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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建筑陶瓷 2004 年出口情况

随着中国在国际建陶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

进口产品逐年下降 , 出 口 逐 年 增 加 , 连 续 几 年 我 国

建 筑 陶 瓷 产 品 出 口 量 和 出 口 额 都 以 翻 番 的 速 度 增

长 , 显示出我国建筑陶瓷工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

争力。

2004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额突破了 10 000 亿美

元 , 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贸易国 ; 与此同时 , 我国建

筑陶瓷的出口贸易也创出新高 , 成功攀升至全球第

三名的位置。2004 年是中国建材进出口贸易额创历

史最好业绩的一年 , 其中建材产品出口额达 76.71

亿美元 ; 就在这一 年 , 中 国 建 筑 陶 瓷 已 成 为 中 国 建

材产业出口增幅最大的行业 , 同时也是中国建材产

业出口创汇额最高的行业。2004 年我国建筑陶瓷出

口额达 7.94 亿美元 , 占全国建材出口额的 10.35%。

为 什 么 建 筑 陶 瓷 产 品 能 在 近 几 年 快 速 稳 健 地 走 向

国际市场呢? 据了解 , 主要有四方面的重要原因: 其

一 , 中国加入 WTO 以来 ,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

下 , 中国建筑陶瓷企业正在用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

国际市场 ; 其二 , 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拉动建筑市场 ,

给中国建陶产品出口增加了机会和空间 ; 其三 , 近

几 年 我 国 已 经 出 现 了 一 批 经 济 实 力 雄 厚 的 民 营 建

陶企业 ; 其四 , 通 过 20 余 年 的 努 力 , 我 国 的 建 陶 机

械设备已从完全引进到百分之百的实现国产化。

广东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 , 在中

国建陶出口中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据 统 计 , 2004 年 广 东 省 陶 瓷 产 品 出 口 再 创 历 史 新

高 , 出口总额近 20 亿美元 , 其中建筑陶瓷出口量为

2.1 亿 m2, 出口额为 6.1 亿美元 ; 卫生陶瓷出口量为

816 万件 , 出口额近 1 亿美元 ; 日用陶瓷和美术陶瓷

的出口额分别为 6.3 亿美元和 4 亿美元。

2004 年广东和全国的陶瓷出口都呈现了三个鲜

明的特点: 一是出口量与出口额同步疾升 , 如广东建

筑陶瓷 2004 年出口量比 2003 年增长 52%, 出口额

同比增长 66%; 二是出口的市场更加广阔和多元。过

去多集中在港澳和东南亚 , 现在已大量进入中东、

欧美、中西亚等市 场 ; 三 是 新 的 出 口 大 企 业 异 军 突

起 , 在广东已涌现出一批年出口额超过 1 000 万美

元的陶 瓷 企 业 , 其 中 广 东 新 中 源 的 年 出 口 额 已 逾

8 000 万美元。

统计数据显示,2004 年 10~12 月,广东陶瓷产品

出口量为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是: 中国香港、阿联

酋、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其中墙地砖出口排在

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沙

特、美国。卫生陶瓷出口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

是:中国香港、美国、西班牙、韩国、沙特。中西亚市场

是 2004 年 广 东 陶 瓷 产 品 出 口 的 一 个 新 的 亮 点 , 由

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家的住宅市场升温,导

致了对建筑卫生陶瓷产品的需求量加大。2004 年,

从新疆海关出口的建筑陶瓷产品比上年增长了 55

倍, 其中来自广东的建筑陶瓷产品出口额达 400 万

美元。

2 我国建筑陶瓷 2005 年上半年出口

情况

据海关统计 , 2005 年 1~6 月 , 我国陶瓷出口金

额 为 22.16 亿 美 元 ,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长 了

31.15%, 显示出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建筑陶瓷由于

出口增幅较大, 所占比重已上升到第二位, 比重为

24.46%; 艺术陶瓷出口所占比重 14.38%; 卫生陶瓷

由于增长较快 , 所占比重也上升到 9.22%。

由 于 欧 盟 成 员 国 的 增 多 和 欧 盟 取 消 配 额 的 限

制 , 今年以来 , 我国陶瓷对欧盟市场出口增幅较大 ,

金额为 4.42 亿美元 , 增长 56.38%, 占全部陶瓷出口

金额的 19.95%, 成为我国陶瓷出口的第一大市场。

美国列我国陶瓷出口市场的第二位 , 金额为 3.69 亿

美 元 , 增 长 14.79% , 占 全 部 陶 瓷 出 口 金 额 的

16.64%; 中国香港和日本继续列三、四位 , 出口金额

分别为 1.73 亿美元和 1.64 亿美元。其中出口增幅

较大的市场为印度、法国、哈萨克斯坦和新加坡 ,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为 181.23% 、138.07% 、107.23% 和

97.69%。除对马来西亚出口有所下降外 , 对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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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地区的出口保持了平稳增长。

多年以来 , 广东省陶瓷出口一直保持着全国陶

瓷出口的领先地位。今年上半年 , 该省陶瓷出口又

有上佳表现 , 据统计 , 2005 年 1~6 月 , 广东省陶瓷出

口金额为 10.50 亿美元 , 占全国陶瓷出口总金额的

47.41%, 同比增长 35.14%; 福建、辽宁、河北、江苏分

列出口排序的 2~5 位 , 金额为 1.53 亿美元、1.45 亿

美 元 、1.39 和 1.29 亿 美 元 , 分 别 增 长 了 26.34% 、

34.91%、27.38%和 15.59%; 除西部部分省区出口有

所下降外 , 其他省市的出口保持了平稳增长。

统计显示 , 今年上半年私营企业出口增长速度

加 快 , 金 额 达 7.94 亿 美 元 , 增 长 85.06%, 在 各 企 业

性质排序中 , 已超过三资企业出口 , 跃居各企业性

质的第一位。三资企业出口退居第二位 , 出口金额

为 7.42 亿 美 元 , 增 长 25.88%, 保 持 着 平 稳 的 态 势 。

国 有 企 业 出 口 金 额 4.43 亿 美 元 , 增 长 2.94%, 增 幅

比较 缓 慢 , 所 占 总 金 额 的 比 重 为 20%, 继 续 保 持 了

下滑的趋势。

2005 年 4 月 ,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确立的

首个“中国建材出口基地”落户佛山。该商会选择佛

山作为合作伙伴 , 其原因一是佛山陶瓷生产历史已

有 500 余年 , 该地区的陶瓷产品已在国内外市场上

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其二 , 佛山陶瓷生产企业比较

集中 , 建筑陶砖产量居全国首位。据统计 , 目前佛山

建筑陶瓷生产企业有 350 余家 , 年建筑瓷砖产能已

达 16 亿m2, 占全国同类产品产能的 54%。佛山建筑

陶瓷已出口到世界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2003 年出

口 额 达 2.87 亿 美 元 , 占 全 国 的 55.2%, 同 比 增 长

73%。而在 2004 年国家名牌战略委员会评选出来的

10 个中国建筑陶瓷知名品牌中 , 佛山的建筑陶瓷品

牌占了 7 个 , 并且多数建筑陶瓷企业在国外市场上

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品牌 , 比如鹰牌陶瓷等均在国际

市场打开了局面。

3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竞争力日益提高

中国陶瓷发展历史悠久 , 但建筑卫生陶瓷工业

的迅猛发展却是改革开放以来 20 多年的事 , 今天 ,

中国的建筑卫生陶瓷已成为世界生产和消费大国。

不仅从产量上名列世界前茅 , 而且质量和技术也与

世界先进水平不相上下。

从产量上看 , 中国是世界陶瓷的最大生产国 , 约

占世界份额的半壁江山 , 随后是西班牙 , 意大利排

世界第三。目前 , 中国现有的建筑陶瓷生产企业约

为 3 000 多家 , 原来唐山、佛山、博山所形 成 的 建 筑

陶瓷业“三山鼎立”的格局逐渐被打破 , 广东、山东、

四川、福建、浙江、河北、江 苏 、河 南 、上 海 及 周 边 区

域等都已成为建筑陶瓷的主要生产地区。位居前六

位的广东、山 东 、四 川 、福 建 、华 东 和 河 北 等 地 区 共

拥有建陶企业数量占全国的 63%以上 , 生产能力约

占全国生产总能力的 86%。上海及周边地区建陶企

业数量不是很多 , 但企业装备好 , 技术力量强 , 产品

档次高 , 注重企业品牌宣传 , 主要销售方向为本地

区 和 出 口 , 相 当 大 一 部 分 用 于 满 足 附 近 区 域 的 市

场 , 此地区集中了大陆以外的投资 , 主要是台湾 , 也

有日本 , 其产品质量可以代表中国建陶工业的发展

水平。佛山地区建陶企业数量多、规模大、集中度

高、综合服务配套能力强、物流业发达、中高档产品

居多 , 其建陶产量达 16 亿m2,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50%~60%, 占全球产量的 25%左右 , 而卫生陶 瓷 产

量 也 达 到 1 300 万 套 , 占 全 球 的 4.8%, 全 国 的 16%

以上。福建以外墙砖为其主导产品 , 以晋江为生产

中心 , 具有产量大、价格低的特点 , 约占全国总产量

的 10%。山东以中低档砖、釉面地砖为主要特色 , 由

于地理位置的优势 , 近几年企业的销售形势一直不

错 。 四 川 地 区 的 企 业 得 益 于 中 央 的 西 部 大 开 发 战

略 , 发展较快 , 但大部分产品价格便宜、档次较低。

据统计 , 自 1993 年起 , 中国的建筑陶瓷产量就

位 居 世 界 第 一 位 , 2001 年 建 筑 陶 瓷 砖 产 量 超 过 21

亿 m2, 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二 , 主 要 生 产 地 区

包 括 广 东 、福 建 、山 东 、四 川 、河 北 、华 东 等 地 区 。

2003 年 , 产量达到 32.5 亿m2, 其中广东的新中源、新

明珠、东鹏、蒙娜丽莎、唯美及上海斯米克、信益、亚

细亚、浙江杭协、现代等 60 家知名品牌企业的产量

合计占中国陶瓷墙地砖总产量的 30%, 并且形成了

具有自己特色的品牌。

新 中 源 建 筑 陶 瓷 2004 年 出 口 额 超 8 000 万 美

元 , 成为全球最大建筑陶瓷生产商之一。 广东新

中源集团自投资陶瓷行业以来 , 注重以科技提升产

品品质 , 致力于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 产品创新速

度十分迅速 , 每天都有新产品推向市场。像新中源

琥珀石系列产品 , 在技术上处于国际先进地位 , 被

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 又如新中源生产的超大

规格内墙砖系列产品 , 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 是新中

源出口产品的主导品种之一。其中 , 1.2 m×2.0 m 的

世纪砖王是目前国际上规格最大的抛光砖 , 荣膺大

世界吉尼斯中国之最。近年来 , 新中源的品牌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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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出现在春秋两季“广交会”、西班牙“华伦西亚”

陶瓷展以及中东迪拜、俄罗斯、德国、波兰、南美、巴

西等地的知名展示会上 , 成为中国建筑陶瓷出口企

业的旗舰。

4 我国建筑陶瓷出口发展的障碍

4.1 成本压力

在佛山 , 原材料、燃料、运输的涨价使陶瓷业遭

遇成本危机 , 陶瓷产品行业性的涨价如箭在弦。自

2005 年 4 月份开始, 广东佛山不少陶瓷企业的营销

部门和经销商都接到各公司总部的通知: 部分墙地

砖的市场价格将执行调整后的新价目 , 此次价格上

扬的幅度在 8%~10%。此次调价, 不仅使陶瓷产品内

销的价格有所上升 , 而且其出口的价格也在攀升之

中。在 4 月中旬举行的春季广交会上, 佛山展示的出

口产品 , 除卫生瓷片的价格暂不触动外 , 其余产品如

抛光砖、仿古砖的价格等都全线上扬。陶瓷产业链条

对燃油、燃煤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据了解 , 整个陶瓷

生产线窑体的工序需要在高温下进行 , 燃料成本占

生产成本近 30%, 运输成本也占 1/3。近一年来, 与建

筑陶瓷成本构成相关度非常大的石油、天然气、煤

炭、化工釉料、交通运输等价格居高不下。据介绍, 目

前佛山煤价最高的每吨达 680 元 , 粗略测算 , 能源、

原材料、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涨价使建筑陶瓷成本的

上升幅度超过 15%。佛山一大批陶瓷生产营销也由

此在成本线附近运行。

广东省建材协会副会长陈环认为 , 绝大部分建

陶企业都不想把由于原材料涨价所带来的成本上升

和利润摊薄的困难转嫁到市场和终端消费者身上。

但是 , 一个产业的盈利如果长时间且大面积地徘徊

在成本线附近 , 那是非常危险和脆弱的。一个微利

或无利的企业不可能有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提高

产品质量有投入 , 这对一个产业和一个企业所带来

的伤害也是十分明显的。佛山部分企业选择涨价 ,

是 对 原 材 料 和 能 源 涨 价 所 带 来 的 成 本 刚 性 上 升 状

态 , 最本能最直接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4.2 粗放式出口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长丁卫东指出 , 多年

来中国陶瓷出口价格过低 , 2005 年上半年出口日用

陶瓷价格平均每件仅 0.2 美元 , 只相当于英国、日本

的 1/7; 另 外 , 国 内 企 业 鱼 龙 混 杂 , 恶 性 竞 争 严 重 ,

“价格战”此起彼伏 , 造成行业低利润。

佛山陶瓷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作为中国主要

的陶瓷出口产地之一 , 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仍未摆

脱以“量大价廉”为特征的粗放式出口形式。东南亚

国家是佛山陶瓷出口的最主要地区 , 近两年来中东

等地区的出口量在大幅度增加。佛山出口到这两个

地区的建筑陶瓷占佛山陶瓷出口量的 90%左右。一

位企业老板分析 , 东南亚国家、中东地区对佛山陶

瓷的需求量很大 , 但进口陶瓷产品多是中低档次的

陶瓷产品。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对建筑陶瓷的消费多

属于中高档次 , 但是佛山陶瓷在西欧市场的占有量

少得可怜。

为此 , 广东陶瓷协会副会长陈环提出了摒弃“量

大价廉”粗放式出口的做法。陈环指出 , 权衡出口的

含金量及陶企的出口水平只看出口总量是不够的 ,

关键是看三大指标: 一看出口地区的结构是以发达

国家还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 出口地的发达程度直

接反映其对陶瓷产品需求层面的高低 ; 二看出口主

体是自有品牌还是贴外国品牌为主 , 这直接反映中

国陶瓷品牌的影响力 ; 三看出口方式是企业自主直

接出口 , 还是外贸公司间接出口为主 , 这反映了企

业外贸知识和服务的专业化程度。

4.3 反倾销压力

从检验检疫局得到证实 , 我国出口建筑陶瓷正

遭遇一股 “韩流”。韩国贸易委员会于 2005 年 6 月

23 日决定 , 对从中国进口的瓷砖进行反倾销调查。

如果最后调查结果确定倾销成立 , 我国出口到韩国

的建筑陶瓷将可能被征收高达 200%的关税。此次

反倾销调查范围以广东佛山为主 , 同时包括上海、

山东和河北等省市的部分企业。

我国企业应正视出口市场存在的问题 , 价低、粗

放式等都是出口贸易发展的必经阶段 , 在经济全球

化、竞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 , 企业应学会运筹出口

策略 , 规避贸易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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