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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砖行业集中度提升，龙头产能扩

张将继续 

 

受到政策、渠道以及消费者品牌意识觉醒等因素的影

响，瓷砖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望快速提升，龙头企业将普

遍受益。 

成本控制能力事关瓷砖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由此导致

规模优势将会愈发重要，瓷砖产能的快速扩张在今后一段

时间将会进一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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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砖行业集中度提升 龙头产能扩张将继续 

受政策、渠道以及消费者品牌意识觉醒等因素的影响，瓷砖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望快速提升，

龙头企业将会普遍受益。 

成本控制能力事关瓷砖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由此导致规模优势将会愈发重要，龙头企业产能扩

张趋势将延续。 

一、瓷砖行业市场集中度有望快速提升 

中国是瓷砖生产大国，但产业集中度不高，2020年前十大瓷砖企业的集中度也只有 18%。2019

年中国规模以上建筑陶瓷企业销售额达到 3878 亿元，同比增长 29.6%，但行业格局却比较分散，

目前三大上市公司（东鹏控股、蒙娜丽莎、帝欧家居）的市占率分别为 1.43%、0.97%、1.28%。即

便是龙头唯美集团（品牌为马可波罗）其市占率也不足 3%。  

图表 1：规模以上建筑陶瓷企业销售额（亿元） 

 

来源：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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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三大瓷砖上市企业市场占有率 

 

来源：Choice、新华财经 

但值得关注的是，受益于政策推动、工程渠道快速发展、品牌意识觉醒等因素，瓷砖行业的市

场集中度正在逐步提升。 

政策层面：传统陶瓷行业为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近年来大量有关于陶瓷行业的政策法规相

继出台，不断提升陶瓷行业的环保标准；相应的，陶瓷行业的生产成本也逐渐增加。政策对行业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产能减少、成本增加。 

例如，2019年发改委颁布《产业结构调整知道目录（2019年本）》，要求淘汰土窑、倒焰窑、

多孔窑、煤烧明焰隧道窑、隔焰隧道窑、匣钵装卫生陶瓷隧道窑。生态环境部最新公布的《污染天

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该指南将建筑陶瓷企业划分为 A、B、C、D四

级，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BCD 类企业会被要求限产甚至停产，唯有 A级企业不受影响。 

其次政策对于行业的影响也体现在成本的增加。 例如 2019年，拥有 45家建陶企业的临沂产

区，开始实施清洁能源改造，“煤改气”后仅剩 21家陶瓷企业、35条生产线；安徽芜湖鸠山经济

开发区仅有的 3家陶瓷企业也因为煤改气政策的推行而全部选择直接关停拆除。 

工程渠道方面：工程渠道的市场集中度较高，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偏向于选择产能供应以及服

务能力较强的规模较大的陶瓷企业。此外，为了提升自身商品房的价值，房产公司也倾向于选择品

牌力强的大企业的产品。短期来看，工程渠道的集中度高直接从数据上拉升了市场集中度，从长期

来看，工程渠道的发展也是一个品牌对用户的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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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建筑陶瓷五年内首选率变化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排序 品牌 首选率 品牌 首选率 品牌 首选率 品牌 首选率 品牌 首选率 

1 马可波罗 17% 马可波罗 18% 马可波罗 19% 马可波罗 20% 马可波罗 20% 

2 东鹏 16% 东鹏 14% 蒙娜丽莎 16% 蒙娜丽莎 17% 蒙娜丽莎 17% 

3 诺贝尔 15% 诺贝尔 13% 东鹏 14% 欧神诺 14% 欧神诺 14% 

4 新中源 13% 新中源 12% 诺贝尔 12% 东鹏 13% 东鹏 12% 

5 欧神诺 12% 蒙娜丽莎 12% 欧神诺 12% 诺贝尔 12% 欧美 10% 

6 冠军 5% 欧神诺 11% 冠球 8% 欧美 8% 冠球 7% 

7 金意陶 4% 冠球 4% 新中源 6% 冠球 7% 能强 6% 

8 蒙娜丽莎 4% 金意陶 3% 欧美 3% 金意陶 4% 诺贝尔 3% 

9 冠珠 3% 欧美 2% 能强 2% 能强 3% 简一 2% 

10 简一 2% 简一 2% 亚细亚 1% 新中源 1% 亚细亚 1% 

总计  91%  91%  93%  99%  92% 
 

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新华财经 

 

    品牌意识方面：虽然当前瓷砖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并且龙头厂商或品牌的全国化仍在布

局当中，但不同品牌间的产品在终端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价格差异，这说明瓷砖行业的品牌溢价已经

形成，龙头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正在构建，也会加速未来瓷砖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提升。 

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建筑卫生陶瓷企业数量持续下降，“十三五”期间，我国前十大陶瓷

企业的集中度从 15%提升到 18%，全国瓷砖产能 20大陶企共拥有瓷砖生产线 427条，占全国瓷砖生

产线总数的 17.5%；瓷砖年产能合计达 22.961 万平方米，占全国瓷砖总产能的 17.5%。产业集中度

提升的趋势愈发明显（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图表 4：规模以上建筑陶瓷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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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新华财经 

二、成本控制能力事关瓷砖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行业集中度提升趋势确定性明显，但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化建陶企业，行业龙头即便已

经初步构建起了自身的竞争壁垒，但优势并不突出，也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对自身的竞争壁垒进行加

深加固。我们认为，当前行业至少前十家企业都具有未来冲击行业龙头的实力。 

图表 5：瓷砖产能排名前十的企业 

    生产线数量（条） 年产能（亿平方米） 

1 新明珠集团 44 2.21 

2 唯美集团 50 2.18 

3 华硕陶瓷集团 18 1.49 

4 宏宇集团 46 1.46 

5 东鹏控股 31 1.43 

6 新权业企业 13 1.41 

7 蒙娜丽莎集团 35 1.33 

8 昊晟企业 17 1.15 

9 新锦成集团 21 1.06 

10 顺成集团 22 1.04 
 

来源：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新华财经 

相对来讲，瓷砖行业没有太强的技术壁垒，在品质评价方面又有大量可以量化的技术指标，再

加之在当前阶段市场集中度低，真正有全国影响力的企业尚未出现。至少在目前，品牌力并不是行

业的核心竞争要素，即便未来行业集中度提升，全国性的品牌出现，瓷砖行业品牌力的重要性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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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相对应的，成本控制下所体现出的性价比优势将成为决定行业内企业发展

的根本。 

成本的控制可以划分为生产成本和渠道成本，其中生产成本是关键（因为瓷砖行业是性价比致

胜的行业，相对来说，生产成本优势能够承受住相对更大的渠道成本，给与经销商更大的盈利空间，

进而促进渠道的发展）。生产成本的控制主要通过扩张产能和销量进而产生规模效应实现，同时在

不同的区域扩张产能也能够有效缩短运输距离，压缩流通成本，覆盖更多销售区域。 

根据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的信息，2020年来，虽然全国不少陶企被淘汰出局，但龙头陶企扩

张异常迅猛，蒙娜丽莎集团、东鹏控股、欧神诺等上市陶企大肆跑马圈地，点火投产的新生产线接

踵而至，产能规模日新月异，快速增长。此外，新明珠集团计划在江西生产基地再投资10亿元，规

划建设5条智能化生产线；宏宇集团在广西藤县拿地约2600亩，投资总额不低于20亿元，规划建设

12条陶瓷生产线；诺贝尔集团投资50亿元落户安徽芜湖，计划建设15条高端、智能建筑陶瓷生产线

和1条TCM特种建筑陶瓷膜生产线；外墙砖龙头旭日集团与湖南攸县签订10亿元投资协议。江西太阳

陶瓷集团、瑞阳陶瓷集团仍处于扩张状态，2020年均与高安市政府签约新基地项目，产能规模仍有

较大增长空间。 

上市瓷砖企业具有行业内靠前的规模体量，同时具有融资便利，在未来的产能扩张浪潮中可以

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进而占据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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