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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1/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9_99_B6_E7_c57_451618.htm 近日，从国家建筑卫

生陶瓷标准化委员会获悉，《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单位能源消

耗限额》（以下简称“能耗标准”）即将出台，而且作为陶

瓷行业的准入门槛，该标准被定义为强制性标准。 业内相关

人士表示，“能耗标准”将对我国陶瓷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新标准将全面提高我国建筑卫生陶瓷行业的能耗要求。据预

计，新标准实施后，将有20％左右的达不到标准的中小陶瓷

企业被淘汰。标准滞后耗能严重近20年来，我国建筑卫生陶

瓷行业飞速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产量一直居于世

界首位。特别是最近10年，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我国

建筑卫生陶瓷行业的发展速惊人，目前全行业年产能已经超

过25亿平方米，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和出

口大国， 然而，伴随着陶瓷行业的飞速发展，其耗能严重问

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在陶瓷行业中，我国每百万美元能

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和地区的4.3倍，更是日本的9倍。“产生能耗严重问题

的关键原因是原标准滞后。”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会长丁

卫东这样认为。据介绍，目前我国沿用的建筑卫生陶瓷能耗

标准还是1990年发布的名为《建筑卫生陶瓷能耗等级定额》

的建材行业标准JC712-1990，其中建筑卫生陶瓷可比能耗等级

定额分为4级，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4级“定额”已经明显落

后过时了。据了解，由于原标准分为最高的国家特级到合格

级，范围很宽，对行业的能耗几乎没有约束管理作用，仅有



评比定级的作用，加之原标准仅为建材行业标准，并非强制

性标准，这使得众多新成立的中小型企业上马高能耗的陶瓷

项目时，视原标准为无物。 同时，也助长了这些企业对技术

创新的惰性。在广东陶瓷某集群产区，600多家大小企业到去

年为止，一直沿用着采用重油、水煤气等含硫量较高的能源

作燃料，并且缺乏必要的烟气深化治理设施。致使陶瓷产业

被当地居民认定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更值得关注的

是，正是由于高耗能企业的浪费，目前作为原材料的瓷土资

源已经在广东的潮州、梅州等地出现严重短缺。对于瓷土这

种不可再生资源，有专家预计，在30年后，现在风光无限的

广东陶瓷业将面临“断炊”之困。中小企业难过关作为国家

标准，“能耗标准”是第一次将“能耗定额”改为“能耗限

额”，其只设有一个级别，就是限额，对已有和新建企业则

提出了一个比原“国家特级”要求更高的能耗限额。“传统

的建筑卫生陶瓷企业是天然原材料、燃料、水、电等消耗大

户。要想在适应‘能耗标准’的压力下能够继续生存并得到

发展，可行之路就是通过技术改造，节能降耗，这是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面对“能耗标准”，箭牌卫浴董

事长谢岳荣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据他介绍，目前箭牌卫浴在

改造燃烧供热系统、原料加工节电、降低物耗以及完善水循

环系统等节能措施方面投入了近1000万元，实施后降低成本

超过2000万元。而这些投入对于缺乏现代化管理，以“小、

散、乱”著称的中小陶瓷企业，可谓是“天文数字”。广东

一家陶瓷厂老板就表示：“让我们拿出这么多钱去做节能改

造，一年的活是白干了，还不如直接关门了事！”。 然而对

中小企业更严峻的是，由于出口产品款式和工艺方面缺乏创



新，企业之间相互抄袭、贴牌生产现象严重，品牌的宣传和

推广力度远低于欧洲和日本，产品附加值低，行业竞争力弱

，全国3000多家各种成分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价格战

成风，导致陶瓷产品出口遭反倾销调查，企业的“打一枪换

一地方”的现象层出不穷，出口环境被搞得“乌烟瘴气”。 

因此，国家基于规范出口环境和限制耗能产品出口等因素，

出口退税从13％下降至8％，并有再次降到5％的可能，加之

近一年原材料和燃料价格近30％的涨幅，中小企业的生存可

谓如履薄冰。即使如广东部分企业通过外迁来解决原材料短

缺的问题，也于事无补。专家表示，如不做技术改造和创新

，只会形成新的“高能耗低附加值无市场无资金改造高能耗

”恶性循环。在“能耗标准”出台之后，这些企业仍然会在

“内忧外困”的压力下被淘汰。丁卫东表示，“能耗标准”

尽管短期内会对陶瓷行业造成一定冲击，但从长远看，目前

正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的好时机，我国陶瓷企业应该加快改

变以量取胜、打价格战的竞争模式，政、企联手整合成出路

面对“能耗标准”以及国家各种宏观政策大潮的到来，单一

的中小企业无力回天，而通过与大型企业的合并或几家联合

的方式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就是目前中小陶瓷企业

与时俱进的生存法则。 据了解，目前广东佛山一带已有数十

家中小企业成为当地循环经济构建示范工程试点企业。这些

企业通过合并，寻求新原料、可替代材料，加快循环经济的

构建。其循环经济建设方案都是为陶瓷生产中的节能降耗量

身定做的，将陶瓷生产中的废弃物进行净化回收，从而最大

限度地降低污染。而更有借鉴意义的是，唐山、景德镇等市

的政府鼓励和扶持陶瓷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并整合本地的陶



瓷企业，淘汰落后的生产力。以景德镇为例，该市目前已投

入2亿多元资金，对陶瓷工业能源与燃料结构进行技术改造，

以高效、清洁、环保的气体取代低效、污染严重的固体能源

，以高效、节能的气烧炉窑取代低效、耗能大的煤烧炉窑。

国内陶瓷专家周健儿对此则提醒，陶瓷企业通过提高产业集

中度，拥有实现由制造到创造转变的实力，但通过先进技术

的研发及应用，提高制造水平的同时，一定要远离高能耗、

高污染的“病症”。而且，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必须紧紧围

绕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这个前提。 但同时他也对政府提出一

些建议，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开展节能降耗是一个庞大的、复

杂的工程。需要政府有明确的态度、健全的制度、适当的监

管力度。在新的标准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引导，需要政府制

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另外就是社会各界的监督，比如媒体的

积极、正面引导、推动，监督机构、职能部门的严格督促、

检测等。总之，节能降耗与环保问题的执行者不应该是某个

企业或者行业的，它应该是由政府和社会、行（企）业本身

共同承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就目前来看，节能减排工作已

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