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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已经安排下单生产了。”“产品准
备交付了，我让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连日来，
福建七彩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树缺的电话
响个不停。通话中，他积极与来自全国各地
的客户对接订单进展，不少老客户主动返单，
给新一年的市场开了个好头。

“又忙碌又欣慰，这意味着市场和客户对
品牌的认可与信赖。”陈树缺介绍，经过节后
检修，七彩陶瓷三条生产线已经点火复产，员
工也全部返厂，投入繁忙而有序的生产中。

同样“火力全开”的还有晋江豪山建材有
限公司，该公司窑炉正月初十顺利出砖，产品
即将运往全国各地。该公司总经理苏子杰介
绍，截至目前，新年订单较去年同期增加近
20%。

面对如此优秀的开年“成绩单”，苏子杰
却显得格外理性。他分析，尽管新春以来市
场呈复苏之态，但硅酸锆、铝矿、黏土等化工
原料、原材料及人工成本的增长，以及行业
内竞争的不断加剧，利润空间被挤压得越来
越小，“订单量虽然有所增长，但利润却未必
提高，新一年的形势还有待观察。”

对此，晋江市国星陶瓷三厂总经理朱水
根深以为然。春节期间不停窑的国星陶瓷，
除了消化去年积累的订单外，目前已经陆续
对接新的订单。“新一年的订单相比去年同期
有所提升，期待接下来市场回暖的利好。”朱
水根坦言，建材陶瓷行业与房地产行业发展
唇齿相依，2023年陶瓷行业的发展形势，预
计要到下半年方能相对明朗。

业内人士指出，从需求端看，疫情防控政
策调整后的陶瓷市场，建设项目、市场需求会
有一波集中释放的利好，但也必须清醒地看
到，经过这三年，许多人的消费心理、生活方
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对
购房的欲望并不强烈，恢复性增长的逻辑与
路径已发生了变化。经过 2022年的一波暴
雷高峰，房地产行业同样进入了后地产时代，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楼市相关
政策，但市场的修复和反弹仍需要时间，对瓷
砖产品的需求从过去长期的正增长变为稳中
有降，直到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国星陶瓷董事长王文品认为，要以归零
心态为未来不确定的市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并不断以“工匠精神”打造产品，专注打造企
业擅长的品类，最大化发挥产品加渠道的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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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福建建陶产区国星、
铭盛等企业十多条生产线未停；正
月初六起，联兴、豪山、华泰、美胜、
七彩等企业陆续点火复产。

近日，记者走访晋江陶瓷企业
时发现，不少企业已经迎来“开门
红”，不仅有老客户主动返单，更收
获了一些新订单，这无疑是为企业
和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同
时，随着商务活动的逐渐恢复，陶瓷
行业里已出现“出差小高峰”——企
业负责人、高管不是正在出差，就是
即将开始行程，还有一些企业将迎
来国外客户的拜访。

4 月起，第五届中国（晋江）家
博会、佛山潭洲陶瓷产品展、春季
佛山陶博会，以及广州设计周、深
圳时尚家居设计周、广州工业展等
相关行业展会将陆续启幕，亦将为
行业增色。

三年来，历经房地产暴雷、需求
萎缩、天然气价格飞涨……这些都
给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疫情
防控政策调整后，伴随着房市的向
好，庞大的刚需、改善性住房、旧屋
翻新、新农村建设等都存在巨大的
市场潜力和需求。暖春可期，一直
以来笃行不怠、苦练内功的晋江陶
企正从容迎接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因为可大面积复制、降低使用成本，
以及提高施工效率等优势，地铺石被广泛用于庭
院、广场、人行道、动车站及承载重的地面场所。
在大面积封矿石材供应短缺的催化下，地铺石市
场在短时间里快速爆发。

继外墙砖之后，地铺石俨然已成为福建
产区的一张“新名片”。不少陶瓷企业凭借该
品类收获颇丰。作为福建产区最早进入该领
域的七彩陶瓷，从 2013 年至今专注打造地铺
石，企业只做“七彩”单一品牌……在陈树缺
看来，专注与专业是七彩陶瓷的基石。除坯
体双零吸水率保证强度和韧性外，在面釉制
作方面，七彩陶瓷并没有使用数码喷墨技术，
而是采用传统特殊工艺，真正实现防滑耐磨、
长期保色。

陈树缺介绍，企业对所有项目都有详细记录
并入档，所用产品编号、色号、规格、施工时间等信
息随时可查阅，“即使一二十年后，客户因改造等
原因有补充材料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快速调出原
始记录，查找最接近的产品花色补上。”因此，尽管
产品定价在业内偏高，但因为具备优质的配套服
务和较高的产品附加值，七彩陶瓷多年来备受市
场青睐。

地铺石因石材受限而生，有着广阔的市场前
景。但由于地铺石有利润空间，且进入门槛低，
一旦进入的企业过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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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产区占据地铺石市场份额高达 70%以
上，做强做响地铺石品类，不仅能巩固市场主导地
位，同时也能塑造产区新形象。为此，《地铺石瓷
砖团体标准》应运而生。据悉，该团体标准由七彩
陶瓷、豪山建材、铭盛陶瓷、祥达陶瓷等四家陶企
发起负责起草，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向中国建筑
材料流通协会申请立项，并组织相关工作，国星陶
瓷、万利公司、小虎陶瓷、德胜新建材、立凯陶瓷、
美艺陶公司、协隆陶瓷、腾达陶瓷等八家企业参与
起草编制。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产区主流企业应背负起
引领、带动品类发展的责任。主流企业在严格执
行标准的基础上，应在技术研发、创新、营销、形象
等方面发挥引领性，通过提升品质、品牌识别度，
形成价格梯队，在保持各梯队价格、利润相对稳定
的良性竞争中发展做强。

“希望团体标准执行后，地铺石生产企业严格
按照标准生产，并不断创新技术工艺提升品质，占
据福建地铺石市场主导地位。杜绝劣质产品，推
动品类持续健康发展。”深耕地铺石品类 10年的
陈树缺表示。

在工信部公示的2022年度绿色制造名单中，
福建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生态陶板产品获评
绿色设计产品。

记者了解到，入选产品需满足以下条件：放射
性符合国家标准，产品耐污染、抗化学腐蚀，单位
产品综合能耗达到国家标准限定值，且产品全生
命周期内对人体健康损害、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影
响较小。获认定的绿色设计产品可贴上工信部制
定的专有标识，提升企业产品附加值。

华泰集团董事长助理陈岚波介绍，和传统陶
瓷相比，华泰集团的生态陶板在生产工艺方面省
去了建筑采暖制冷的能耗费用，由于结构中空，重
量只有相同面积石材的2/3，减少了建筑体的承重
量，具有吸热、防潮、降噪、环保、节能等优点。目
前，采用华泰陶板的全球经典工程项目达数千个，
如清华大学百年学堂、人民日报社、上海虹桥交通
枢纽工程、天津大学、福建省档案馆等。

近年来，华泰集团倡导绿色智造、绿色消费、
绿色研发，先后主导起草了“干挂空心陶瓷板”等
多项国家、行业标准，拥有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专利数十项。

“华泰坚持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路线。”陈
岚波介绍，企业从源头上抓起，寻找低碳环保的原
材料，并请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对产品及原材料
进行检测。

依托于陶板项目奠定的坚实基础和技术方面
的不断革新突破，华泰集团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从最早的传统瓷砖生产企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
创新驱动型的建陶行业龙头企业，成为业内的佼
佼者。日前，华泰集团的生态陶板还从全国脱颖
而出，入选第六批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名单。依靠核心技术，华泰集团生态陶板国内市
场占有率超过60%，产品销量在全球排在前列。

华泰集团并非特例。豪山建材投入近 2000
万元改造的干燥塔预计下个月将投入使用，届时
可降低 20%生产能耗；国星陶瓷通过在窑炉内应
用环保节能枪，一天可节约 1000立方米天然气。
在晋江建陶行业，众多企业坚守绿色低碳、健康环
保的发展要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晋江陶瓷
企业通过干燥塔废气经“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和
水喷淋除尘”后外排、窑炉废气经“双碱法”喷淋后
排放及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球磨设施等，进一步
减少扬尘排放，实现污水“零排放”。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国内各省市碳达峰行动
方案陆续出台，广东、山东、福建、江西、四川等主
要陶瓷产区都已发布相关方案。

在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关于推动陶瓷
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中，
针对陶瓷行业废气治理、废水治理、固废处置等环
节做了规定，要求所有陶瓷工业企业应遵循“抓源
头、控过程、严末端”治理原则，依法建设、规范运
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大气、水、噪声等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妥善处置，全面提高生产管
理和环境治理水平，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同时，意见稿提出，泉州市应在
2023年 6月底前完成建陶行业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逐步建立以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碳达峰目标
为导向的企业退出清单制度。

当前，陶瓷行业的淘汰洗牌不断加速，
产能过剩压力依旧突出，对此，中国建筑卫
生陶瓷协会秘书长宫卫表示，企业靠“量的
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质的增长”正成为
新的引擎，只有质的提升与突破，陶瓷行业
才能迎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

在晋江陶瓷企业中，已经有众多企业
不懈求索，凭借拼创新、拼效益、拼管理，走
出“质的增长”新路径。

在瓦片这个细分领域有几十年积累的
美胜，一直在持续开发有价值的新产品。
在吴汉钊看来，瓦片作为最古老的建筑材
料之一，其功能早已从遮风挡雨向装饰转
变，能够在屋面上演绎极致的建筑艺术。
吴汉钊介绍，美胜所开发的兼具功能性与
装饰性的瓦片，可用于别墅、小洋楼、亭台
等建筑物的屋顶，其装饰效果古典淡雅、风
韵别致。而与此同时，美胜还通过模具的
修改、制法工艺的改进，让产品更丰富、更
有质感。随着多年来的坚守和发展，美胜
目前已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且较大的屋面瓦
（烧结瓦）生产基地之一。

美胜的产品定位中高端，并一直在探
索新的方向。比如，其外墙砖产品，通过釉
面工艺上的多元化处理，可以进行DIY定
制；其开发的铁红色、灰色等多种色彩的窑
变砖，风格独特，接到了许多特色主题小
镇、少数民族学校及农村自建房等项目的
订单。

“已经有不少国外客户要来公司拜访、
看样品了。”吴汉钊表示，通过不断丰富产

品线，并借助已有的规模优势和品牌知名
度，美胜的产品销量一直稳步提升，在韩
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国等地
的销量可观。

同样“以质取胜”的还有国星陶瓷。在
国星三厂的产品展厅内，记者看到了国星
自主研发生产的新品——裂纹釉。从正面
看，该产品呈现玫瑰花般的图案，在不同光
照、角度下，图案若隐若现，而侧面则可以
看到裂纹质感。

近年来，莫兰迪纯色砖因低饱和度的
色彩广受消费者喜爱，但由于纯色砖缺乏
纹理，应用范围较小。国星三厂依靠技术、
工艺、配方等优势，通过釉料在烧制过程中
自然形成纹路，实现纯色砖的升级，使其在
保持高颜值的基础上，又具备高防污、超防
滑、超耐磨等物理性能。如此一来，该品类
可广泛用于机场、地铁站、酒店，以及高档
住宅、会所等商业空间，消费群体及应用场
景大大拓宽。“这款产品技术已经十分成
熟，投入市场后，或有机会成为 2023年新
风尚。”朱水根表示。

一直以来，国星陶瓷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持续创新发展，研发出黑金沙景观砖、柔
面台面板等产品，自创亚抛、蜡抛工艺，在
为产品增加附加值的同时，满足了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为企业和产品在市场竞争中
增加了话语权。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国星
陶瓷为杭州市地铁9号线的公共广场和10
多个站台提供了集耐污、防滑、防磨等功能
于一身的地铺石产品。

在记者与众多陶瓷企业负责人的交谈
中，“内卷”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
一。在产能暴增、市场持续下行的环境下，
确实有一部分陶瓷企业陷入“拼规模、拼成
本、拼价格”的行业内卷之中，企业效益低
下、利润薄弱、生存艰难。

如何改变固有的发展模式，实现陶瓷
行业真正的高质量发展？不少晋江陶企选
择在“逆风”时提前布局，加快技改。

晋江市美胜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吴汉钊介绍，经过改良施釉工艺后，公司
一条生产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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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
为提早布局，美胜在一波波的“成本涨价潮”
中，已经充分享受到智能制造带来的益处。

无独有偶。豪山建材如今“焕新”的4
号窑炉，不仅日产能从之前的约7000平方

米增长至约9000平方米，优等品质量更是
提高了3%，实现产量与质量“双提升”。在
这条生产线的助力下，豪山建材实现了定
制化、柔性化、规模化生产。“接下来，我们
将根据市场导向，依靠专业研发团队，不断
推陈出新。”苏子杰表示。此外，该公司通
过改造提升喷墨机、釉水线、自动打包线等
多个环节，实现了生产流程的优化，不仅提
高了生产效率，还节约了部分用工成本。

有技改，亦有新建。去年，晋江腾达陶
瓷投建的超大规格岩板生产线在安泰生产
基地投产。据了解，这条生产线可生产
1200mm × 2400mm、900mm × 2700mm、
800mm × 2600mm、1000mm × 2000mm、
900mm×1800mm、750mm×1500mm等中大
规格岩板，厚度可覆盖 6mm、9mm、10mm、
12mm、15mm、18mm、20mm等产品。

从设备上来看，这条新产线配有福建
吨位最大的科达1.6万吨压机、科达超宽体
高效节能窑炉、科达智能岩板大板抛光线、
全自动包装线，意在打造福建产区岩板智
能制造的新标杆。

练好内功“等风来”

做优产区“新名片”

绿色环保“先行者”

点燃发展“新引擎”

理性看待“开门红”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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