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方布局 “节流”降低成本

洗牌加速 “开源”刻不容缓

成本暴涨 “涨价”实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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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以来，受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陶瓷行业掀起一轮猛烈的涨价潮。不到半个月时间，全国上百家陶瓷厂陆续
发出涨价函，仅5月13日一天就有数十家陶企宣布涨价。

以晋江产区来看，行业此次受影响较大，美胜、腾达等陶瓷企业已经发出涨价函，其余不少企业也正在与下游经销商进行沟
通，在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的形势下，近期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价格进行上调。 本报记者 王云霏

“涨”声下的晋江陶企 开源节流并举

有个现象值得关注。互联网
行业的“腾讯系”和“阿里巴巴系”
已慢慢翻版到纺织市场，部分龙头
企业掌握着纺织产能和资源，囊括
了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大型利益集
团。从此中小型企业想加入这些
板块，难有市场空间。而那些生产
效率低下、竞争力较弱的小化纤企
业则面临着被“大鱼”吞掉的危险。

这一集团化运作模式，引来业
内热议。“不得不说，如果一家企业
布局全产业链，且管理得当，那它一
定拥有绝对市场话语权。它可以拥
有最具性价比的成本，最高效的运
作模式，做最快的市场反应。”叶炜
刚说，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虽同属
纺织产业，但印染与织造、制衣与成
衣，每个环节都是跨行业的经营行

为。这其中，系统管理十分关键。
而这，需要考验企业内部协调的掌
控能力，从而决定了企业布局产业
是“1+1大于2”，还是“小于1”。

叶炜刚坦言，业内也不乏失败
的例子。“原本企业善于某一环节，
日子过得不错。但因布局全产业
链，优势链条反而被劣势掣肘，整
个集团陷入被动状态。可见，每个
环节能否匹配，至关重要。”

对此，黄再兴表示，“商业模式
可复制，真正经营不可复制。集团
化模式，实际考验的是企业主的管
理及应对瞬间变化的调整能力。
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顺应产业转
型升级的大趋势，快速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才是关键。唯有如此，
才能做到与客户匹配。”

爆单却“哇”声一片 纺企利润何在
今年初以来订单火爆，各家纺织服装企业几乎持续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但与此同时，市场反馈却叫苦不迭，企业直言被动接单、被迫营业，更有

不少企业担心忙忙碌碌一整年，年底清算利润空空。
不久前，有业内人士梳理了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的20家纺织上市公司的年报发现，龙头大企业表现亮眼，利润额占据整个纺织上市公司年度净利润

总额的98.33%；而剩余不到2%的利润则由占89.58%的企业分食，纺织印染企业困难重重。两极分化趋势愈显，纺织印染企业当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施珊妹

“每天被客户催交期，是这几个月的常态。
我们的订单爆了，工厂24小时三班倒还是有些
来不及。但你别以为我们今年可以赚得盆满钵
满，我现在是一边赶订单，一边忧心年底的利
润。”一位不愿具名的纺织企业主告诉记者，由
于订单大多都是年前接下的，但年后却迎来了
一波波的大宗商品涨价潮，企业难以跟客户重
新协商定价，只得打断牙往肚子里咽。

这样的例子，几乎可以被称为今年纺织业
的常态。

对此，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助理叶炜刚表示，对于发展至成熟阶段的
纺织服装这一轻工业而言，从产业链最前端到
面向消费者终端，从原材料、印染、织造到成
衣，品牌服装企业的附加值最高。而产业链中
的其他环节，由于行业发展集中度高、信息对
称，也意味着透明的制造环节难有大的议价空
间。

“行情好时，纺织行业的利润在 8%~10%。
但今年原材料上涨、人工成本上涨，产业链各个
环节的成本难以通过下游消化，企业只能自行
承担成本，利润自然被压缩。在这一背景下，若
纺织企业有 5%~6%的利润便很不错，低于 2%
甚至亏本也不无可能。”叶炜刚说。

人工成本、环保成本俱增，让印染、纺织企
业压力倍增。晋江市染整行业协会会长黄再兴
指出，冰火两重天的市场情形下，倘若企业仍原
地踏步将难以消化，不进则退的道理在此时将
愈加显现。品牌公司将依靠其研发、资金成本、
资源和客户群的优势，一骑绝尘。

与此同时，令人担忧的，还有不断扩充的产
能。

一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国内纺织行情的
喜怒无常，让不少企业“杀”得毫无头绪。更可
怕的是在需求不稳、价格无常、成本高企的情况
下，不少企业的产能还在拼命增加，这其中以龙
头企业为甚。有数据显示，涤纶丝行业未来两
年的新增产能几乎都源自行业前五名。未来两
年，涤纶丝行业共新增777万吨产能，仅行业前
五的生产商就贡献了 640万吨产能增量，它们
正看准时机完成对小厂和下游厂商的市场收
割。

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占据头部资源的
龙头企业无疑更具优势。这是化纤行业的洗牌
期，同时也是产业转型升级必经的阵痛之路，更
是中小化纤企业的“生死劫”。龙头企业更为规
范化的管理，引进更为先进的设备，更多的研发
投入，拥有庞大的资本助力……使得他们在这
场军备竞赛中占有先机，两极分化将日益凸显。

纺织服装行业，对于原料的
依赖性不言而喻，受产业链传导
性的影响亦无需赘述。为此，不
少企业将重心转移至对原材料市
场的关注中。

“的确，企业主对行情的把关
很关键。上下游价格频繁波动的
情况下，谁更能踩准周期里的时
间点，便更能在其中占据有利身
位。”叶炜刚毫不讳言，2010年棉
纱价格从每吨 1.6万元涨到每吨
3.2万元，彼时凤竹抓准时机及时
进入，创造了好于往年多倍的利
润额。

“但不得不说，这属于短期行
为。涨跌属于市场的常态，企业
需以平常心对待，毕竟企业的长
期经营关键还需良性健康的运

作。”在叶炜刚看来，只要跑得比
同行更快，就会是市场最终的胜
利者。

叶炜刚所理解的“跑赢同
行”，更多在于品质的把控。

“纺织企业是传统行业，想要
有大的暴利空间是不现实的。唯
有保证品质，那是保证价格的前
提。”叶炜刚认为，想要从中获取合
理的利润，要么以业务水平获得更
高质量的客户，要么靠谈判水平从
供应商获得更低廉的成本，但更多
的还是要从自身寻求利润空间。
所说的自身，包括机台能耗、员工
成本、生产效率等各个细节中“抠”
出来的利润。“有可能企业争的就
是那几厘的电费，但全年累积下来
也是不小的开支。”

这一观点与黄再兴不谋而
合。“从行业发展角度来看，这并
非坏事。行业集中度提高是一个
好的趋势，说明行业正从高速度
迈向高质量洗牌。”黄再兴指出，
无论多火爆的产品总有被消化的
那天。市场的涨跌属于短期行
为，真正的本质，是供需关系的
较量。

确定了“研发+品质”的定位，
企业要做的就是坚持将一张蓝图
绘到底。在黄再兴看来，市场的
认可度，极大程度上与企业的开
发能力有关。领跑市场还是跟跑
市场，亦决定了企业利润空间。
而研发为王，稳定的品质，是所有
品牌客户乐见的。“没有谁愿意将
订单交到不定时炸弹手里。”

订单火爆却担心
“竹篮打水一场空”

提升核心胜过“纺织版阿里巴巴”抓住市场本质“一张蓝图绘到底”

面对成本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在适当
提价的基础上，“开源”有着重要的意义，而

“节流”也必不可少。
今年春节以来，美胜陶瓷生产车间的一

条全新生产线已经顺利投产。该公司副总
经理吴汉钊介绍，这条生产线改良了施釉工
艺，该环节可节省约一半的人工；而自动打
包线也将节省三分之二的人工，整条线预计
日产能较之前可以提高一倍。

吴汉钊坦言，陶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随着劳工老龄化、用工成本上升、招工难度加
大等问题日益凸显，提高自动化程度可以大
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成本。

事实上，美胜的这条生产线早在2019年
底便开始投入改造。正因为提早布局，在涨
价潮面前，美胜已经享受到智能制造带来的
益处。“如果‘涨’势不减，接下来，我们还会考
虑在产品配方上进行调整，尽量从源头降低
一部分原材料的成本，同时在管理上把控人
工成本等。”

在陶瓷生产中，末端的分选和包装是
劳动强度最大、用工数量最多、人工成本最
高的工序。记者在走访晋江陶瓷企业后发
现，多家企业纷纷引进自动化包装线，用设
备代替人工，实现瓷砖的自动分选、打包，
解决生产线末端用工量大、成本高、效率低
等痛点。

无独有偶。国星三厂引进的全自动打包
线可打包六种规格的产品，满足公司的柔性
生产模式需求，产品从分选、打包到码垛都交
由机器人来完成，整体效率和稳定程度都较
以往有所提高。

作为华泰陶瓷、丹豪陶瓷、美胜建材等
众多品牌陶瓷企业的服务商，晋江新建兴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琳炜表示：“从晋
江陶瓷行业来看，整条生产线前端的自动化
已基本实现，企业纷纷通过设备更新换代，
寻求自动打包线、自动码垛机和自动仓储方
面的突破，接下来便是从自动化进一步转向
智能化，从而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吴琳炜说。

而除了通过设备升级、配方改造等方式
降低生产成本外，亦有晋江陶瓷企业负责人
表示，将考虑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进行优
化，从各环节来尽量“节流”，以缓解成本的

“重负”。

针对这一波罕见的原材料上涨潮，华
泰集团董事长助理陈岚波认为，对于陶瓷
行业来说，这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必将加速
行业的洗牌和整合。

事实上，洗牌早就在不知不觉间提
速。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陶瓷
行业洗牌加剧，大批中小企业被淘汰出
局。据天眼查APP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
来，陶瓷生产相关企业平均每年有超 100
家企业退出，2020年注销企业达150多家。

此外，陶瓷行业也在加速提高品牌集
中度，增加头部企业生存机会。2020中国
陶瓷产能报告显示，陶瓷行业销售前十家
企业的集中度达到 18%，这五年提高了
3个百分点。2017年至 2020年间，全国净

减少 211家陶瓷厂、504条生产线，缩减了
全国陶瓷生产线总量的15%。

“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及
时调整产品结构，不能只追求量，而更要注
重投入科技创新的力量，开发出差异化的
产品。”陈岚波举例说，比如华泰集团的
TOB陶板产品，多年来在色彩、纹理、规格
方面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
值，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大的优势。

通过发展新技术、开拓新产品来大力
“开源”，国星陶瓷三厂总经理朱水根对此
深以为然。在他看来，涨价或许能解一时
之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如
花岗岩之类相对传统的陶瓷产品来说，竞
争压力大，即使涨价，上调幅度也十分有

限。”朱水根认为，可以一方面在传统产品
方面压缩利润，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开发新
产品来提升利润，并逐步加大创新产品的
比重，实现企业和品牌的转型升级。

在今年 4月举行的家博会上，国星展
馆的一块规格为 900毫米×1800毫米的黑
色岩板引得业内人士纷纷驻足。这款应用
于实验室台面的产品具有抗压、耐磨、耐酸
碱腐蚀等功能优势，是国星三厂的创新成
果之一。多年来，国星三厂带领研发团队
扎扎实实研究产品性能、配方，不断打磨工
艺，寻求突破，打造出不同模和厚度的产
品，以适应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实现
了个性化和差异化，品牌和产品自然就更
有话语权。”朱水根说。

今年初以来，与陶瓷生产紧密相关的
各种化工原材料、钢铁、纸箱等涨势汹汹，
部分甚至创出历史新高。所有陶瓷产区的
燃料成本都有所上升。部分原材料出现短
缺，如陶瓷生产所需要的原矿泥，甚至出现
抢货的情况。

此轮涨价潮覆盖湖北、湖南、陕西、甘
肃、宁夏、山西、河南、江西、福建、云南等陶
瓷产区，大部分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产
区及企业，少部分为使用天然气的产区及
企业。

“从长石、黏土、滑石等原材料，到色
辅料，以及包装、运输成本都有不同程度
的上涨，有些原材料甚至已经价格翻倍。”
有晋江陶瓷企业负责人坦言，企业已经不
堪重负，原本便不高的利润已经几乎被压
缩殆尽。

有业内人士预计，海外疫情反复导致的
经济波动、美元带动的货币大幅注水等原因
影响下，预计 2021年下半年原材料的价格
不会在短时间回调，下半年陶企仍将面临原
材料上涨压力。

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作为销售端的陶
瓷厂在重重压力之下，几经考虑，也只能无
奈地宣布涨价。至于涨价的幅度，记者走访
了解到，不同的陶瓷产品受原材料、制造工
艺等因素的影响，具体涨幅不固定，但基本
在原价格的 5%~10%之间。“涨价不为提高
利润，只是为了保本。”一位晋江陶瓷企业负
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美胜已发出涨价
函，从 6月 1日起产品价格上调 5%；腾达的
多种产品也已经有每平方米2~4元的涨额，
而更多的陶瓷企业正处在“涨与不涨”观望
与矛盾中。

不涨价，企业难以生存；而过于激烈的
竞争和趋于透明化的成本，又让企业不敢
轻言涨价。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会长
吴声团表示，目前“涨价潮”是业内热议的
话题，晋江陶瓷企业都在探讨如何应对，预
计接下来会有更多企业考虑适当涨价用以

“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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