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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2024〕140 号 

 
 

德化县人民政府关于中高端日用陶瓷产业 
发展工作整改情况的报告 

 

县人大常委会： 

《德化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德化县中高端日用陶瓷产业

发展情况调研报告>的通知》（德人大〔2024〕27 号）已收悉，县

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研究部署，就存在问题和

意见建议，形成处理意见并抓好工作推进。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统筹谋划发展战略，推进系统集成改革”方面 

（一）加快产业规划，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委托景德镇陶瓷

大学编制《德化县陶瓷产业发展规划》，以打造全国日用瓷生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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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基地、出口基地为目标，立足国内外中高端市场，坚持数智化

发展为导向，以提升产品设计和创新水平为突破口，推动中高端

日用瓷探索发展新瓷种、新器型、新装饰，不断创新产品品种与

造型，培育壮大日用瓷生产企业，促进中高端日用瓷行业个性化、

规模化发展。 

（二）加强产业集聚，释放发展强劲潜能。一方面，持续发

挥县陶瓷同业公会、职业经理人、电商协会等商协会作用，组织

日用瓷企业赴景德镇、淄博、醴陵等陶瓷产区学习考察，对标找

差，提升思想认识，鼓励企业学习台湾莺歌镇等企业做强一件产

品思路，主动聚焦细分领域，打造细分领域单项冠军。如同鑫陶

瓷创立的十年来，实现从一厂到二厂到智慧制造产业园，从手工

制作到机械化、智能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到现在已逐步

成为全球陶瓷领域的“一面旗帜”。另一方面，充分引导亿星、君

瀚等软件商开发适合陶瓷产业的工业 APP，目前，同鑫、五洲、

宏顺发等日用瓷龙头企业已引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来提高生产效

率，逐步建立完善的销售供应链管理体系，并鼓励日用瓷企业加

强与瓷土、釉水、花纸等企业交流合作，资源共享，降低生产成

本，增强整体日用瓷行业竞争力。如顺美集团针对劳动者年龄偏

大、素质低和数据分散等问题，应用了展会通 APP、外贸通 APP、

车间管理 APP 等多个工业 APP，效果立竿见影，产品研制周期降

低 35%，生产效率提升 25%，企业运营成本降低 20%，产品不良率

降低 15%。 



 

 — 3 — 

（三）加紧标准制修订，增强产品竞争力。出台标准制修订

等奖补政策，如对参与标准制修订、组建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

标准贡献奖等标准化项目给予 1—20 万元不等的奖励。通过政策

激励推动企业参与国内外标准化交流、合作和研讨，充分调动日

用瓷企业各方实施技术标准战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今年以来，

已兑现上年度陶瓷企业标准化项目县级奖励资金 9万元；指导陆

升、华夏金刚等企业参与《陶瓷材料强度试验方法》《陶瓷行业职

业经理人》《铜红釉瓷器》等多项国家标准制修订和抖音直播协会、

陶瓷工业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制定《陶瓷茶器》《鎏金鎏银陶瓷茶具》

2 项团体标准。其中，《冲泡与品鉴用陶瓷茶具 第 2 部分：白茶

茶具》《鎏银陶瓷茶具》等 2项团体标准和《日用陶瓷生产企业循

环利用评估导则》《传统雕塑瓷制作技艺》2项福建省地方标准获

批发布。 

（四）加码产业协作，推动行业规范发展。一方面，持续开

展“千名干部近千企 一企一策促发展”“局长走基层”等系列活

动，先后召开茶具、餐具、花盆、酒具等细分领域政企茶话会十

余次，听取日用瓷企业在市场开拓、工业设计、恶意冒仿等需求

和意见建议，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确保产业健康发展。如今年

4月份，组织县市场监管局、公安局、文旅局、新闻出版广电局、

工商联等单位突击检查，在三班镇成功查获捣毁了一处生产盗版

侵权产品窝点，有效震慑营销环节恶意行为。另一方面，持续探

索建立“中高端日用陶瓷+”产业共融合作机制，促进中高端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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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产业与文化、旅游、美食、茶饮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中高

端日用陶瓷产业链条。比如在茶壶的设计上，考虑到不同茶叶的

冲泡特点，设计出了适合冲泡乌龙茶的扁圆形茶壶，其出水口流

畅且断水利落，能够充分展现乌龙茶的香气和韵味。同时，茶壶

的外观采用了德化传统陶瓷装饰技法，如浮雕、刻花等，将德化

陶瓷的经典图案与茶文化元素相结合，使茶壶不仅是泡茶的工具，

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二、“紧盯细分市场，找准目标市场重点突破口”方面 

（一）找准市场定位，明确产业发展方向。立足国内外中高

端市场，引导企业以提升产品设计和创新水平为突破口，聚焦不

同消费者喜好，结合瓷器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以功能多样化、

设计多元化等为方向，大力推进日用瓷创意化设计，结合木材、

金属、玻璃等材料推出复合材料产品，进一步促进日用瓷行业规

模化发展。比如，大熊猫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憨态可掬的形象

也成为标志性的中国符号。省工艺美术大师徐建勇与陆升集团合

作，设计开发出了一套中国风熊猫家宴餐具，萌态十足又高端素

雅，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二）突出科研合作，推动产品迈向高端。通过搭建政产学

研合作渠道，大力开展中高端日用陶瓷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等方面的技术攻关，进一步推动中高端陶瓷产业链协同发展。比

如引导德瓷生活联合德化县高科新材料陶瓷产业中试研究院、合

肥工业大学蒋阳教授团队共同开展“微晶陶瓷电饭煲内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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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产品已达到高耐热全瓷要求。目前该项目已经入选 2024

年度泉州市“揭榜挂帅”成果转化需求榜单并发榜。再比如组织

鲁闽怡家、尚品陶瓷、华夏金刚等企业围绕中高端陶瓷领域的技

术创新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3项，其中，尚品陶瓷所申报的“高

硬度耐磨日用陶瓷制备方法研究”拟获立项支持。 

（三）引进专业人才，丰富产品类型品类。注重设计创新，

连续举办 8届“何朝宗杯”陶瓷工业设计大赛、12届海峡两岸大

学生设计工作坊、2 届德化世界陶瓷设计大会，今年启动“中国

白·德化瓷”全国设计大师奖赛，引导广大日用瓷企业重视创新

设计推动产品多元化、品牌化、国际化。紧盯中高端日用陶瓷产

业用工需求，坚持主动出击，通过开展“兴泉铁路”沿线招聘会、

劳务协作等活动，吸引集聚更多工业设计、智能制造等急需紧缺

高校毕业生来德创新就业。2024 年以来我县新招引产业工人 3066

人、吸引留住高校毕业生 986 人。同时，发挥泉州工艺美院培养

产业人才的基础性作用，举办陶瓷装饰工、陶瓷制釉技术、陶瓷

AI技术等各类培训班 54期，培训人数 3819 人，切实提升产业人

才的创新思维和技艺水平。 

（四）聚焦质量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加快省陶检中心能

力建设，检验检测范围现有 22项，通过前期调研、可行性分析等

准备工作，后续将逐步扩大检验检测能力范围，包括重要产品及

关键项目的检验能力，按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检验能力，

力争陶瓷领域检测覆盖率达 85%以上。目前已取得检验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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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认定证书和国家 CNAS 实验室认可。通过举办实验室开放日活

动，邀请陶瓷企业代表、科研机构代表等参加活动，以现场座谈

和实地参观等方式，搭建省陶检中心与企业的沟通桥梁，鼓励和

引导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今年以来，共新增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证企业 41 家证书

41张。 

三、“以茶具产业为基础，辐射带动中高端日用陶瓷市场发展”

方面 

（一）建设产业基地，打造集聚平台。持续开展工业园区标

准化专项行动，引导企业退城入园，加快以兆丰瑞宝、正和、唐

硕等餐具龙头企业带动餐具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在城东三期形

成产业集聚效果，推动产业链升级优化，打造具有瓷都特色的中

高端日用陶瓷餐具产业园区。同时，加快推进厦大科技转移转化

泉州中心落户我县，用好厦大智能制造、新材料两个创新研究中

心，建好景德镇陶瓷大学德化创新发展研究院，适时启动规划建

设中国餐具城，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降低企业购买成本，促进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合作共赢。正是得益于

产业集聚发展，我县先后被工信部、商务部评为国家级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县域商业“领

跑县”等 9个国家级荣誉；今年国新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指出德化的陶瓷工艺区域品牌已

成为福建的“金名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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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推广培育，扩大品牌影响维度。一是出台支持企

业评定驰名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品牌价值评价发布榜

单上榜品牌以及支持知识产权创新发展等市场监管领域 20 项惠

企政策，充分调动企业打造、运用、推广中高端日用陶瓷品牌的

积极性，今年已落实县本级惠企资金 35.5 万元。二是围绕茶具

领域、餐具领域打造中高端日用陶瓷品牌，引导企业凝炼品牌内

涵，提升品牌价值，组织陆升、五洲等 6 家陶瓷企业参加第 33

届中国厨师节博览会。在消毒餐具配送领域推广使用“德化窑”

logo，目前已试点相关推广工作，在县域内推广带有“德化窑”

logo 的餐具 1.5 万套。推动德化陶瓷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批区

域商标品牌名单，县陶瓷同业公会商标品牌指导站入选国家知识

产权局首批商标品牌指导站名单。三是强化跨部门协同保护，制

定《强化陶瓷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暨建立“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强化违法行为快速处理，积极创建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充分发挥县陶瓷行业诚信建设综合执法队作用，深入开展专项执

法行动，严格依法查处日用陶瓷商标、专利等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累计查办知识产权案件 22 件，其中专利案件 7 起，商标案件 15

起。 

（三）创新宣传模式，推动产业走向世界。一是先后成立“飞

阅德化”航拍工作室、“有山有水”短视频工作室、“中国白 德化

瓷”影视工作室、“24小时”创意策划工作室、瓷都 AI融媒工作

室等工作室，重点打造“非遗德化”“遇见德化”“你好德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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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德化”“水水德化”等栏目、系列专栏，在移动端平台展示日用

瓷品牌。拍摄制作的《遇见中国白》荣获首届“一县一品”福建

影像创意大赛金奖。二是持续探索跨国电商，积极与线上销售渠

道、大型连锁商超及家居装饰城等传统零售渠道、海外经销商及

国际贸易展会探索合作可能性。与安溪县共同签署县域协作茶瓷

融合发展框架协议，共同建设国潮泉州瓷茶融合展示馆，创建瓷

茶融合线下选品、开品中心，开展瓷茶融合展览、茶文化节、陶

瓷艺术节等，推动瓷茶融合产业深入发展。同时通过举办直播系

列活动等方式，有效拓展瓷茶产品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比如，

通过“双师联播”，即陶瓷大师与制茶大师联手进行直播，推动瓷

茶跨界融合。三是聚焦“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积极通联

海内外 4000 多家主流媒体关注报道，持续深化宣传报道，借助央

视 CGTN、新华社等国家级以及省市级对外传播矩阵发声，围绕中

国白·德化瓷陶瓷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中国白国博展、陶瓷文

化周、广交会等重点主题和热点，策划推出系列日用瓷爆款产品，

推动中高端日用产业迈向新发展阶段。 

四、“引导产业资本投入，走好走稳智改数转之路”方面 

（一）推动政策创新，激发产业动能。组织工信商务、科技、

人社、市监、税务等部门组建 10个政策宣讲小分队，深入企业解

读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72 条措施、省市支持“中国白·德

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28条措施等政策，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

比如，借助今年出台的在北京等十个省外工业设计先进地区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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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日用陶瓷设计中心（工业设计室）政策，指导友盛陶瓷在深

圳设立高端日用陶瓷设计中心，鼓励企业创新产品、引进人才、

更好走向市场。 

（二）推动金融创新，夯实发展根基。开展“深化金融助推

陶瓷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推出 22款覆盖日用瓷企业信贷产品，

截止 9月 30日，累计发放贷款 1299 笔余额 27.06 亿元；陶瓷产

业贷款余额 119.58 亿元，比年初增加 26.89 亿元。落实“财政政

策+金融工具”政策体系，发挥省“金服云”平台的撮合功能，全

县获得省技改贷 6.72 亿元（56 家）、省专精特新贷 0.7 亿元（8

家）、省技术创新基金贷 1.15 亿元（8家）、省民营企业提质贷 2.77

亿元（132 家），县级融资管理查询功能获省“金服云”平台审批

通过，不断提高信贷时效，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有利鼓励

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生产提升。 

（三）推动工艺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成立中科陶瓷智能装

备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引导丰弘、坤泰等机械生产商围绕日用瓷

企业在瓷土加工、注浆、滚压、上釉、打磨、精雕、装窑、销售

等环节，研发双瓣模、三瓣模滚压取坯智能生产线、全自动陶瓷

注浆生产线、注浆模具自动生产线、机器人喷釉、浸釉机、陶瓷

泥条自动套袋机等新型设备，推动日用瓷企业全产业链改造、升

级，能够满足大单生产需求，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重

点推进同鑫、陆升、唐硕等 5G智慧工厂建设，经过数智化运用，

大多数日用瓷企业产品合格率达 95%以上、生产效率提升 60%、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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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本下降 10%。先后有 58家次企业获评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企业、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市级数字化车间等。 

 

 

 

                  德化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11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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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