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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年以来，除天然气、煤炭价格涨
势汹汹，燃料成本上涨，陶瓷原材料价格也
迎来了一片“涨”声。氧化锌、氧化锆、烧碱、
碳酸钡、碳酸锶、钛白粉等化工原材料价格
涨势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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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压之下，“某产区又停产了”“史上最
猛涨价潮来了”“某某企业的库存爆仓了”

“谁谁谁又收购了谁”等各种“亮瞎眼”的新
闻在陶瓷行业已不鲜见。

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作为销售端的陶
瓷企业在重重压力之下，几经考虑，也只能
无奈宣布涨价。记者了解到，5月末，晋江陶
瓷企业陆续发出涨价函，因不同的陶瓷产品
受原材料、制造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具体涨
幅不固定，但大多在原价格的10%左右。

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完善能源消费
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的通知，明确要
求“坚决管控高能耗高排放项目”，陶瓷企
业作为传统能耗大户，被列为首批重点“双
控”对象。

限电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导致在“金九
银十”期间原本应该高歌猛进搞销售的陶瓷
企业出现微利、无利运营，更有甚者陷入亏
损困局。于是，一些此前对于涨价持观望态
度的企业也不得不发出涨价通知，以减少亏
损，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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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陶瓷企业员工无奈地表示：“今年的行情，老
板的压力也大。要么涨价，要么停窑，只有
这两个选择。”

业内人士表示，“限电”一方面倒逼着企
业节能减排，走低碳环保的发展道路，另一
方面也在催化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企业要
想将有限的资源用在生产最有价值的产品
上，就必须不断进行转型和优化，包括对生
产制度、产品线甚至合作伙伴的优化。这
也是目前所谓能耗“双控”可以预见的积极
作用。

今年年初，机械装备企业依然延续着
2020年尾高歌猛进的态势，行业总体保持
20%以上的同比增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机械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
指出，今年以来，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态
势是“前高后低”。特别是进入第四季度，
机械工业总体运行状况出现明显走低的态
势，需要警惕。

然而，需要警惕的不仅是走低的态势。
早在上半年，随着总体增加值同步增长的还
有包括钢材在内的原材料价格，增长幅度远
远超过行业订单额总体增长幅度。行业整
体呈现“走量不走价”的矛盾态势。

这个态势反映在晋江某机械装备制造
企业上，用该企业负责人的话说，“每生产
一台机器，就要亏钱。按照以往签订的订
单价格，延迟交付是企业的无奈选择。”

订单无法交付是一回事，常规产品也
没有价格优势。“基础的架构都类似，在小
型挖机层面，价格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消费
者购买的绝对因素，品牌反而是其次。”经
销商说。

龙头企业则利用价格优势进一步拓展
市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机械装备制造业品
牌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头部企业市场
占有率显著提高。该协会分析，龙头企业
依仗价格优势和经销商数量优势，在直面
原材料价格涨价方面的承压能力更强，同
时，企业方面也通过价格工具进一步挤压
市场竞争者，提高市占率。

为此，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柯金鐤在年初就曾表示，在传统产品上，价
格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一味和大型企业
及小型整备厂在价格方面竞争并不明智。
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才是下一步工程机械行
业竞争的有效方法。

有业内人士对机械装备行业发展仍存
有信心。该人士表示，在包括新冠疫情、原
材料涨价潮等“黑天鹅”的冲击下，没有核
心竞争力的企业将被迅速淘汰，行业加速
转型，同时，也将竞争重点从“价格战”转向
以技术为核心的新一阶段竞争，推动行业
水平向上提升。

转危为机 晋江建陶打造“新名片”
本报记者 王云霏 张晋福 文图

近年来，陶瓷行业一直都流传着“狼来了”的传说，几乎每一年都被称为“行业的寒冬”。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由于断断续续的疫情，以及能源紧缺导致的政
府限电政策，更使企业雪上加霜。国际产业链也并不乐观，原材料价格自开年以来唱涨的声音从未停歇，以恒大“暴雷”事件为代表的房企大规模违约，第二轮集
中供地“流拍”严重……“狼”似乎真的来了——许多业内人士表示，在2021年俨然经历了陶瓷行业的“至暗时刻”。

值得庆幸的是，在理智看待行业危机的同时，晋江陶瓷企业仍然不懈求索，期待转“危”为“机”，拨云见日。如近两年，福建产区的地铺石生产线已经实现了0
到“80+”的飙升，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70%，晋江不少陶瓷企业凭借该品类收获颇丰。可以看出，继外墙砖之后，地铺石成了福建产区的一张“新名片”。

应时而动 机械装备“转战”新能源赛道
从2020年风云变幻的市场中走出，在2021年年初延续了高歌猛进的国内机械装备，终于在今年第二季度，在“双碳”政策、价格竞争等内外因素夹击中，坚

定走向全新的发展路径。
疫情已经不是行业发展放缓的借口。在竞技场上，真的高手不能耗费在无尽的拉扯中，等待终场声响，而是要适时出击。
2021年，对不少机械装备企业而言，就是适时的时机。坚定绿色、新能源的发展战略，大举进攻该领域，成为包括晋工机械在内的众多机械装备制造龙头

企业的共同选择。
2021年年底，龙头企业携手开辟的新赛道，构建机械装备新能源产业的新局面，也将揭开2022年机械装备新的发展蓝图。

本报记者 柯国笠 董严军 文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指出，国内机
械工业自三季度以来，也出现经济增速放缓、主要经
济指标下滑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严峻挑战。值得业内
警惕，做好准备。

对此，有工程机械行业专业人士分析，工程机械
行业自 2017年下半年以来连续 5年实现高速增长，
市场上积累了巨大的设备保有量，在此形势下行业
面临着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局面，对于2022年的销
量增长十分不利。

等待市场在用的传统机械装备产品随时间淘汰
显然不可行。在小企业在观望之际，机械装备龙头
企业已经在新能源赛道上全面开启新一轮的角逐。

今年，经过多年在“三电”（电池、电机、电控）技
术的积极研发投入，多家机械装备企业在工程机械
新能源领域推出了更加成熟、能够大规模生产、投用
的新能源机械装备。

12月，本地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晋工机械高调宣
布，成立晋工新能源，公布5款行业领先新能源产品，
正式向新能源领域进军，踏上全新的发展赛道。

而11月至今，包括晋工新能源、徐工机械、三一
重工等都接连发布旗下新能源、智能化产品。国内工
程机械在新能源领域的争夺短时间内进入“白热化”。

“电气化主要还是在伺服电机对燃油发动机的
替换上。”中科院泉州海西装备所相关技术人员告诉
记者，和家用车一样，在机械装备领域，电机系统对
燃油发动机的替代已经开始，“整个行业将带来产品
的重构和市场的重构，这也是很多技术型企业的重
要机会。”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节能
减排的需求尤为迫切。传统“耗能大户”工程机械也
正朝着绿色环保、智能高端的新蓝海迈进，包括钢
铁、电力、石油、建筑等多个工程机械应用行业也对
工程机械产品的绿色、节能、减碳提出了要求。

新建兴机械总经理吴琳炜则表示，“晋江本地产
业有基础，但未来发展还需要更专业、前沿的技术作
为支撑，我相信晋江机械装备未来很有机会。”

新能源工程机械的需求率先在国企单位、大型
施工项目、一线城市城建等市场显现，从而掀起一轮
新旧装备替代的浪潮。

浙商证券预计，到 2025年混凝土搅拌车、渣土
车、挖掘机和装载机四类工程用车电动化产品销量
合计 12万台，渗透率达到 25%。不远的将来，电动
小微型工程机械有望全面替代燃油产品，中大型燃
油工程机械 5年内也将逐步被电动产品替代，替代
后效率有望提升70%以上。

黄文彬认为，积极拥抱新技术、新能源应当是未
来晋江机械装备相关企业的姿态，尽管市场有层次，
但寻求长期发展的企业，就需要紧跟市场的变化而
变化。

行业上下游供应链协同发展成为工程机械绿色
转型的重要路径。

福建晋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德伟表
示，携手行业上下游打造一个新的生态，才是工程机
械新能源发展的方向。

走向差异化，就意味着产品要实现不
易替代。

过去一年，智能化依然是机械装备行
业的切入点。

对于成达齿轮而言也是如此。作为国
内少有的国产自动变速箱齿轮部件生产
商，成达齿轮去年以来强化的自动化、智能
化系统得到进一步提升，带动该公司总体
效能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

同样求变的还有石材机械龙头企业盛
达机器。作为国内石材机械的代表性企
业，盛达机器5G智能石材神器卫仕助力石
材企业锐丰源打造石材行业“犀牛工厂”，
帮助后者在2020年产量大幅度增加，预计
今年同比增长 30%。该工厂升级后，交付
周期缩短50%，制造成本下降约15%。

晋工机械则将5G、远程操控等技术进
一步完善，持续提升产品后端服务，在提高
产品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之外，也提升用户

的品牌粘性。
而在鞋机领域，紧抓国外产品国产替

代化，成为不少企业的重要机会。
今年上半年“体博会”上，新凯嘉新型

全自动EVA射出发泡成型机全流程操作
仅需不到 5名工人，比起传统操作可节省
70%人工成本，同时，不到 10秒就可以生
产一只鞋底，具有高产能。研发的PU浇注
机在产品质量上向国际看齐，功能也不输
进口设备，价格优势明显，东南亚订单纷至
沓来。现场客户的意向订单已经超出预期
的50%。

向外通过产品差异化寻求市场，向内
通过寻求管理提升、自动化升级，带来效
益、效率的双提升，成为今年机械装备行业
企业的固有动作。

今年，晋江市装备制造业协会就联合华
为工业互联网、海康威视、中国移动等多家
5G、智慧工厂等专业技术整备方对接行业企

业，牵手成达、新建兴、晋工机械等代表性企
业，落地自动化生产系统、管理系统等。

海康威视泉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杨泽
川表示，机械装备行业智能化工厂建设势
在必行，智能化将在生产安全、生产效率、
物料管控等多个层面提升企业总体制造灵
活度，从而更快应对市场变化。

成达齿轮总经理助理陈江林就坦言，
在晋江机械装备行业，包括物料管理、生产
流程优化、标准化作业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引入自动化、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对于企
业内部效益提升，进而降低成本，提高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晋江市装备与制造业协会秘书长黄文
彬表示，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特别是面
对包括价格竞争时，企业寻求内部效益提
升是最基本的选择，引入先进的自动化、智
能化技术，帮助企业内部转型，是今年以来
协会的主要工作，也是下一年协会的工作
重点。同时，在产品层面，协会鼓励行业企
业差异化发展、错位发展，形成良好的发展
格局。

内外压力之下 机械企业“各显神通”

坚持长期主义
转入新能源赛道

市场调整加速
机械装备竞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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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在福建产区，地铺石生产线已经实
现了 0到“80+”的飙升，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70%。继外墙砖之后，地铺石成了福建产区的
一张“新名片”，晋江不少陶瓷企业凭借该品类
收获颇丰。

由于地铺石有利润，且进入门槛低，市场需
求巨大，一旦介入的企业过多，极易发生低价竞
争，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发生。一旦
频发质量事件，该品类就会逐渐被市场唾弃，其
严重后果可想而知。

基于以上的考虑，为做强做响地铺石品
类，福建 12家主流陶企起草、编制了《地铺石
瓷砖》团体标准，并于 2021年 9月 1日正式发
布实施。

作为发起起草《地铺石瓷砖》团体标准的企
业，近日，福建晋江市祥达陶瓷有限公司斥资
6000多万元建设的全新智能生态地铺石生产
线正式点火投产。祥达陶瓷总经理吴灿阳介
绍，这条生产线出品的地铺石优于《地铺石瓷
砖》团体标准，旨在以更加严格的质量标准经营
好地铺石品类，以高端化、差异化的定位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突围”。

吴灿阳告诉记者，上述这条生产线年产值
将超过1亿元，不仅产值翻番，还能节约三分之
二的人工，效率大大提升。在吴灿阳看来，尽管
房地产红利已在走下坡，但地铺石在市政和旧
街改造等方面，同样具备可观的市场发展空
间。“一两年之后，相信地铺石的推广使用会越
来越广泛。”吴灿阳说。

作为较早进入地铺石领域的企业，福建名
奇陶瓷有限公司在2018年正式投产地铺石后，
先后推广到江苏、浙江、上海、江西、河南等地，
产销态势良好。趁热打铁，今年 10月，名奇陶
瓷投入建设全新智能窑线，表现出深耕地铺石
品类的决心。名奇陶瓷总经理吴培君介绍，新
的产线将在明年3月投入使用，在智能制造、节
能环保、热能回收方面都将有所提升，生产的产
品品类也将更丰富。

据了解，在豪山建材有限公司，地铺石品类
已占到企业整体销量的60%。为迎接下一轮市
政工程风口，豪山已做出相应的产品升级准备，
如将表面工艺升级及厚度由原来的18mm提升
至25mm和30mm，进一步通过优化升级产品结
构扩大市场份额。

赛道瞄准 发力地铺石

针对今年一波又一波罕见的成本上涨
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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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行业销售前十的
企业集中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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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科技创新的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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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当前建筑界最为新型的功
能性幕墙材料，具有绿色环保、保温、隔音、
隔热、降噪、节水节能、材质轻、干挂空腔结
构等功能特点。多年来，华泰与时俱进，推
动陶板产品在色彩、纹理、规格甚至造型方
面不断创新，延伸出更多元且更满足市场
需求的产品。

通过发展新技术、打造差异化来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星陶瓷三厂总经理朱
水根对此深以为然。在他看来，企业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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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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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出不同厚度的产品，以适应
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今年以来，继家
博会上携功能性岩板产品惊艳亮相后，9
月，国星三厂自主研发的微水泥产品上线，
赢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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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必然的，而如何“创”，企业更应
立足自身实际。“企业还是要坚守自己的拳
头产品，要主动创新，不能盲目跟风，没有主
动权的企业往往会被市场淘汰。”晋江市美
胜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汉钊表示。

成本暴增 涨价求生存

洗牌提速 创新谋发展

国星三厂车间内，总经理朱水根（左一）在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的微水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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