶瓷工业园区。 

刚开始，该陶瓷工业园的建设在有序地进行当中。2012 年，为使园区建设顺利进行，宿松县凉亭

镇投入 4000 多万，用于征地拆迁 2300万元，土地报批 700 万元，道路、水电工程建设 1000万元。记

者在工业园现场看到，首期工程建设已基本实现了‚三通一平‛，主干道路建设、临时用电架设已经完

成，水系工程正在加紧施工，主水管已铺设好，土地平整完成 90%以上。 

但是，由于广西、河北、河南等新兴陶瓷产区的发展壮大，宿松县的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有所不

及，招商工作进展缓慢，只有首期的一家陶瓷企业签约。 

福建长泰县银塘工业园： 

曾有 16家建陶企业，目前向陶板方向发展 

据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银塘工业园管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为了承接泉州陶瓷产业的转移，长泰

县规划了一个科技建材产业园，含官山、积山、银塘 3个工业区投资方主要来自泉州晋江等地的墙地砖

企业，以晋成、腾达为代表。其中之一的银塘工业区发展时间不到两年，总投资 60 亿元，规划总面积

达 4500 亩的新兴工业区已有 22家建材及配套企业签约落户，其中建材企业 15家，硅酸锆、色料、机

械等配套企业 7家。其中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3家，分别是福建东陶公司、福建腾达陶瓷、华

泰陶瓷。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 4家，企业全部达产后产值可超过百亿元。今年上半年已建成投产企

业 8家，分别是房更美陶板、立凯陶瓷、天星陶瓷、泉美包装、玉家家居、欧曼陶瓷。 

这样的数据在很多工业园看来是非常完美的，然而，根据 2014年 11月记者对长泰县建陶企业进行

采访调研时了解到，长泰县目前仅有天星陶瓷、利凯陶瓷、欧曼陶瓷、福泰陶瓷、乐普陶瓷以及亚历山

大陶瓷 6 家建陶企业，而且，今后将不再引进其他建陶企业入驻。而 6家企业中，只有天星、利凯和福

泰是生产墙地板的企业，其他则是生产陶板。 

记者在走访中获悉，银塘工业区招商时，在环保上要求污水零排放，甚至不能用喷雾干燥塔。虽然

早期因为对生产工序了解不透，所以同意了立凯、天星和福泰等 3家外墙砖企业进驻，但此后引进的企

业均要求以陶板和太阳能陶瓷为主，并且要求全部使用天然气。由此可窥知，福建新兴陶瓷产区将朝着

科技产品、生态环保方向发展。 

目前，银塘工业区内除了东陶（TOTO）洁具这个外来企业以外，其他均是泉州当地的企业。而泉州

过去是以生产外墙砖为主，引进过来后的陶企则主要生产陶板和太阳能陶瓷，还有小部分的劈开砖等产

品。这也意味着将是福建陶瓷企业发展的新趋势。 

江西永修高新陶瓷工业园: 

前期计划建立 10 条生产线，目前仅有 1 家建陶企业 

2008 年 4月 1日，江西省永修县（佛山）招商推介会在佛山宾馆隆重举行。此次推介会吸纳了包

括东鹏陶瓷、新润成陶瓷、升华陶瓷、香港巨鼎陶瓷有限公司、西安鹰舵陶瓷有限公司等 30余家陶瓷

企业的参与。在推介会上，香港巨鼎陶瓷有限公司、西安鹰舵陶瓷有限公司与永修县政府进行了简单的

签约仪式，宣布将合资在江西省永修县云山工业园建立 10 条仿古砖生产线。 

而这次招商会之后，仅有在现场签约的一家合资企业成立了江西安拿度磁业有限公司，后期的招商

就不了了之。而仅存的安拿度陶瓷企业发展速度也相对较为缓慢，截止目前，该公司仅有 2条仿古砖生

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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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浠水县陶瓷产业园: 

计划建设 60条生产线，目前仅 2 家陶企入驻 

浠水是‚窑炉之乡‛湖北黄冈市的下辖县，依托窑炉之乡的品牌和资源优势，浠水县发展建陶产业

的优势突出。 

2010 年 7月 28日，湖北省浠水县在佛山召开了规模盛大的陶瓷产业园推介会，随着首批企业签约

投资意向合作，正式拉开了浠水陶瓷产业发展的序幕。当年 8月 30日，总投资 60亿元的浠水陶瓷产业

园在该县兰溪工业集中区奠基并计划用 6年时间建成占地 6000 亩、拥有 60条现代化生产线的中部地区

最大陶瓷生产基地。 

但 4年后，本报记者深入浠水兰溪工业园后发现，该园区仅有雄陶和澳晟两家陶瓷企业，共建成生

产线 7条，且全部生产抛光砖。当地业内人士透露，因多方原因，多家与浠水签约的广东陶企后来并未

入驻园区。 

记者在园区看到，由于入驻企业少，该园区被平整的土地已大片荒芜，从兰溪镇通往园区的一条主

干道被命名为‚新中陶路‛，但当地并没有名为‚新中陶‛的企业。 

湖北通城县陶瓷产业园： 

计划容纳 100 条生产线，目前仅 2 家陶企入驻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湖北通城陶瓷业发展迅速，仅国有瓷厂就有 8家之多，大小陶瓷厂近百家，

生活、建筑、工艺用瓷等声名远播。一时间， ‚通城造‛陶瓷产品在市场上热销。由于一哄而起，产

品技术含量不高，人才缺乏，陶瓷业好景不长，逐渐衰落，最终全部关门大吉。2008 年，随着通城工

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陶瓷业的复兴又被作为振兴通城经济的主导产业提上议程。 

通城县陶瓷产业园位于离县城西部 8公里的大坪乡沙口村，总规划面积为 8平方公里，分两期建

设，环境承受能力可容纳 100条生产线的正常生产需要。 

该县曾规划，把复兴陶瓷工业作为经济强县的主要抓手，将陶瓷业建设成为全县又一支柱产业和工

业系统的主导产业，将通城打造成华中地区集陶瓷原料加工基地、陶瓷产品生产及出口基地于一体的

‚小瓷都‛，开启通城复兴陶瓷产业之路，圆陶瓷产业之梦。但截至目前，进驻园区的陶瓷企业仅有杭

瑞和亚细亚两家陶企。 

肇庆四会龙湾陶瓷城： 

规划 1 万亩，可容纳 256 条陶瓷生产线；目前仅一家陶企入驻，园区已转变为电子产业基地 

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龙湾陶瓷城位于肇庆四会市下茆镇龙湾村，在 2005年推出，据当时官方资料

显示，龙湾陶瓷城规划的以坡改平的开发面积达１万亩，且楼兰陶瓷有限公司（470 亩，2005 年１２月

中旬进行基建）、耀成陶瓷有限公司（450亩，2005年 12 月下旬进行基建）、志华陶瓷有限公司（200

亩，2016 年初进行基建）、新润华陶瓷有限公司（100亩，厂房已兴建，正在安装设备）、山鹰色料公

司（35 亩，现已投产）等企业认购完毕。 

资料还表明，四会市龙湾陶瓷工业城规划总开发面积 1 万亩，除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外，工业园实

际可供建设的面积 9000亩。按陶瓷工业平均每 35亩可建一条生产线的规模，整个陶瓷工业城全部工程

完成后，可容纳 256条陶瓷生产线，这样大的开发面积，可以满足各陶瓷项目的生产需要。计划分三年

完成，首期开发面积 3000亩。 

2008 年 7月，据四会市农业信息网报道，四会市龙湾陶瓷工业城首期的 3000亩已全部开发完毕，

共引进项目十个，已投产的 4间，在建的 5间，计划投资总额约 15亿元。其中，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有

金鹏铜业有限公司、广陶陶瓷陶瓷有限公司、乐华洁具陶瓷有限公司。 

然而，到了 2010年初，四会市下茆镇按照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纲要》实施方案赋予下茆工业

园区的产业定位，将原龙湾陶瓷城转型升级为四会市电子产业基地，全力把电子产业打造成下茆镇的支

柱产业。 

至今，据陶业长征Ⅳ——全国瓷砖产能调查小组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该工业园仅肇庆市乐华陶瓷洁

具有限公司一家建陶企业入驻，共建有 4条生产线，日总产能 4万平方米。 



 

 

 

湖北陶协简报                                                                                                             第 5页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三垧梁工业园： 

计划建设 100 条生产线，目前仅建成 7条 

2009 年 9月 16日，内蒙古陶尔斯陶瓷投产庆典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三垧梁工业园区基地举

行，这也是继佛山兴辉陶瓷移至内蒙后目前最大的一个陶瓷产业转移西部项目。该项目于 2010年 8月

23日首次点火投产。 

在陶尔斯陶瓷内蒙基地的投产典礼上，当地政府提出鄂尔多斯市发展陶瓷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有依托煤炭资源而低廉的电价，有广袤的土地资源，有基础设施完善的工业园区，因此在鄂尔多

斯发展陶瓷产业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和成长性。鄂尔多斯市发展陶瓷产业的目标是 3年之内在达旗打造

拥有 100 条生产线的陶瓷基地。如果说兴辉陶瓷拉开了该市建筑陶瓷发展的序幕，那么陶尔斯陶瓷则

使该市陶瓷集群化发展呈现出新的亮点，各地政府要密切关注企业的发展，积极服务企业。 

记者调查中发现，当前鄂尔多斯市多数陶企品牌意识淡薄，缺乏营销观念，多数企业仅在企业内

设简单展厅，未在建材市场设立产品展厅等，产品销售方式传统单一，有企业存在过度封闭的销售观

念。 

2014 年，根据本报记者对鄂尔多斯市达特旗三垧梁工业园的调查了解，截止目前，该工业园已建

成 7条建陶生产线，规划待建 2条。其中，鄂尔多斯兴辉陶瓷有限公司建成 6条生产线；陶尔斯陶瓷

建成 1条生产线，待建生产线 1条；旭辉陶瓷待建生产线 1条。 

吉林市陶瓷工业园： 

计划建设 60条生产线，现仅建成 5条 

吉林省吉林市陶瓷工业园区位于吉林市桦甸市城东，该园区规划面积 5平方公里。分三期建设：

一期起步区 2平方公里，建设 25 条生产线；二期建设 2平方公里，新建生产线 15条，建设有铁路专

用线及站台、货场的批发市场和专业物流中心；三期建设 1平方公里，新建 20条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

施工程。 

早在 2003年，吉林桦甸就已经建成了陶瓷工业园。2005 年，桦甸经济开发区出资 5000万元收购

土地，作为陶瓷工业园区的规划用地，并在当年底顺利完成拆迁工作。并经过近 1个月的高强度工

作，完成了陶瓷工业园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园区后期的如期开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4 年，记者在吉林市陶瓷工业园调查中发现，受市场销售遇冰及其他多种因素影响，部分陶企

已经倒闭，另据部分陶企人员介绍，当前建陶市场销售压力颇大，竞争激烈是其面临的主要困难。 

截止 2014年 10月份，该园区现有在产陶企 4家，经调查得知另有一家陶企停产已近一年，目前

该园区共建有 5条建陶生产线（含停产企业 1条），待建 1条。 

宝鸡市三建陶工业园： 

计划建成 120 条生产线，目前仅 1 家建陶企业 

山西省宝鸡市在建陶产业发展上算是起步较早的，2006 年，宝鸡市委、市政府为加快资源、能

源、区位、市场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委托建陶业界专家和科研院所在对宝鸡资源、能源、区位、市

场等要素深入调研、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宝鸡是承接‘东陶西进’的理想支点，宝鸡发

展建筑陶瓷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当时，全市规划了三个建陶产业园区，即金台金河、渭滨姜谭、

凤翔长青建陶工业园。 

据了解，宝鸡市当初在建筑陶瓷产业发展规划上可谓规模宏大，2006年出台的《宝鸡市建筑陶瓷

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显示，‚至 2010 年，建成 120条生产线，年产各类建陶产

品 3亿平方米，实现产业 37.5亿元，实现利润 7.5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实现产值 56.25 亿元，实现总

产值 93.75 亿元，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贸易基地和出口基地。 

如此规模宏大、详细具体的发展规划，在当时可谓是大手笔，也显示出宝鸡市政府对建陶产业发

展的决心和重视。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宝鸡市建陶业发展却未能如当初所愿，三个建

陶工业园不但未能实现发展目标，甚至根本没有发展起来。 

 

（摘自 2015.1.陶瓷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