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淄博陶瓷国际营销现状与对策 

文/王 琦 

   淄博陶瓷业的国际化发展对淄博经济的发展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淄博陶瓷在国际营销中独特的优势 
   1、有得天独厚的原材料 
   例如，曾获得国家银质奖和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牌的宝石牌色瓷和昆仑牌色瓷就是以淄博
储量丰富的焦宝石为主要原料，随着“厨房革命”洗碗机的应用应运而生的。它具有韧性大、耐高
温、不易碎等优点，先后被许多国际高档宾馆选用，成为出口欧美、东南亚的“热门货”。 
   2、有独特的产品 
   炻器，是介于陶与瓷之间的一类产品。淄博炻器率先在我国研制成功，并于1982年受轻工业
部委托制定国家炻器标准，在全国统一执行。淄博炻器色泽柔和自然、釉面光亮、硬度高，主要产
品有咖啡杯、茶餐具、艺术陈设瓷等。华光陶瓷的咖啡杯产品目前已占据了美国市场的近70%。另
外刻瓷也是淄博的特色，是绘画和雕刻相结合，将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表现在瓷器上的一种特殊
的艺术手段。  
   3、有较强的研究开发条件 
   山东淄博华光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硅酸盐研究设计院等的研究开发水平均在全国领
先。华光陶瓷申请的“氧化锆增韧高档骨质瓷的研究与开发”被列入国家“十五”“863”计划
等。 
   4、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拥有国内著名商标 
   以淄博的华光集团为例，1997、1998年连续二年综合经营业绩排序列中国上市公司前30强；
中国规模最大的陶瓷企业；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陶瓷企业。自1996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同
行业第一；中国日用陶瓷企业出口量最大的企业。年出口陶瓷8000万件。其中系列颜色釉咖啡杯占
美国高档礼品瓷、广告瓷70％的市场份额，是世界咖啡杯产销量最大的企业。华光是中国陶瓷行业
第一块驰名商标（1999年被国家工商管理局认定）。 
   二、淄博陶瓷在国际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1、管理水平相对落后 
   在淄博的陶瓷企业中，小企业多，大约70%的是家族式或村办企业，其生产规模较小，大多采
用作坊式生产和家族式组织管理，缺乏科学的组织机构和决策机制。所以组织形式、管理手段和管
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先天不足。 
   2、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相似，重复建设多 
   这是中国陶瓷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政府部门对陶瓷产业整体规划投入不够，重复建设
较严重①。拿淄博建筑陶瓷来说，在淄博300多家建陶企业中，年产量超过2000平方米的屈指可
数，多数企业规模小、档次低，导致低价位、质量差的产品种充斥市场。 
   3、品牌意识欠缺，OEM现象严重 
   淄博陶瓷企业品牌经营意识还很弱，经常贴牌的占到30％以上。贴牌使产品价格上升了不
少，但利润被贴牌企业拿去大半，淄陶生产企业只是赚很少一部分。“自己辛辛苦苦搞生产，赚了
利润，却是人家‘吃肉’，我们‘喝汤’。”做贴牌，导致很多淄博企业变成了一些国内外知名企
业的“生产车间”。这种情形对淄博陶瓷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三、淄博陶瓷国际营销现状 
   1、出口面临更多贸易壁垒 
   虽然加入WTO使关税壁垒降低，但各种非关税措施与日俱增，进入门槛实际并未降低。例如，
菲律宾对进口建筑陶瓷征收保护性关税；印度针对中国和阿联酋生产的玻化砖进行反倾销等。陶瓷
铅溶出量降到7PPM。美国要求为百万分之二。美国对于超过标准的产品不仅不准入境，退回也不
行，要将其倾倒海中毁掉，防止转口别国。一旦如此，损失巨大。而淄博陶瓷企业受设备、技术等
限制，较大部分达不到有关要求。 
   2、 出口产品相对单一，出口市场有待扩大 
   淄博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日用陶瓷，而且以咖啡杯为主；建筑卫生陶瓷本是舶来品，在淄博更
是相对落后。出口市场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欧洲、非洲等地区应有效开拓；中高档市场占有严重不
足。 
   3、出口价格严重偏低，利润空间小，整体形象差  



 

   这是中国陶瓷的弊病，淄博也不例外。总体上同类产品出口价格只相当于日本和英国的陶瓷
产品价格的1/7。多数企业科技开发创新能力弱，技术力量薄弱，有不少企业仍停留在仿制克隆阶
段。影响了淄博陶瓷产品的对外整体形象。 
   4、管理观念落后，市场开拓能力不足 
   管理者思想较狭隘限制了企业发展。淄博的企业管理者中“小富即安”思想比较普遍，不少
企业实现温饱以后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风险不够分散及其机制不健全导致不少企业不敢冒险，
停留在老市场，不能大胆开拓新市场。 
   四、淄博陶瓷国际营销对策 
   1、标准化 
   标准化是应对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有效措施。欧美发达国家对进口商品制定严格的技术法
规、技术指标，增加了进口难度。我们对“技术壁垒”加以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积极靠拢
国际市场，加强研究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标准和认证认可制度，严格按照输入国的标准组织生产，
在产品设计、生产、包装、标签等方面符合相关要求，才能逐步打破各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
淄博企业应积极进行ISO9000、ISO14000等系列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这样可以让企业及其产品都尽
快与国际接轨，某些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2、建立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制定具体市场发展战略 
   从近几年淄博陶瓷产品出口状况及能力来看，陶瓷市场主要还是集中在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只有少量产品进入欧美市场。这导致盈利有限，而且风险相对较大，像亚洲金融风暴这样的经
济环境的剧变就将对大多企业造成巨大打击。因此，为提高盈利水平和减小风险考虑，淄博陶瓷的
国际营销应打破区域限制，在巩固原有亚洲市场的同时，发展欧美市场、开拓非洲及大洋洲市场，
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结构。 
   另外，WTO实行的原产地规则以及“保障措施协定”的某些条款，包括其中第９条对发展中国
家的关照措施①，对我国来说是先天不利的规则。有些小国家的市场容量有限，如果多家厂商对同
一国家出口同样的产品，很容易因超过其进口这种产品总量的３％而受到进口限制。 
   中国和印度之间在建筑卫生陶瓷进出口产品上发生的贸易争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陶
瓷产品出口市场存在过于集中的问题。如果许多陶瓷厂商看好同一个市场，大家都一哄而上，那
么，这个国家的市场就不可能再是一个能获得理想收益的市场。 
   因此，在世界WTO既定的规则下，我们应该注意采取多元化的开发市场战略，特别要防止多家
陶瓷厂商的同类产品大量进入同一个国家，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由此引发的陶瓷出口贸易摩擦。 
   3、重点做好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要发挥淄博作为山东陶瓷科研中心的优势，建立发展高新技术陶瓷研究生产基地，扩大高新
技术陶瓷在声、电、光、热、磁等领域的研究。 
   积极调整高、中、低档产品比例，加快发展高、中档陶瓷产品，压缩低档产品，淘汰技术落
后、能耗高的亏损滞销产品。扩大镁质强化瓷、合成骨瓷等高档瓷种的生产规模。 
   充分发挥现已形成的出口陶瓷生产经营基地的优势和釉色品种丰富的优势，扩大高档陶瓷、
成套、色釉产品在出口创汇中的比重，实现由出口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使出口单件换汇率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发展高、中档陶瓷和高技术陶瓷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效益产品，如研究开发具有时代气息
和独特风格的各种园林陶瓷、美术陶瓷、工艺礼品瓷和旅游陶瓷纪念品，加大刻瓷艺术研究步伐，
建立具有时代特色的刻瓷艺术基地。 
   4、树立淄博品牌，提高淄博陶瓷的形象 
   淄博陶瓷企业近五十年来在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特别是技术工艺方
面，但相比而言，在现代经营管理方面却逊色不少，突出的外部表现就是叫得响的品牌很少，而广
东已拥有“鹰”牌、“新中源”和“欧神诺”等大批国内国际知名企业和品牌。面临国际市场竞争
的今日，这一点对淄博陶瓷的发展尤其不利。所以当前我们淄博陶瓷急需树立响亮的淄博品牌，提
高淄博陶瓷的整体形象。 
   此外，淄博陶瓷企业关键还是要大力提高产品质量，从整体上强化营销管理和创新营销手
段，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络，重视网络营销，有力开拓国际新市场（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工
程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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