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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陶瓷行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获 2014年全省经信系统优秀调研报告 
 

近日，从省经信委网站获悉，《湖北省陶瓷行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获 2014年全省经信系统优秀

调研报告奖。该获奖报告是在 2014 年省陶瓷协会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2014 年，为了深入了解我省陶瓷工业发展状况，在省经信委指导和支持下，省陶瓷协会历经大半

年时间，走访全省各陶瓷产业园区和部分重点企业，完成了《湖北省陶瓷工业调研报告》（初稿）。

初稿经过几次会议研讨并征求各地方部门和陶瓷产区意见后，最终形成该调研报告正式稿件上报省经

信委。省经信委按照“竞进提质、升级增效”工作总要求，紧扣工业转型升级和深化改革的重点、热

点和难点问题，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选择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针对性的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形

成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调研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协会秘书处） 

“金九银十”能否拯救陶瓷行业？ 
 

8月份以来，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四川等陶瓷主产区仍有不少的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几十

万箱乃至几百万箱的比比皆是，面对爆仓或临近爆仓警戒线，不少企业已在危险的边缘挣扎。最近网

上流传一个不是段子的段子，说这个夏天的记忆就是暴雨、爆炸和暴跌。对陶瓷行业来说，产品价格

已接近历史最低点，现在大部分企业正经历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然而，当日历翻到 9月这个

传统的建材销售旺季时，曾经的辉煌令不少陶瓷人又浮想联翩。那么，今年的终端市场能否取得“金

九银十”的爆发，助整个行业力挽狂澜呢? 

旺季不旺 

“金九银十”沦为常态营销 

事实上，最近几年，陶瓷行业已经呈现旺季不旺、淡季不淡的新常态了，阶段性的如“金三银

四”小阳春、“金九银十”小旺季，已跟平常销售期无太大分别。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传

统条件下，再期盼投资、内需、出口的高速发展已经没有多大可能性了。而指望“金九银十”爆发成

为救命稻草，只能说愿望是美好的，而现实是残酷的。此前消息称因为阅兵，北京及周边七省市停产

限产。一旦阅兵结束，或将迎来较大的复产潮，市场供应压力又会上升。当然，走进“金九银十”，

相比之前有更多机会，关键是如何在日益缺乏动力的市场环境下，找到改善需求的营销新引擎。 

两极分化 

品牌竞争将成为主战场 

目前市场上瓷砖产品的价格降幅较大，各方经营起来，效益是越来越差。而进入金九银十后，品

牌竞争将成为各方抢蛋糕的主战场。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企业需要在产品、服务、品牌、

信誉等某一方面很有特色，才能求得一席之地。这其中，销售体系健全、市场占有率高的品牌优势会

更明显。虽然消费群体被分流，但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率。与此同时，低附加值的品牌对很多大品牌

造成冲击。在消费者习惯了降价、打折、促销的同时，也让一些企业关键时刻无牌可打。打低价牌，

如果没有高销量支撑，成本都收不回。偏偏就有企业不惜亏损销售，以清理库存、规避爆仓。目前是

行业洗牌期，市场两极分化，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会趁机进一步做大做强。或只有通过市场的洗

礼，种种竞争乱象才能得到遏止。 

摘自（2015.9.2陶城报微信第 590期） 

http://www.hbb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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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陶业已进入洗牌阶段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陶瓷砖产量几乎没有增长，这也是自

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全行业首次出现这种现象。2008年全国陶瓷砖产量还有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今年

上半年仅有百分之一点几。建陶业已进入结构调整和洗牌阶段。”这是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常务副

会长缪斌在近日召开的“2015高安陶瓷产业发展论坛”上的表述。 

今年的高安陶瓷产业发展论坛主要探讨的是：在目前经济发展环境下，陶瓷行业如何更好地发

展？高安产区如何在渠道、品牌、创新等方面突围？参会代表和企业希望在此次论坛上找到有利于未

来发展的参考依据。 

缪斌介绍说，上半年全行业的销售增长仅有百分之五点多，这也是行业十余年来从未遇过的，应

该说已进入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在座企业家的感受应该更加深刻。在去年的各个场合，中国建筑卫生

陶瓷协会对整个行业的判断是，“十三五”期间，行业的市场需求可能会在现有基础上回落 20%。换而

言之，也就是市场需求已经基本达到顶峰。 

“这次的局面和我们十几年前遇到的情况，以及 2008 年之前遇到的情况不一样，过去是在产能相

对过剩的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持续扩大，我们的行业和在座的企业都有发展空

间。”缪斌分析说，“十三五”期间，瓷砖行业的产能将有 1/3会被淘汰，这意味着很多企业可能会

被淘汰。大家也会从网上、报纸上及微信上得到类似消息。这不是产区的问题，也不是企业的问题，

是因为整个市场，尤其是房地产。 

缪斌认为，“十三五”期间，建筑陶瓷行业将真正进入结构调整，或者洗牌阶段，其实现在已经

开始。协会也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将最新、最准确和最权威的信息传递给大家，也通过这次论坛，集

结政府、企业的力量，思考行业下一步发展方向。从目前状况来看，建陶行业还是朝阳传统产业，因

为还是有庞大的刚性需求存在，只要有住房需求，这个行业就会一直存在，并且即便是欧美这样的发

达国家，对于瓷砖产品也还有比较旺盛的需求。所以企业要做好产品经营、产品定位和整个资金管

理，否则企业发展就可能出现问题。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很多优秀的、有实力的、定位精准、具

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在经过一轮调整后，发展趋势看好。 

（来源：2015.9.10  中国建材报） 
 

湖北 4家居建材店价格存“猫腻”被责令整改 
 

9月 7日，湖北省物价局通报 17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和价格欺诈典型案例，涉及电信、食品、家

居建材、房产、汽车、商场等单位主体，违规类型包括不按规定明码标价、虚构原价、误导性标价、

不规范标价等。 

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方式明码标价，是家居建材等行业最常见的价格违法行为，在通报的案件中，安

陆全友家私专柜、十堰金朝阳陶瓷经营部、咸宁马可波罗瓷砖店、武汉市梦幻玻璃店等 4家家居建材

类公司榜上有名。 

其中，在 8月 11日，经查实，十堰金朝阳陶瓷经营部销售的瓷砖、浴缸、抽水马桶、面盆等陶瓷

产品未按规定明码标价。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价格法》第十三条和《明码标价规定》（2000年国家

发展计划委 8号令）第十三条之规定，属于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价格违法行为，十堰市茅箭区物价局

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并对其罚款 1000元。 

此外，8月咸宁马可波罗瓷砖店进行促销活动。该店所售品名西米 CZ8908AS的瓷砖，标示“原价

568元，现价 138元”；品名翠玉石 CZ8882AS的瓷砖，标示“原价 538元，现价 138 元”；品名

PF8203C 的瓷砖，标示“原价 198 元，现价 59元”。经查实，该卖场上述 3款瓷砖从未以所标的原价

销售过，所谓原价，纯属虚构。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和《禁止价格欺诈行

为的规定》（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 15号令）第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虚构原价的价格欺诈行为。 

（来源：2015.9.11  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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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冠陶瓷 9月 16 日拍卖 
系第六次拍卖，前五次均遭流拍，本次参考价对比首次“腰斩” 

  

破产近两年时间，湖北天冠陶瓷至今仍是 “烫手山芋”，无人接手。本报记者日前从湖北宜昌国

华商品拍卖有限公司获悉，9月 16 日，湖北天冠陶瓷破产资产将在宜昌依法拍卖。 

这已是天冠陶瓷自 2013年底破产以来，第六次拍卖，此前分别于 2014年 1月 16 日、3月 18日、

9月 22日、11月 18日，天冠举行了多次拍卖，但均因无人参与而流拍，本次拍卖的参考价为 4122万

元，对比第一次拍卖的 8050万元，价格几近“腰斩”。 

在破产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其全部资产受相关破产管理人委托，由湖北宜昌国华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负责拍卖，包括 17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总计为 36270.82m2 的房屋建筑物、两条分别建于 2007年

和 2010 年的抛光砖生产线以及一批五金配件、原材料和办公用品等财务。 

宜昌国华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此前天冠陶瓷多次遭流拍，曾考虑将生产设

备、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全部资产进行分割处理，但综合考虑多方原因，还是决定进行整体处理。 

天冠陶瓷位于湖北省当阳市，曾为湖北的“明星陶企”，因产出湖北首片高档抛光砖，填补了陶瓷

产业转移之前“湖北无高档陶瓷生产”的空白而闻名。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 5月 26 日，当阳本土企业家朱传文与当阳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独资创办

湖北天冠陶瓷有限公司，同年 12 月 16日，天冠陶瓷投资 6500 万元、年产 300万平方米的首条高档抛

光瓷砖生产线建成投产。 

据一位曾供职于天冠陶瓷的内部人士透露，天冠陶瓷首条生产线投产后，产品广受消费者信赖，一

度销售火爆、供不应求，每年的盈利都能达到千万元以上。 

但到了 2010年后，天冠陶瓷问题频出，最终于 2013年因经营不善而破产。 

（来源：2015.9.4 陶瓷信息） 
 

污染排放成瓷砖行业一大通病  环保技术有待提升 
 

虽然有不少瓷砖企业正朝着绿色环保的方向转型调整，但是仍有不少企业在检查中屡上黑榜，污染

排放一直就是瓷砖这个比较粗狂型发展的行业通病，但是在消费者以及时代发展的需求下，必须坚持可

持续发展才能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故而瓷砖企业需要结合多方努力、苦练环保技术适应生存。 

环保技术限制阻碍瓷砖行业绿色之路 

由于资金和技术水平方面问题，中小企业常常是最容易出现环保问题的，部分小企业为了节省成

本，并未对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气体进行处理，又或是处理污染物的技术水平不足，未能处理达标，从而

引发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整顿日渐严重的环保问题，国家频频出手各种政策出台将各种重污染的行业推向现代化转型的

边缘，瓷砖行业也深受影响，其中中小瓷砖企业受到冲击最大，由于综合实力无法与大型企业相比，中

小瓷砖企业在环保转型面前面临着更多压力，所以更应该细心筹划，用心拆招。 

环保大势引航市场多方努力共突破 

环保问题是瓷砖企业无法避免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各界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高污染高密集型

的瓷砖企业，最先要做的必然是开展环保的工作。在能源方面推动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节能减排。 

在品质上专注于企业所擅长的，做到最好;在设计上推陈出新，打造出独特的设计;在服务上花更多

心思，让消费者购买更加放心。另外，政府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督和促进中小型企业的转型，在资金方面

进行补贴援助，在环保相关的设备上进行资金的补足;在技术方面，协助进行引导和培训，同时加强企

业员工的环保意识。 

因此，在环保大势已然来临的瓷砖市场上，瓷砖企业想要长远发展，还需将瓷砖产品环保技术提升

上来。而对于环保方面的转型，单凭瓷砖企业一己之力也难以实现，唯有多方面共同努力，瓷砖行业环

保才能真正得到突破。 

（来源：2015.9.16  中华陶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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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倒逼陶瓷企业升级转型 
 

近来，“黑名单”制度从不同方面向陶瓷业袭来，其处罚之严厉、影响之深远、之广泛，前所未

有。“黑名单”制度下的陶瓷业，将何去何从？ 

去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新一届中央政府报告政府工作，首提“黑名单”制度，对违背市场竞

争规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最高法相继公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修

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对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做出

进一步限制，列入信用“黑名单”，使其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和信用代价。 

国家质检总局正在加快建立质量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对严重失信违法的企业，要在经济上重

罚，在法律上严惩，在社会上曝光，加大惩戒力度，优化发展环境。不久前公布的“国抽”不合格产品

将禁销，使得质量“黑名单”的分量不断加重。 

史上最严《环保法》推出的“黑名单”制度，通过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环境保护机制，

对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成为企业贷款、政策优惠的重要考虑因素。陶瓷企

业今年以来在环保方面遇到的种种际遇，已初现“黑名单”制度的作用。 

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制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从土地使

用、政府采购、证券融资、财税支持，以及银行贷款方面对“黑名单”上的企业进行严格限制，进一步

从多方面确保安全生产的落实，旨在使有安全生产不良记录和失信行为的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 

“黑名单”制度对陶瓷企业象一道“紧箍咒”，且有越来越紧的趋势，将倒逼企业逐步走向规范

化、法制化，步入健康、和谐、科学发展的轨道，将促进企业由内而外的蜕变与升级。“黑名单”制度

看似对企业的要求、约束严格了，企业的日子难过了，但从另一个视角看，也是一种助推企业加速创新

驱动、提速转型升级的隐形力量。 

“黑名单”制度从诚信、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强化了对陶瓷企业监管的硬约束，或者说进一

步划清了红线，明确了底线，不仅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更指明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发展方向。不被

列入“黑名单”，不被约束、限制甚至惩处，企业就要依法经营、依规操作、依道而行。 

不同侧面“黑名单”制度的接踵而至，是对陶瓷企业转型升级的考验和促进，是陶瓷企业创新驱动

的动力和方向。面对陶瓷企业数量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能过剩、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附

加值不高等结构性问题，除依托创新驱动和正常市场竞争进行调整优化之外，通过制约性政策和强制性

法规推进优胜劣汰、优化升级，也是一个重要手段。 

对“黑名单”制度，陶瓷企业应正确认识、理性对待，并千方百计改善管理、创新发展，远离“黑

名单”，方是上上策。 

（来源：2015.9.16  中国建材报） 

 

新中源陶瓷首推“满意 100”服务 
 

随着《新广告法》的推行，广告将更加规范，品牌和消费者的联系将进一步依赖产品和服务，此

时，新中源陶瓷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满意 100”服务体系。 

据悉，该服务体系面向每个终端消费者，以微笑服务作为服务的核心内容，面对每一个消费者和每

一消费问题，并郑重承诺服务到每一个消费步骤：开通选购知识免费咨询 400（400-830-0080）热线，

为消费者进行专业知识的解答；开展引导式消费，根据消费者居住情况做出所需瓷砖的款式和数量的建

议等。而在销售过程中更是提供包括上门测量及设计铺贴效果图，根据消费需求进行调整设计，在专卖

店引入设计软件对家居进行设计，免费送货，免费铺贴咨询等服务以及建立电话回访制度，及时了解消

费者提出的需求、意见等信息。 

(来源：2015.9.11  陶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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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陶瓷砖出口额 六成以上在亚洲 
 

据各地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陶瓷砖出口额六成以上在亚洲，1～6月份我国出口亚

洲陶瓷砖 25.28亿美元，同比增长 32.7%，占我国陶瓷砖总额的 65.79%，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6.62

个百分点。 

各大洲出口增速方面，对北美洲、大洋洲、亚洲出口额增幅均达 30%以上；而对非洲、南美洲、欧

洲出口均为负增长，其中南美洲、欧洲下降幅度较大，同比分别下降了 17.60%和 17.93%。 

在我国瓷砖出口贸易国分布方面，1～6月我国陶瓷砖出口额排在前五位的贸易国依次是越南、马

来西亚、美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其中出口越南 5亿美元，同比增长 292.87%，占陶瓷砖出

口总额的 13.02%；出口马来西亚 2.45亿美元，同比下降 2.73%，占陶瓷砖出口总额的 6.37%；出口美

国 2.3亿美元，同比增长 60.61%，占陶瓷砖出口总额的 5.98%。从出口增速看，对越南、泰国、新加

坡、美国出口额大幅增长，其中出口越南同比增长 292.87%，出口占比由上年同期第五跃升为首位。

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出口额同比负增长，降幅为个位数。 

我国陶瓷砖出口地区分布方面，上半年我国陶瓷砖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省。1～6月广东陶瓷砖累

计出口 28.03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8%，占我国陶瓷砖出口总额的 72.93%，与上年同期相比，占比下

降了 4.4 个百分点。从出口增速看，在我国陶瓷砖出口主要地区中，重庆、四川、云南、湖南、江西

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增速达 70%以上；出口额居前两位的广东、福建出口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增

速；在出口额前十的地区中，辽宁为唯一负增长地区。 

（来源：2015.9.8  中国建材报） 

 

瓷砖企业：严遵质检标准越难关 发展有重心更应上心 
 

传统的瓷砖行业还没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缓过神来，国家对于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也有了更多约束，

今天出跳了一些列行业的以及综合的质量检查监督标准，一方面瓷砖企业需要严格的遵守质检标准提

升产品质量突破难关，然后将发展方向集中某个重心寻求突破，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上进心。 

瓷砖产品质量问题仍然是企业发展重心 

随着瓷砖市场日益趋向饱和状态不少商家开始浑水摸鱼，在瓷砖生产工艺上偷工减料，加上相关

质检部门监管缺失更是助长了这种风气，让消费者利益大大受损，也扰乱了瓷砖市场的清明。为了解

决这一困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扼制不良风气，让企业走向健康发展轨道。 

注重瓷砖质量问题一直是瓷砖企业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从屡次抽检，极高的不合格率说明瓷砖企

业在产品质量问题上仍需努力。在环保、人性化、个性化的基础之上，量身定制的为客户提供家居、

家具、配饰的设计与生产，以期达到人居合一的理想生活境界，这是众多人梦寐以求的。如果说之前

环保概念一直在瓷砖行业打得火热，那么随着新常态环境的来临，这一概念就需要切切实实在瓷砖行

业中落地了。 

瓷砖企业需严格遵守相关质检标准 

近年来，瓷砖行业内的质检风波不断，这对于瓷砖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有关专

家指出，当发生质检出现问题时，不管是企业、消费者还是国家，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今年 6

月初，质检总局相继公布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2015 版)》的公告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

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后处理工作规定》，作为企业，应该积极响应做好一些相关事宜，为行业发展

树立标杆。 

不管是官方的抽检结果，还是消费者购买的瓷砖产品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督促瓷砖

企业必须正确对待产品的质量。不合格产品在市场上的广泛销售，不仅会为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造成隐

患，同时在日积月累的质量问题事件纠纷中，也会对瓷砖产品的品牌形象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因此，在当下的瓷砖市场上，企业想要谋得长远发展，还需从产品质量上努力，唯有将产品质量

落到实处，真正将健康环保的产品带给消费者，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来源：2015.9.16  中华陶瓷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