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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发展报告 

 

第一部分  团体标准及建材备案工作 

一、团体标准发布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实施。上

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围绕健康、安全、全屋定制、

建筑新材料等领域制订团体标准。2018 年协会自我声明公开团体标准 10 份，

修订团体标准 1份，明细见下表。协会自我声明公开团体标准达 21份。 

序号 上海团体标准登记号 团体标准名称（中文） 发布日期 

1 T/SHHJ 000003-2018 
学校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 

有害物质限量 

2018/8/8 

（修订） 

1 T/310101002-C011-2018 全屋定制木（制）家具 2018/2/12 

2 T/SHHJ 012-2018 
外墙涂料（合成树脂乳液） 

有害物质限量 
2018/3/20 

3 T/SHHJ 000013-2018 
无机改性石墨不燃保温板 

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2018/4/8 

4 T/SHHJ 000014-2018 
FTC自调温相变蓄能材料 

保温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2018/8/28 

5 T/SHHJ 000015-2018 弹性建筑涂料 2018/10/30 

6 T/SHHJ 000016-2018 
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 

涂料 
2018/10/30 

7 T/SHHJ 000017-2018 水性多彩建筑涂料 2018/10/30 

8 T/SHHJ 000018-2018 装配式建筑外墙用密封胶 2018/12/1 

9 T/SHHJ 000019-2018 
全装修房用绝缘电工套管 

管道系统 
2018/11/20 

10 T/SHHJ 000020-2018 
装配式装饰（保温）集成 

墙面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2018/11/20 

二、团体标准实施 

团标《学校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有害物质限量》被上海市政府部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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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要求上海市基础教育学校塑胶场地面层材料和成品的检测指标按照该标

准执行，有效期十年；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发文（沪建建材 2018 330 号）采用团体标

准，《关于公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周边综合整治有关项目外墙涂料挥发性

有机物释放量限值的通知》，用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周边综合整治有关项

目，即外墙涂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释放量≤20g/m²。 

三、国家级团体标准示范试点单位 

根据国家标准委办公室“标委办工一〔2017〕158 号”文件精神，协会

于 2018 年 2 月通过审批，获得第二批团体标准试点。根据上海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沪质技监标〔2018〕144 号”文精神，申请获得了“国家级标准化

示范试点项目”。《装配式建筑外墙用密封胶》、《全装修房用绝缘电工套管系

统》、《公共场所用环保型拼块地毯》等团体标准获 2018 年度上海市团体标

准试点项目（《关于下达 2018 年度上海市团体标准试点项目的通知》（沪质

技监标〔2018〕490号）。 

四、建设工程材料备案及诚信管理 

协会根据住建委系列文件精神要求，继续做好建筑涂料、塑料管道、防

水材料、建筑粘结材料产品建材备案受理和换证工作。发证企业数 812 家，

发证数个数 1127，本市企业 48%，外省市 52%。完成重要建材（防水材料）

信息报送制度宣贯和监督管理工作。协会连续第三年在备案工作考核中获得

“优秀单位”称号。2018年，协会在册会员单位 1085 家，93 家企业荣获 2018

年度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质量诚信星级企业称号，28 家企业首次获得质量诚

信五星级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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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筑涂料 

   一、行业概况与现状 

1、市场与品种。上海市建筑业 2018 年实现总产值 7072.21 亿元，同比

增长 10%；房屋施工面积 14672.3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5%；竣工面积

3115.7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8%；2018年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

长 5.2%，约为 7623 亿元，增幅较上年度有所回落。建筑涂料增长动力正逐

步转向房地产投资和既有建筑翻新、历史风貌区保护来共同驱动转变。由于

上海市将“拆改留”改为“留改拆”，旧房重涂翻新市场越来越大，也正在

逐步成为推动建筑涂料发展的强劲动力，地产也逐步形成商品房、出租房、

保障房三分格局，市场也将更细分化；建筑涂料产品品种原来主要以内、外

墙乳胶漆为主。这几年，水性多彩涂料、真石漆、质感类涂料和功能性建筑

涂料继续增加。真石漆和质感类涂料约占总建筑涂料的 40%以上，在保障房

的应用上可能要超过 80%，但是，由于产能过大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低水

平的竞争带来了真石漆价格和质量的下降。由于建筑市场的变更和环保、节

能对建筑涂料的要求更严格，特别是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的发展，相适

应的建设水性钢结构防腐涂料、水性公共设施钢结构防腐涂料、反射隔热涂

料、水性木器涂料等也逐步进入建筑市场并成为主角。 

2、产量和销售收入。上海：2018 年建筑涂料产量估计 100.17 万吨，与

2017年增加 5.4%。其中乳液内墙产量约为 54.6 万吨，减少 8.4%；乳液外墙

约为 20.96 万吨，增加 174.7%；质感外墙约为 23.61 万吨，增加 295.1%；

底漆约为 1 万吨，有所减少。另外，水性木器漆 2018 年产量 963.56吨，反

射隔热涂料 2018 年产量 3805.95 吨 ，都有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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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数据变化主要原因有：一、2018 年环保力度加强，部分企业搬到

外地生产，因此造成像乳液内墙、底漆生产量下降销售量上升的情况；二、

乳液外墙、质感外墙的大幅度增长与 2018 年旧房改造速度加快和第一届进

口博览会周边市容整治有关。 

3、行业及备案状况。建筑涂料分会会员单位 263 家，就数据上比 2017

年增加 23 家。其中新增加会员企业 13家，恢复 7家；其中有 6 家将改名或

合并的,因环保、备案、市场等其他原因将退出上海或者关闭的退会企业 47

家。2018 年底质量诚信企业（累计）共计 71 家，其中五星 8 家、四星 21

家、三星 39 家、二星 3 家。2018 年是在企业连续获得两次四星的基础上首

次诞生质量诚信五星企业。 

   建筑涂料共受理备案企业 307 家（包括腻子），其中增加 43 家、增长比

例 16%。按照产品备案情况：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 177 家、复层建筑涂料

14 家、建筑反射隔热涂料 56 家、水性多彩建筑涂料 72 家、弹性建筑涂料

154 家、合成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涂料 182 家、外墙柔性腻子 8 家、建筑外

墙用腻子 8 家。             

 4、行业内重大情况。2018 年 6 月 8日，市住建委、市质量技监局、市

环保局联合发文《关于公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周边综合整治有关项目外墙

涂料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限值的通知》采用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发布的

团体标准《外墙涂料（合成树脂乳液）有害物质限量》。期间，对周边综合

整治使用外墙涂料分别抽检、送检 43 个样品全部合格；市修建协会也将此

文转发给具体负责周边综合整治和旧房改造的 16 个区房管部门。努力为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其中包括进口博览会西厅装修采用上海市化学

建材行业协会组织编写的《全装修用水性木器涂料》、《全装修用合成树脂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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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内墙涂料》、《儿童水性内墙涂料》等三个团体标准；在本届进博会中也有

多家企业、多种环保、优良产品被采用在道路划线漆和道路护栏防腐涂料等

工程项目中；2017年，在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的推动下，制定了《儿童

水性内墙涂料》团体标准 2017 版（2.0 版），在上海市场得到了大力推广和

应用，2018年提供儿童内墙涂料标识72万枚（2017年底使用达到158万枚），

增长 7.5%。儿童水性内墙涂料团体标准被上海市质监局申报“2018 中国标

准创新贡献奖”。 

随着工业发展以及空气污染问题的加剧和建筑钢结构的大量使用，由于

腐蚀破坏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日益严重，其中钢结构腐蚀破坏、混凝

土腐蚀破坏最为典型。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高楼大厦密集林立、地下

工程纵横交错、港口工程兴旺崛起。上海地区具有酸雨气候特征，酸雨率 24%，

多年平均 PH 值 5.21,导致上海地区的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面临的腐蚀挑战

和安全隐患尤为严峻。防腐蚀企业日益增多、防腐蚀行业的发展过于保守和

滞后、缺乏专业的技术委员会和标准等因素，导致整个行业呈现企业自行发

展的无序局面，整体技术水平得不到有效提升，防腐工程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2018年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根据行业现状，成立了“工程防腐蚀专业委

员会”，专业委员会有科研、设计、生产等单位人员组成。 

二、 监督抽查 

市场抽检情况：2015 年市质监局抽检 50 批次全部合格；2016 年市质监

局抽检 50批次其中 1批次不合格；2018年分别抽检了内墙涂料和儿童涂料，

目前正在检验中。备案抽检情况：2017 年备案“双随机”抽检企业 18 家,

占 9.5%,合格率 98%。2018 年没有抽检。2019 年 3 月 15 日，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公告，公布了 2018 年 30 种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况。本次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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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7个省（区、市）314 家企业生产的 316 批次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产品，

其中 25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 7.9%。重点对游离甲醛、低温稳

定性、耐洗刷性、对比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等 8 个项目进行了检

验。不合格项目涉及游离甲醛、低温稳定性、耐洗刷性、对比率。上海有一

家企业在抽检中耐洗刷性指标不合格。  

  三、行业存在问题 

自 1992 年起，乳胶漆在中国快速发展至今已有 20多年，已经成为建筑

内外装饰的主要产品。建筑涂料经历了黄金发展期，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埋

下了许多隐患，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们需求的提高而日益显现，限制

着建筑涂料的进一步发展。 

1、标准滞后。例如：目前内墙涂料引用的标准是《合成树脂乳液内墙

涂料》GB/T 9756-2009、《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2008。而目前已经领先的团体标准还没有被备案等采用；2、原材料、

特别是乳液、助剂跟不上。其中三个原因：一是标准问题；二是产能过剩、

恶性竞争；三是缺乏市场组织和市场监管；3、施工企业不规范。深究造成

现今施工企业使用建筑涂料不规范的原因主要有 3 个，一是政府建设工程的

定额也一直不变，但是随着人工费的不断提升，只能压缩材料成本，最后就

不得不降低质量，最终导致建筑涂料市场恶性循环；二是以次充好，特别是

在商品房精装修中（包括部分集团采购），由于市场信息不太畅通，装饰装

修公司往往挂的是某个知名品牌及优等品的价格，而实际使用的是知名品牌

的合格品；三是施工人员不专业。 

四、行业发展趋势及建议 

2019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后的第一年，行业的发展环境发生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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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变化。综合为：1、住建部 2019目标是“稳地产、稳房价、稳预期”，

房地产结构性调整和旧房改造速度加快，房地产结构性调整为商品房、出租

房、保障房各为三分之一；2、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和基础设施投资拉动，装

配式建筑和钢结构建筑实施速度加快；3、各地政府对企业生产环保要求提

高，绿色建筑、绿色建材、清洁生产是发展趋势，涂料水性化、新材料、新

标准是发展机遇；4、全装修在上海正式实施速度加快，质量保证要求提升；

5、团体标准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也将越来越多被政府采用。 

 

第三部分 塑料管道 

一、行业状况 

    1、协会统计的 2011-2018 年上海市塑料管道产量、销量和增长速度情

况如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产量（万吨） 54.53 63.09 71.51 79.57 74.33 74.01 76.27 81.84 

增长率（%） 12.82 15.70 13.33 11.27 -6.56 -0.44 3.05 7.5 

销量（万吨） 44.82 49.68 60.24 58.72 57.28 56.06 63.35 64.90 

增长率（%） 2.46 10.48 21.24 -2.52 -2.45 -2.14 13.01 2.54 

2、企业情况。塑料管道分会会员单位 263 家，其中 2018 年新发展会员单位

14 家，恢复 4 家。会员单位中上市企业 5 家；3、质量状况。产品备案：共

发证 329 张，其中：给水管 116 张、排水管 144 张、电工套管 69 张，涉及

管道企业 200 家；行业品牌情况：入围《第一批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上海上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上塑 SHANGSU、上海中塑管业有限公司的

ZHSU商标。 



8 
 

二、监督抽产及重大事件 

2019 年 3 月 15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公布了 2018 年 30 种产品

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况。本次抽查了 24 个省（区、市）187 家企业生产

的 187 批次无规共聚聚丙烯管材（PP-R）产品，其中 1 批次产品涉嫌假冒，

已移送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检验的 186批次产品中，58 批次产品

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 31.2%。重点对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材产品

的规格尺寸、纵向回缩率、简支梁冲击试验、静液压试验、静液压试验卫生

性能、灰分、熔融温度、氧化诱导时间等 10 个项目进行了检验。不合格项

目涉及规格尺寸、简支梁冲击试验、静液压试验、灰分、熔融温度、氧化诱

导时间。2018年 3月 15日晚，央视“3.15晚会”播出了“多地市政管道偷

工减料，造假手段五花八门”的专题报道，该报道中提到的新郑浩通管业有

限公司、河南中谊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新郑康泰管业有限公司、江阴长江管

材公司、洛阳久通管业有限公司、江阴大瀛塑业有限公司、江阴通顺管业有

限公司、江阴互通塑业有限公司，均不是上海化建协会会员单位。 

三、存在问题及分析 

1、生产能力仍持续供大于求：目前塑料管道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已达到

3000 万吨，总体上行业仍处于较严重的供大于求阶段；2、个别企业产品质

量达不到标准要求；3、塑料管道标准化工作急需加强；4、创新意识还需进

一步提高；5、受原辅材料的质量和价格影响较大。 

四、发展方向及建议 

1、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高品质产品。一是加快诚信体系建设。二是

制定品质提升发展计划。三是弘扬工匠精神；2、创新发展新路径，释放发

展新动能。一是建立行业创新体系。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3、建立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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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发展模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一是建立绿色发展体系。二是有效解决

目前行业中存在的绿色生产问题。三是要围绕绿色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4、 推动行业标准化工作，保障行业规范化发展。 

 

第四部分 建筑防水材料 

一、行业状况 

1、会员单位。随着上海环境要求提高，企业的关闭、迁移等原因，建

筑防水分会会员 248家，外省市比例占 60以上%，与往年相比基本保持平稳；

2、市场销量。随着上海建筑工程项目的减少，防水材料使用量也随之下降。

据 2018 年不完全统计，防水卷材市场销量约为 45311000平方米，防水涂料

75089 吨。与往年同期相比其销量呈下降趋势；3、材料备案。持有上海市

建设工程材料（防水材料）备案证 373 张，其中卷材 157 张，防水涂料 186

张，其他防水材料 30 张。总的外省市比例占 68.4%；4、信息报送。依据上

海市建委《关于在本市建筑工程开展重要信息报送制度的通知》要求 18 年 4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重要建材（防水卷材、防水涂料）报送制度。共有 4788

个工程进行了登录，其中已经备案企业确认的 4683 个，未经确认 29个，有

异议 76 个。 

二、行业发展 

根据中国建筑防水行业协会数据统计，2018 年上半年，641 家规模以

上（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防水企业创造的主营业务收入累计

476.6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0%，增幅提高 0.7 个百分点。说明整个行

业维持着快速发展，同时行业竞争加剧。规模以上企业越多，行业竞争越激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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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 

2019年 3 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