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上海市墙体材料行业发展报告 

 

一、墙体材料行业总体状况 

墙体材料革新工作是贯彻落实产业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

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举措。国家现代化建设，促进了各类新型墙体材料的创新、发

展和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各种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为我国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 

（一）全国墙体材料概况 

在国家墙体材料革新、建筑节能等一系列产业政策的推动

下，我国墙材产业发展迅速，产品品种丰富，已经形成了砖、砌

块、墙板三大系列、多品种的墙材产品体系。 

墙体材料发展迅速，非粘土类砌块、板材等各类新型墙体正

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墙体材料年产量约

10200 亿标准砖，墙体材料制造业工业年总产值约 5000 亿元。

砖类产品（包括烧结和非烧结制品）9665.1 亿标准砖，占总量

的 88.4%；砌块类（包括烧结和非烧结制品）约 1045.5 亿标准

砖，占总量的 9.6%；墙板类产品约 224.32 亿标准砖，占墙材总

量的 2.1%左右。 

其中，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年产量约 5650 万立方米，石膏

板年产量 180000 万平方米（其中，约 30%作为墙体材料使用，

大约 54000 万平方米），建筑隔墙板年产量约 8000 万平方米。烧



结空心制品年产量约 2700 亿标准砖，掺废渣约 30%以上的各种

烧结废渣砖、煤矸石砖年产量约 2500 亿标准砖，蒸压粉煤灰砖

年产量约 300 亿标准砖，蒸压灰砂砖年产量约 200 亿标准砖。 

（二）本市墙体材料行业总体情况 

本市墙体材料革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粘土烧结砖在本市已

经禁止生产和销售，本市建设工程市场使用的墙体材料均为新型

墙体材料。本市墙体材料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之

前的禁止限制粘土烧结砖生产和使用的矛盾，转变成了如何快速

的发展固废综合利用、生产工艺环保、产品质量优、使用功能强、

符合住宅产业化要求的新型墙体材料的矛盾。本市的墙体材料生

产企业均实现了清洁能源生产，燃煤锅炉、重油锅炉等非清洁能

源用能方式退出了本市墙体材料行业。随着产业结构转型，本市

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数量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新型墙体材

料生产的原材料以资源的综合利用固废材料为主，消纳了大量的

工业和城市固体废弃物，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建筑用金

属面绝热夹芯板、纸面石膏板和新材料的墙体材料正在向高质

量、强品牌方向发展。现在本市已经形成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板）、混凝土砌块砖、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建筑用轻质

隔墙条板、纸面石膏板和新材料共同发展的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和

使用的局面。 

本市新型墙体材料行业具有如下特点： 

1、本市建设工程市场使用的墙体材料均为新型墙体材料 



粘土生产的烧结类墙体材料列入了《上海市新型墙体材料行

业负面清单》，属于负面清单的产品不予备案；粘土生产的烧结

类墙体材料列入了《上海市禁止或者限制生产和使用的用于建设

工程的材料目录（第四批）》，因此本市建设工程市场使用的墙体

材料也均为新型墙体材料。 

2、本市生产使用的新型墙体材料实现了清洁能源生产 

为配合大气污染防治，近年来本市的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燃

煤锅炉全部实施了清洁能源改造，改造成了燃气锅炉或轻质燃油

锅炉，实现了清洁能源生产，燃煤锅炉、重油锅炉等非清洁能源

用能方式退出了本市墙体材料行业。 

3、形成了符合上海特色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体系 

本市形成了以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混凝土砌块（砖）、混

凝土自保温砌块、纸面石膏板、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等为主的新

型墙体材料产品体系。 

4、本市新型墙体材料主要原材料以固体废弃物为主 

本市大量利用粉煤灰、长江疏浚淤砂、脱硫石膏、炉底渣、

碎屑、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等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石膏板、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混凝土砌块砖等新型墙体材料，这些固体

废弃物成为了本市新型墙体材料的主要原材料。 

5、本市墙体材料行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 

本市墙体材料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改变，从禁止限制

粘土烧结砖的生产使用的矛盾转变成了如何快速的发展固废综



合利用、生产工艺环保、产品质量优、使用功能强、符合住宅产

业化的新型墙体材料的矛盾，未来本市发展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

将以更好的满足本市现代化建筑和功能多元化需求为目标。 

 

二、本市墙体材料行业现状 

本市生产的墙体材料全部为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全部实

现了原材料的自动计量，改变了新型墙体材料部分子行业原材料

投料配料不精确的现象；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纸面石膏板生产

企业全部实现了清洁能源生产，生产用能源全部使用了天然气或

轻质燃油等清洁能源；本市新型墙体材料企业均建立了进行产品

质量控制的企业内部试验室，可以开展原材料和成品的质量检

测。 

（一）行业基本概况 

2018 年，本市粘土烧结砖企业不再生产，本市墙材生产量

约 638.8万立方米（折合 43.63亿标准砖），生产量减少了约 59.9

万立方米（折合 4.09亿标准砖），生产量比上一年度减少了 8.6%。 

本市主要生产和使用的新型墙体材料量较上年度变化明显，

混凝土实心砖、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金

属面夹芯板产量上升较为明显，较上年度产量分别上升了 32.8%、

13.4%、17.7%、32.7%，年产量分别为 34.3 万立方米、223.3 万

立方米、27.5 万平方米、42.7 万平方米；其他产品产量均下降

明显，其中混凝土空心砌块、混凝土多孔砖（空心砖）、蒸压加



气混凝土板、纸面石膏板产量较往年分别下降了 7.8%、38.6%、

52.6%、7.5%。2011年-2018年本市墙体材料生产量情况见表一，2011

年-2018年本市墙体材料生产量变化趋势见图一。 

表一：本市墙体材料生产量汇总表（2011 年-2018年） 

项目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 

产量，亿

标准砖 
71.06 73.93 71.21 61.45 64.63 44.95 47.72 43.63 

 

 

图一：2011年-2018 年本市墙体材料年产量图 

 

 

 

 

（二）市场情况 

本市建设工程用的墙体材料仍以本市生产企业供应为主。

2018年本市建设工程用墙体材料市场需求约为 730万立方米（折

合 50 亿标准砖），市场需求量较上年度下降了约 8.5%。其中本



市供应墙体材料约 585 万立方米（折合 40 亿标准砖），占本年度

建设工程用墙体材料需求量的 80%；外省市企业供应约 146 万立

方米（折合 10 亿标准砖），占本年度建设工程用墙体材料需求量

的 20%。 

本市生产企业供应新型墙体材料供应量最大产品为蒸压加

气混凝土砌块，其中（粉煤灰）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量为 57.5

万立方米，（砂）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量为 165.8 万立方米。 

外省市供应本市建设工程的新型墙体材料以蒸压加气混凝

土砌块和纸面石膏板为主，金属面夹芯板、建筑用隔墙条板、蒸

压灰砂砖为辅。其中（粉煤灰）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进沪量约为

56.1 万立方米，（砂）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进沪量约为 22.3 万

立方米，纸面石膏进沪量约为 1500万平方米。 

（三）备案企业情况 

1、备案企业总体概况 

截止至 2018年底，上海市备案持证的新型墙体材料企业 147

家。2018 年度共办理新型墙体材料备案企业 42 家，62 张证书。 

2、2018 年上海市墙体材料备案产品情况 

2018 年度全年共新增备案产品 107 个，各备案产品类别企

业数详见表二。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的备案企业的

产品共计 347 个，各备案产品类别企业数详见表三。 

 

表二:2018 年全年共新增备案产品情况汇总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备案产品企业数（个） 占比（%） 

1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1 0.9 

2 (粉)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8 7.5 

3 (砂)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1 10.3 

4 承重混凝土多孔砖 3 2.8 

5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 23 21.5 

6 混凝土模卡砌块 1 0.9 

7 混凝土实心砖 27 25.3 

8 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 3 2.8 

9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6 5.6 

10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 19 17.8 

11 纸面石膏板 3 2.8 

12 环保型淤泥烧结多孔砖 1 0.9 

13 
唐·爱的屋（DE）烧结淤泥空心保

温砖 
1 0.9 

合计 107 100 

注：注销的 2 家企业的 4 个备案产品未计算在内。 

 

表三  2018 年备案有效期的备案产品情况汇总表 

序号 备案产品名称 备案产品企业数（个） 占比（%） 

1 (粉)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24 6.9 

2 (砂)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33 9.5 

3 承重混凝土多孔砖 10 2.9 

4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 79 22.7 

5 混凝土实心砖 83 24 

6 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 77 22.2 

7 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 7 2 

8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13 3.7 

9 蒸压灰砂砖 2 0.6 

10 非承重蒸压灰砂多孔砖 2 0.6 

11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5 1.4 

12 纸面石膏板 7 2 

13 混凝土模卡砌块 2 0.6 

14 YR多孔夹芯保温砌块 1 0.3 

15 环保型淤泥烧结多孔砖 1 0.3 

16 

唐·爱的屋（DE）烧结淤泥空心

保温砖 1 0.3 

合计 347 100 

注：注销的 2 家企业的 4 个备案产品未计算在内。 



（四）行业质量状况 

2018 年，墙体材料质量状况总体可控，部分产品不合格主

要表现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抗压强度和干体积密度，混凝土砌

块（砖）抗压强度方面。 

1、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抗压强度不合格主要出现在部分强度

等级为 A5.0 的产品上；干密度不合格主要出现在干密度等级为

B05、B06 的部分产品上。经分析，造成不合格的原因如下：1、

原材料价格变化较大，供应紧张，原材料来源复杂，原材料的质

量稳定性较差；2、部分产品存在蒸养时间不足。 

2、混凝土砌块（砖） 

混凝土砌块（砖）不合格主要表现为抗压强度不合格，经分

析，不合格的原因如下：1、养护场地有限，龄期不到就出厂；2、

大量使用了强度较低的建筑混凝土再生碎屑做骨料，骨料中石粉

和泥含量偏高，少掺或未掺强度高的天然骨料；3、强度等级标

注不规范，以低强度等级冒充高强度等级。 

（五）行业诚信状况 

1、诚信管理的总体状况 

近年来，协会积极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将企业的质量保

证体系和诚信管理作为行业工作的重点。本市墙体材料生产企

业，普遍建立了符合其产品特点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建立了相

关的企业生产管理制度，建立了相关的原材料检测台帐、生产台



帐、养护台帐和成品检验台帐等台帐管理管理制度。 

2、诚信检查的概况 

为了更好更规范的开展行业诚信检查，推进诚信检查的标准

化，协会将诚信管理要求细化成表格。诚信检查表中涵盖了企业

的基本信息、生产环境、生产规模、备案产品与生产产品一致性、

生产检测设备、管理模式、质量控制手段、台帐等。诚信检查时

根据表格清单到现场考察，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提出相应的整

改建议，将诚信考核情况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墙体材料企业诚信

检查企业 83 家,占备案企业比例为 56%。 

3、诚信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 

2018 年在对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开展的诚信检查中，部分混

凝土砌块（砖）生产企业缺少生产全过程管理，产品质量较差，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未按照实际情况调整产品原材料配合比，部分企业未按

规定批次进行复验，原材料台账无法查找； 

2、因场地偏小，产品种类和规格较多，混凝土砌块（砖）

养护期未到就出厂现象较多，部分企业养护记录缺失； 

3、因近几年拆违或土地整治，企业搬迁频繁，部分企业存

在试验设备、检测设备部分缺失或运行不正常，试验设备未按时

进行校验；  

4、部分企业存在未按标准要求进行出厂检验，未按规定进

行产品堆放管理。 



（六）行业人才状况 

新型墙体材料行业相对其他行业相比，从业人员文化水平总

体偏低，主要以初中学历为主，高中中专学历为辅，大学学历偏

少。劳务人员一般是初中学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是中专、

高中或大专学历。 

为提高本市新型墙体材料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企业管

理人员的产品质量控制意识，协会积极开展了生产工艺，国家（行

业）产品标准、检验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在市市场管理总站的支

持下，对不同品类的新型墙体材料原材料技术要求、生产工艺要

求、质量控制要点、应用技术、产品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等方面，

开展了相关系列的培训和继续教育。近几年累计对 220家企业进

行了培训，通过培训总体提高了本市新型墙体材料企业的质量控

制和管理水平。 

 

三、行业内事件影响分析 

（一）负面清单的优化了新型墙体材料的市场环境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

本市建设工程材料备案管理的通知》（沪建建材〔2017〕1089 号）

文件，文件对墙体材料备案进行了完善，新型墙体材料全部实行

备案管理，属于新型墙体材料负面清单的不予备案，进一步规范

和推动本市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和使用。上海市新型墙体材料负

面清单定义了哪些属于负面清单，激活了市场活力，属于墙体材



料管理制度上的一次有意义的创新，进一步优化了新型墙体材料

的市场环境。 

（二）新的禁限目录将进一步促进新型墙体材料发展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海市禁止或者

限制生产和使用的用于建设工程的材料目录（第四批）》（沪建建

材〔2018〕212 号）中规定“烧结粘土制品”“禁止在新建、改

建、扩建的建筑工程（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保留建筑

的修缮工程除外）中使用”，从禁限目录的角度进一步巩固了本

市墙体材料革新的成果，烧结粘土制品在本市新建、改建、扩建

的建筑工程失去了市场，上海市全面进入了建筑工程市场禁止使

用烧结制品的时期，上海市粘土烧结砖窑厂全部关停，2018 年

本市生产的墙体材料全部为新型墙体材料，本市生产的新型墙体

材料占墙体材料的占比达到了 100%。 

（三）新型墙体材料供货确认单逐渐失去了作用 

原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返退需要新型墙体材料供货确认

单进行确认，也可以通过建材信息报送实行网上数量确认。根据

《关于调整本市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建

建材〔2017〕346 号）文件规定， 2017 年 4 月 1 日以后报建的

建设工程项目使用的新型墙体材料不用缴纳新型墙体材料专项

基金，也不再由生产企业对供应产品进行确认，新型墙体材料供

货确认单逐渐失去了供货确认的作用。 

（四）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造成产品质量不稳定 



2018 年，墙体材料生产用原材料如水泥、砂石、石灰、粉

煤灰等价格持续上涨，直接影响了墙体材料的质量和市场的稳

定。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升，让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对原

材料的质量难以把控，原材料紧张时，买到原材料已经有很大难

度了，更谈不上对原材料的挑选优了。因根据往年经验，与工程

建设施工单位签订了固定价格的墙体材料供货销售合同，原材料

成本上升，生产企业往往自行消化，难以给使用单位提价，价格

无法传导或传导较慢，给不少企业造成了经营困难，影响了企业

的生产积极性。 

（五）本市“五违”整治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减少明显 

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在“五违”整治、环保整治或园区产

业结构调整中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本市的混凝土

砌块（砖）企业大部分企业无正规的土地使用手续，基本以租借

相关村集体或企业的用地，近年来生产企业数量持续减少，2018

年约减少了 10 家；本市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企业，往往受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在持续减少，2018 年又

停产了 3 家生产企业，目前上海仅剩 8 家生产企业（前几年最多

高达 27 家企业）。 

 

五、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墙材生产企业持续减少，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将受影响 

随着本市“五违”整治、环保整治或园区产业结构调整，本



市新型墙体材料行业的大部分企业面临着关停，在企业拆迁关停

后，因产业规划问题，难以找到合适的生产场地。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个方面：1、不少工业园区产业结构调整，墙体材料企业不

再符合相应工业园区的规划定位要求；2、不少墙体材料生产企

业在郊区租借的土地，其相关规划、土地、环保的手续缺失或不

全；3、工业园区一般不欢迎税收少、有污染风险的墙体材料生

产企业入驻；4、上海市缺少有关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总体规划。 

今后，本市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大量减少，将大大减少本市

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建筑垃圾在墙体材料中的资源综合利用数量；

外省市供应本市的墙体材料由于运输距离较远，也将会影响墙体

材料的价格和供应的及时性。 

（二）部分混凝土砌块（砖）企业缺少生产全过程管理 

部分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特别是混凝土砌块（砖）生产企业

缺少生产全过程管理，产品质量较差，主要原因为： 

1、企业负责人的生产管理意识薄弱 

部分企业规模较小，企业负责人的生产管理意识淡薄，技术

意识不强，仅追求产品生产数量，不重视产品质量，存在原材料

质量控制不到位，生产设备不养护或养护不及时，检验设备不校

验或检验设备不齐备。 

2、企业缺少技术负责人和检验人员 

为节约成本，未配置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或者为了应付管理

要求，直接由企业负责人代替，致使原材料进货不复验或复验形



同虚设；产品原材料配合比随意性强，未建立规范的配方管理；

未按照产品标准规定进行出厂检验；实验室人员稳定性差，个别

企业实验室形同虚设。 

六、行业的发展方向及建议 

上海市新型墙体材料行业的发展，应符合本市现代化大都市

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建筑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鼓励轻质墙板的发展，

推进装配式砌体技术与建筑工业化的融合。 

（一）推进装配式砌体技术研究和应用 

探索装配式砌体生产技术，试点和推进工厂制作具有轻质、

保温、隔音和抗冲击性好等特点的砌块预制墙体或大板隔墙，用

于装配式建筑墙体使用。 

（二）建议将新型墙体材料纳入本市重要建材信息报送 

为了新型墙体材料质量更好的溯源，建议参照目前的重要建

材信息报送制度，将新型墙体材料也实施建材信息报送，实行供

应商对其供应的新型墙体材料进行确认。 

（三）鼓励资源综合利用型或优质墙板类的新型墙体材料企

业发展，给予一定产业用地规划。在建筑废弃混凝土和工业固体

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中，应统筹考虑墙体材料生产用地的规

划，使建筑废弃混凝土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继续成为新型墙体材料

生产用的原材料，确保本市建筑废弃混凝土和工业固体废弃物得

到有效利用。为了配合本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各郊区应在工业园

区里给予新型墙体材料企业适当的用地规划，促进本市新型墙体



材料产业转型，着力发展轻质墙体板材生产，提高行业生产集约

化和自动化水平，培育扶持本土优势龙头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