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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陶瓷制品生产在中国历史悠久，经过长期的发展，制造工艺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二

十年来，陶瓷制品结构的合理调整，迎合了国内外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生活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同时，我国陶瓷产品出口贸易总额正在全

力提升。日用陶瓷、建筑陶瓷、卫生陶瓷以及艺术陶瓷产品的出口，呈现全面飘红的喜人景

象。从总体上讲，中国陶瓷产业经济实力不断增长。  

       近年来，中国陶瓷行业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大型高效节能窑炉、抛光砖和大规格建筑陶瓷

薄板生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节水型卫生陶瓷生产技术等日趋完善并推广。产业结构明

显优化，产品结构由中低档为主向高中低档全面发展，满足不同层次消费需求。产业集群化

发展，形成了三十余个各具特色的陶瓷产区，中西部地区陶瓷生产迅速崛起。一大批有实力

的企业快速成长，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经济社会发展对陶瓷工业提出了新要求，节能减排已关系到陶瓷行业生存与发展。劳动力

、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维继。近年来，我国陶瓷行业在国际市

场中地位有所提升，但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可能为国际贸易带来新的挑战。国内

陶瓷企业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积极应对市场新形势。

&ldquo;       十二五&rdquo;期间，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将为陶瓷行业提供稳步增长空间。居民

住宅、公共建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城乡建设快速发展，对陶瓷

产品需求拉动较大。

       《2016-2022年中国陶瓷市场研究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

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

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

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陶瓷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陶瓷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

析，并分析了中国陶瓷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

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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