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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瓷工业是广东省10大支柱产业之一，陶瓷工业产值的很大部分来源于出口创汇，陶瓷出口贸易可以说

对广东省经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广东陶瓷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

吸纳了海外先进的科技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将以生产日用和工艺美瓷为主改变为以建筑陶瓷为主，使

得陶瓷行业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可避免各种问题。本文一共分五大部分，第一

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广东省陶瓷出口贸易的发展状况，第三部分为广东省陶瓷出口存在的问题，第

四部分为针对广东省陶瓷出口贸易问题的对策和建议，第五部分为论文结论。通过对广东陶瓷产业出口

现状进行调研，分析了广东陶瓷产业出口的制约因素，并充分挖掘了广东陶瓷产业在出口发展方面的机

会，以期为广东陶瓷产业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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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ramic industry is one of the top 10 pillar industr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a large part 
of its output value comes from export earnings. Ceramic export trade can be said to play an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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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ceram-
ics not only has a long history, but also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absorb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from overseas, it has changed its focus from producing 
daily and craft beauty ceramics to building ceramics, providing goo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ceramic industry. However, there are inevitably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part is the de-
velopment status of Guangdong Province’s ceramic export trade, the third part i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s ceramic export, the fourth part is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
gestions for Guangdong Province’s ceramic export trade problems, and 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
sion of the paper. By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uangdong’s ceramic indus-
try expor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miting factors of Guangdong’s ceramic industry exports, and 
fully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Guangdong’s ceramic industry in expor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Guangdong’s ceramic industry export develop-
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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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中国与陶瓷有着妙不可言的缘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制造陶瓷的国家，在掌握生产陶瓷的技

术后，“物美价廉”成为了中国陶瓷的代名词，因此深受各国消费者的喜爱。中国传统生产陶瓷的版图

中，“一镇三山”占据重要位置，其中“一镇”是指景德镇，其生产的陶瓷以“精美”著称，而“三山”

则主要生产日用陶瓷、建筑陶瓷以及卫生陶瓷[1]。广东佛山属于三山之一，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

程，陶瓷产业已经不再只有“一镇三山”，在全国各地众多的陶瓷企业中，有不少是以陶瓷为主业的中

小企业，它们分布于不同的地域和行业之中。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市。

这些区域陶瓷年生产量占全球生产量的一半，陶瓷产业已成为这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之一。 
在 2001 年到 2022 年这 21 年间，纵观中国陶瓷整个版图，广东省无论在产品品质、生产产能还是品

牌影响力方面都在全国拔得头筹，然而广东的陶瓷产业在市场持续萎缩的状况下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2022 年广东省陶瓷砖产量 18.4 亿平方米，仅为峰值时期的 71.8%，在新冠疫情来临后，由于土地、原材

料与人力资源成本的日益上涨，陶瓷生产成本日益增长，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使得陶瓷出口形势变得越来

越严峻。以往以价格低廉吸引消费者的方式显现已不再适用现在的市场，增加产品的创意性，符合现代

的低碳观念，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当务之急。选取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广东省陶瓷业的发展是

中国陶瓷业的风向标，对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广东省陶瓷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相继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同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及我国现阶段

经济发展的要求，倒逼着传统的制造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广东省虽作为出口贸易大省，陶瓷的出

口额位居全国首位，但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时更要发现自己的不足，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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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东省陶瓷主要产区产能状况 

广东省陶瓷主要是指瓷砖的生产，广东省作为全国瓷砖第一出口大省，其 2022 年陶瓷出口额为

929,650 万美元，占全国陶瓷出口额的 28.6%。至今尚无能与之媲美的陶瓷生产制造大省，这与业界的共

识和消费者的观念是基本相符的。广东省重量级瓷砖生产基地分布在佛山、潮州和肇庆，约占全国瓷砖

生产线的 30%，以佛山与潮州为例以便更好的了解广东省的陶瓷产能状况。  
佛山市被誉为“南国陶都”，这里汇聚了近千家陶瓷企业，拥有行业内的大多一线品牌[2]。佛山陶

瓷业成为我国陶瓷龙头产业之一，但近几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截止 2022 年上半年，佛山市辖区共有

陶瓷企业 47 家，生产线 228 条，正在生产窑炉 146 条(至 6 月 30 日)，开窑率 64.04%。其中建筑陶瓷 35
家，生产线 194 条，正在生产 116 条，开窑率 59.79%，较上两月 64.95%，下降 5.16%。其原因可归结为

陶瓷产业整治，大量企业外迁。陶瓷企业发展到现在，国内其它的陶瓷企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企业面

临陶瓷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加上陶瓷原材料与油价的上涨，商家可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 
潮州市陶瓷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陶瓷产区之一，也是支持广东省陶瓷

产能的一大支柱。潮州市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临近港澳华侨居多，对商贸信息的获取十分便利，其次

潮州市拥有许多掌握制陶技艺的工匠可以将传统制陶与现代审美结合起来，使产品既具有地方特色又不

失外销的特殊要求。最近几年潮州陶瓷出口的发展处于稳定，在疫情来临之际，潮州市迅速做出反应，

虽有所损失却也极快的恢复。在 2020 年，潮州海关辖区已有 AEO 高级认证企业 8 家，其中陶瓷企业有

6 家。拥有 AEO 高级认证就拥有了黄金招牌，是品质优良的象征，这也使得消费者对潮州陶瓷需求增加，

潮州陶瓷的产能也不断提高。  

2.2. 广东省陶瓷出口贸易规模 

广东省作为中国陶瓷出口大省，陶瓷产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均居全国前列。如图 1 和图 2 所示，据

海关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陶瓷产品出口额达 251.19 亿美元，广东省出口额为 84 亿美元，约占 33.46%；

2020 年我国陶瓷产品出口额达 251.16 亿美元，广东省出口额为 70.29 亿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 27.89%。

2021 年我国陶瓷产品出口额达 307.03 亿美元，广东省出口额为 43.5 亿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 14.15%。

2022 年我国陶瓷产品出口额达 324.75 亿美元，广东省出口额为 92.96 亿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 28.62%。

从数据上不难看虽然出口额在疫情结束前一直有所下滑但出广东省陶瓷出口规模确实占据全国的龙头地位。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华经产业研究院整理。 

Figure 1. Export value and quantity of Chinese ceramic products from 2015 to 2022 
图 1. 2015~2022 年中国陶瓷产品出口金额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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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Figure 2. Export value of ceramic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2 
图 2. 2015~2022 年广东省陶瓷产品出口金额 

 
由于疫情的突然爆发，且持续时间也较长，虽然国内的社会生活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但未全面复产。

这些原因导致广东省陶瓷出口额持续下滑。虽然广东省的陶瓷出口确实有一定的发展，但有一些问题阻

碍了其发展的速度，如果不能马上针对这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那么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 

2.3. 广东省陶瓷出口的产品种类 

陶瓷，传统概念是指所有以粘土等无机非金属矿物为原料的人工工业产品。在中国，陶瓷的制作拥

有悠久的历史，大抵可以追溯到纪元前 4500 年至前 2500 年的时代，在西方国家掌握制瓷技术 1000 年前

中国已经可以制造出精美的陶瓷。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原始的陶瓷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所以，在广义上我们还将通过使用陶土与黏土之外的材料，通过陶瓷的制作工

艺以及生产方法所制作出来的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以及相关产品称为陶瓷。 
广东出口陶瓷产品可以分为四大种类建筑陶瓷、日用陶瓷、卫生陶瓷以及艺术陶瓷。据广州海关统

计，2018 年全省陶瓷出口 1235.7 万吨，出口额 86.45 亿美元，分别下降 4.3%和增长 3.1%。其中，建筑

陶瓷出口 1033.5 万吨，出口额 28.1 亿美元(占全国 70.1%)，分别下降 5.6%和增长 1.2%，单价增长 7.1%；

卫生陶瓷出口 57.0 万吨，出口额 22.5 亿美元(占全国 44.6%)，分别增长 8.0%和 4.0%，出口平均单价下降

3.7%；日用陶瓷出口 75.9 万吨，出口额 24.3 亿美元，分别增长 3.3%和 6.0%，单价增长 2.6%；美术陶瓷

出口 9.7 万吨，出口额 5.3 亿美元，分别下降 17.0%和 12.0%，单价增长 6.0% [3]。 
由此我们知道，广东省陶瓷产品的出口以建筑陶瓷为主，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基建行业的不断发展，

建筑陶瓷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市场。根据表 1 与表 2 不难发现各类陶瓷出口额虽然趋于增长状态，但出口

量有所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反倾销政策的阻碍以及国内对于“碳高峰”措施的实施，使得一定的企业在

升级转型和退出中，由于自身状况不佳，不得已选择退出。 

2.4. 广东省陶瓷出口的地区分布 

中国最早的掌握了制瓷技术，最为世界上最大的陶瓷制造国，我国制造的陶瓷远销海外，陶瓷产品

由点到面遍布全球。我国陶瓷种类丰富，价格定位层次丰富，为市场中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了差异化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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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因此不论在东盟、欧盟还是美国，我国陶瓷出口均有一定的市场。作为中国陶瓷产品出口最大的省

份，广东省出口国家同样广泛。 
 
Table 1. Export volume of various ceramic products in Guangdong from 2018 to 2021 (10,000 tons) 
表 1. 2018~2021 年广东各类陶瓷产品出口量(万吨) 

年份 建筑陶瓷 卫生陶瓷 日用陶瓷 艺术陶瓷 

2021 1024.5 46 77.9 19.7 

2020 1000.8 35.5 73.5 10.7 

2019 1157.2 36.9 66.6 11.8 

2018 1033.5 57 75.9 9.7 

数据来源：广州海关统计年鉴。 
 
Table 2. Export value of various ceramic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8 to 2021 (in billions of US dollars) 
表 2. 2018~2021 年广东各类陶瓷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年份 建筑陶瓷 卫生陶瓷 日用陶瓷 艺术陶瓷 

2018 28.1 22.5 24.3 5.3 

2019 31.0 10.9 19.2 5.5 

2020 27.8 11.6 12.9 4 

2021 29.1 24.5 24.5 6.1 

数据来源：广州海关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Figure 3. Top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s Ceramic Brick Export in 2019 
图 3. 2019 年广东省陶瓷砖出口前十位国家和地区统计 

 
但是根据图 3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不难发现 2019 年广东省陶瓷砖出口的前五位国家分别

是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出口市场逐渐发展为以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为主。

在 2019 年前陶瓷出口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比如欧美、日韩等国家[4]。市场发生转移第一可能是因为新兴

经济体的逐步发展，基建工程逐步增多，因此对于建筑陶瓷、日用陶瓷等需求增大，第二可能是因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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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情爆发突然，各国为应对疫情，采取封关、封镜、封城的措施，使得各国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

流通不畅甚至断裂。欧美市场对陶瓷的需求较少，使得陶瓷市场在这些国家进一步萎缩。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Figure 4. Top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for export of sanitary ceramic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9 
图 4. 2019 年广东省卫生陶瓷出口前十位国家和地区 

 
由图 4 我们可知，根据细分的陶瓷种类，对卫生陶瓷而言，美国和韩国占据着较多的市场份额。这

主要是因为近几年，卫生陶瓷发展比较全面，质量也比较高，相应的卫生用品也有相应的配套。第二，

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从中高端和改善性的转变。我国的卫生陶瓷产业已经从

过去的过度依靠市场需求来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转向了更加成熟、规范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5]。因此在发达国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 
根据广东建材年鉴的数据，2019 年广东省日用陶瓷出口量前三位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美术陶

瓷出口量排在前三位的贸易国依次是美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从细分种类陶瓷出口国排名可以看出，

我国陶瓷出口市场是较为全面的，除建筑陶瓷外，其他陶瓷在发达国家仍具有一定的市场。同时我们也

不难发现，在非洲、南美等文化传统和宗教背景深厚的国家，我们的陶瓷产品在设计和外形上都有很大

的东方色彩，所以对本地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无法在其中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3. 广东省陶瓷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3.1. 创新能力不足 

陶瓷行业作为一个相对于其他行业关注度较低的行业，而且，陶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也是千差万别，

这就导致了很多设计水平不高、创意不强的公司，可以将最受欢迎的产品抄袭，然后剽窃他人的创意，

从中牟取暴利。这种不良的风气，在广东省的陶瓷行业已经是司空见惯。在抄袭、模仿的过程中，广东

省的陶瓷生产企业已经渐渐忘记了如何创新，产品设计开发方面的缺陷，严重阻碍了广东陶瓷产品的更

新换代。 
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国外一些创新性发展的国家，目前，他们的陶瓷生产技术已基本达到

了规范化、流程化的水平，生产线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并通过计算机对生产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国

外对含铅的陶瓷材料有很高的要求，全自动化可以更加准确的制造出客户所需要的产品[6]。然而，在广

东省，大多数企业未能达到这一技术标准，导致我们的产品无法满足进口国家的要求，进而引发了产能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357


秦畅 
 

 

DOI: 10.12677/ecl.2024.132357 2916 电子商务评论 
 

过剩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但这种需求未能得到及时满足。

因此，我们设计的产品往往与市场需求不符，缺乏新颖性、技术含量和设计创新能力，这使得我们难以

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创意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对于结构简单、技术要求不高的陶瓷制品尤

为重要。然而，广东省乃至国内的大多数陶瓷公司在创新方面与国际知名陶瓷公司存在较大差距。中国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在陶瓷设计和文化创作中融入中国元素，这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

求，还能提升陶瓷产品的价值链，同时弘扬中国文化，并对产品的质量和工艺进行改进。 

3.2. 营销方式的落后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陶瓷行业的增长步伐正逐渐放缓，并已步入一个存量竞争的阶段。在这个

阶段，市场上的产品总量趋于稳定，企业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市场份额的争夺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上。

消费者需求与市场趋势的演变促使陶瓷产品更新换代的节奏加快。显然，传统的产品设计理念和生产模

式已无法跟上市场的快速变革，迫使企业必须持续创新并改进产品。传统销售途径，如依赖中间商和实

体店铺，正面临着电子商务兴起和消费者购物习惯转变的挑战。因此，企业需重新考虑并转型其销售策

略，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另外，产品更新周期的缩短可能导致新产品在上市后面临流通和物流配送

的难题，这些问题可能会阻碍产品及时到达消费者手中，进而影响销售业绩和市场响应速度。这些挑战

和问题已成为限制陶瓷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将受到削弱，

市场地位也可能受损，严重时可能会阻碍整个行业的持续发展。 
广东省许多陶瓷企业长期处于重产而不重销的状态，当时许多企业都是按照市场需要来生产，缺乏

良好的市场意识。传统的销售方式是通过生产厂家来生产陶瓷制品，由主要的批发企业获得商品，再由

经销商销售，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里。传统的市场营销方式，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严

重地影响到了产品的有效性，因此，对原有的营销方式进行改革已是迫在眉睫。时至今日，许多陶艺公

司仍在使用传统的行销方式，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行销系统[7]。 
当前广东省陶瓷行业的市场营销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销售渠道太过单一；二是营销手段

老套；三是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营销队伍，许多陶艺公司采用的是基础薪金加销售佣金，导致外销人员薪

酬普遍较低，从而导致人才流失[8]。 

3.3. 国际品牌缺失 

我国陶瓷拥有悠久的历史，是当之无愧陶瓷出口大国，广东省在中国陶瓷出口量占据主要位置，但

是其出口创造的价值与其出口量并没有呈现正比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知名的国际品牌。 
品牌是识别其它销售商的商品或服务，并将它们与竞争者的商品和服务区分开来的一种市场工具。

一个好的品牌能够提高顾客的粘性，提高产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并由此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是企业家

们梦寐以求的。 
广东省而言，陶瓷企业几乎遍布全省，但总是出现“大而不强”的问题，即销量大的企业比比皆是，

但产品做的精细并一直保持高销量的企业很少。这与国外陶瓷企业恰恰相反，例如西班牙的陶瓷企业就

是通过精美品牌从而立足于世界市场。截至 2019 年，广东省仅有 4 家陶艺企业跻身广东省“500 强名单”，

作为广东陶瓷行业的领军企业，其在世界范围内仍然缺少影响力。可见广东省陶瓷品牌的发展道路还任

重而道远。 

3.4. 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某一区域某一特定时期内各种出口产品的比例，反映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资源状况以及外贸政策等。广东省的陶瓷产品主要是以中低档为主，高端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份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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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零，显然是处于较低的地位[9]。 
广东陶瓷出口产品中，日用陶瓷、建筑卫生陶瓷等占出口总量的绝大多数，而工业陶瓷和艺术陶瓷

出口的比例较低。日用陶瓷、建筑陶瓷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较低的附加值，即便日用陶瓷的制造

耗费了大量的能量和原料，但是它的价格比陶瓷、陶瓷制品要低得多。然而，我国高技术、高经济附加

值的工业陶瓷，因其原材料、技术水平不高，其产品产量、出口量都很低，严重制约着我国陶瓷行业的

健康发展。目前，我国陶瓷工业和建筑卫生陶瓷产业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是“大

而缺，小而全”，高端陶瓷产品的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不高，很难满足工艺要求，因此，我国的出口产

品主要集中在中低档。广东省的普通瓷器在 2021 年的价格只有 0.91 美元，而高品质的骨瓷每件 2.91 美

元，而陶瓷、艺术陶瓷的每一件价格都在 10 元以上，高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同年，广东省潮州市的陶

瓷产品出口规模也达到 200 亿元。然而，广东陶瓷产业在高技术含量、高经济附加值的基础上，在原材

料、工艺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工业陶瓷与艺术陶瓷生产不过关，其产量和出口量都很低，严重制

约了广东陶瓷行业的健康发展[10]。要改变对加工贸易过度依赖的出口模式。 

4. 广东省陶瓷出口贸易发展对策及建议 

4.1. 加强自主创新意识 

自主创新是一个企业能否在市场中持续发展并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是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

重要途径。广东省陶瓷行业在国内已有一定的规模，但很可惜，其产品仍未能摆脱“模仿”的现象。开

展自主研发的产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化自主创新，是当前广东省陶瓷行业的首要任务和职责。要

解决广东省当前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必须做到： 
首先，企业要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同时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国

外的先进技术，并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加以改进，形成能够独立开发和学习别人优秀技术和转化为自己技

术的研发队伍[11]。这种“研”和“学”的方式，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彻

底地吸收国外的技术，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其次是实施产品的差别化策略，在产品设计之初，企业

要对产品进行正确的定位，从“设计产品”的传统理念，向“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使产品更贴近消

费者，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形成一定的距离。 

4.2. 引进营销型人才  

为了能“走出去”，广东省陶瓷企业更应该转变以往比较老旧的营销方式，扩大更多营销渠道。比

如，企业可以通过网络销售渠道，将产品销售到消费者手中。企业的渠道开发和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各大陶瓷企业应根据政府的政策，进行战略调整，加速企业的转型，为广东省陶瓷制品出口贸易的可持

续发展做出长远的规划。另外，广东省陶瓷企业应加强对海外市场的调查，了解国外的市场需要和喜好，

针对不同的市场，制订相应的营销战略，以符合本地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为目标，实现“本土化”[12]。 
在各个陶艺公司招聘营销人才时，可以分三步进行。一是拓宽招聘渠道，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台进

行招聘，在招聘营销人才时，要充分发掘人才的潜能，对人才进行深度的认识，并给予相应的培训和辅

导。二是要通过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不断提升薪酬水平，以吸引和保留技术、创新人才为重点。三是强

强合作，建立高技术陶瓷产业投资基金，引进高技术人才，平等参与新技术研发；与大专院校、科研院

所联合研发、转化。 

4.3. 打造国际品牌，提升经济效益 

广东省市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知名度的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发展，但仍存在“贴牌”现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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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缺乏品牌优势，未能形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品牌[13]。广东省国际品牌的发展要把国际名牌

作为特定的奋斗目标，同时要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中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及深

入人心的品牌形象。对那些有发展前景的著名品牌，要加强宣传和培养，实行“出口名牌”战略，加速

发展世界著名品牌，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和名牌，以推动广东地区的重点陶瓷企业向外出口

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对市场的自主性。 
在有了自己的品牌之后，要继续研发新的产品，要靠品牌来提高公司的效益严格把关，以优质的品

质赢得信誉，将设计理念、装饰风格、文化内涵融入广东省的主导品牌，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

确立“质量兴企、名牌兴陶”的发展思路，加大投资力度，打造自身品牌，为市场提供占有率。以产品

的质量和特色来提升市场竞争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陶瓷大省。这既是对企业自身

发展的要求。同时可将广东省市中国陶瓷博览会作为契机，加强突出广东省陶瓷文化特性，使陶瓷成为

广东省市的一张名片。 
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在非洲地区的市场有待开发。由于世界各地的风俗、消费水平的差异，广东

省陶瓷出口商应加强对国际市场的需求趋势调查，积极研究其市场空间、市场需求、产品发展趋势，并

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俗等情况，有的放矢地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品，打造多样化的品牌。

对那些有发展前景的著名品牌，要加强宣传和培养，实行“出口名牌”战略，加速发展世界著名品牌，

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和名牌，推动广东省重点陶瓷企业出口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增强企业对市场的掌控。 

4.4. 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随着世界陶瓷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广东各省市的陶瓷产品出口量稳步增加，广东各省市加快发展

陶瓷出口产品结构的步伐。广东各省市陶瓷企业必须认清形势，及时调整、优化和改善产品结构，通过

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集中生产中高档产品，控制低档产品，以此避免“低价低效益低投入”

的恶性循环。只有如此，广东省陶瓷企业才能把陶瓷产品推向国外，使广东各省份的陶瓷出口和出口产

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得到提升，同时，广东各省份的陶瓷出口贸易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4]。 
广东省要大力开发、生产高艺术价值的艺术陶瓷制品，逐步形成以艺术陶瓷、陶艺产品为主，日用

陶瓷为辅的产品结构。积极减少低端产品的产量，对具有高附加值的工艺品生产和出口，要不断地进行

产品结构的调整，提升产品的质量和价位，努力摆脱低端产品的竞争，走精品路线，强化开拓国际市场

内力，以适应不同的消费需求，满足国际上对中高档产品的要求，改变产品品种单一的状况。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陶瓷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地域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省是中国陶瓷工业

大省，出口规模和出口规模居国内首位。从前文分析中，可知我国的陶瓷出口越来越多样化，从主要的

高收入国家逐渐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转变。但同时，广东省的陶瓷产业也具有内忧外患的问

题。广东省陶瓷行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环境保护的压力，陶瓷工业面临着如此严峻的形势，因此，

陶瓷工业的转型和升级势在必行。 
广东省是国内陶瓷工业的风向标，从而，本文选取了广东省的陶瓷制品为研究对象。为了使广东省

的陶瓷产品出口贸易得到更好的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是首要选择。另外，在技术水平、营销渠道和人

才管理等方面，我们应该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以增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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