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石材展观感： 

人造石比例明显上升  行业界限正在被打破 

作为石材行业全球第一大展，5月 18日~21日在厦门举办的“中国厦门国际石材展”，

境外参展商和参观者几近绝迹，基本成了“国内展”，但它仍是“窥探”我国石材行业的

最佳窗口。 

人造石（或仿石）类展品异军突起 

每年一届的厦门石材展已连续举办近二十年，去年因新冠疫情停办、今年恢复。石材

荒料、石材制品、石材加工设备和辅助配套材料、开采和加工易损件，组成了历届石材展

会的“主角”。若要总结本届厦门石材展的亮点，因所从事行业不同，每一位参观者会得

出不同的结论；但有一点不能否认----人造石（或仿石）类展品异军突起。 

----有人造石（或仿石）产品展示的参展商，不少于 30家，绝大多数却是天然石材制

品或矿山开采企业的“展会老客”，而且展品多、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这在最近三年

（2017~2019年）的厦门石材展上，是不可想像的；2019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专业人

造石产品生产企业参展。 

----人造石（或仿石）生产装备供应商开始在展会亮相，而且不是一、二家，其中不

乏一些有实力企业，例如科达股份、华润集团等上市公司。说明它属于新兴朝阳产业，新

建生产线对设备需求量大，正在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人造石（或仿石）制品成套装备的加工

制造。但本次展会上却没有任何与人造石（或仿石）相关的制造装备实物展出，参观者只

能通过生产线模型、视频和图片等，形成一个初级入门的概念。这也说明人造石（或仿石）

生产技术含量较高。 

人造石（或仿石）产品是石材？水泥制品？复合材料？以原材料、

生产工艺来划分行业的方法，正在被打破 

人造石（或仿石）类产品应归属什么行业呢？它与水泥制品行业可能更相近一些，都

是采用砂石骨料+粘结（或胶凝）材料，经成型、加工而成。可它又高仿、替代天然石材制

品，又是天然石材采矿场和产品加工企业最具有发展优势----废弃物变原材料，下游用户

直接转换。 

根据生产工艺和专用成型设备的不同，人造石（或仿石）类产品，目前主要有三种成

型工艺（产品名称也有对应的、不同的通俗名称）：一是“人造石英石”：主要由天然矿



石颗粒和粉，加颜料、树脂和其它添加剂，经混合布料，在真空、振动、加温、加压条件

下，成型单片板材。优点是成型后基本不用进行表面深加工，缺点是粘结材料主要采用有

机材料，受到性能制约，人造石英石通常只能用于墙面和家具表面。需提醒，国内已有企

业借鉴二次布料原理，研发出一种新型人造石英石产品----底料采用无机胶凝材料、面料

用有机粘结材料，可降低单位面积产品的生产成本。二是“岗石”：主要由天然矿石颗粒

和粉，加水泥、颜料和其它添加剂，经搅拌混合，在一个箱体内，通过在真空环境下振动

加压成一个大块（相当于天然石材荒料），养护后再采用石材荒料的后加工工艺----切割

和板面深加工。它的生产线产量相对较大，后续加工基本完全使用现有天然石材的加工设

备；缺点是切割、加工的损耗量大（超 25%），加工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料不好处理。三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仿石 PC砖”：主要由天然尾矿石颗粒和粉，加水泥、颜料和其它添加剂，

经搅拌混合、在（吸滤）压力机的模具内加压成板（块），养护后需对板面做深加工处理。

优点是生产线变换产品规格灵活，对尾矿颗粒和粉要求相对较低----可“吃粗粮”；缺点

是产品规格较小、厚度较大，深加工仍有少量废料产生（要远比岗石工艺要少！）。 

目前，采用前两种成型工艺的产品，主攻室内装饰，而“仿石 PC砖”则主攻室外的市

政道路，三种成型工艺产品目前在市场上还未发生“同室操戈”。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三种产品一定会在应用市场拓展、延伸过程中发生“碰撞”。 

下一届厦门石材展上的人造石（或仿石）元素会更多 

本次展会上，天然石材采矿企业的参展数量和展位面积在萎缩。从一家有人造石产品

展示的采矿参展商处获悉：他们的人造石生产线还在建，所展产品只是了解市场需求信息；

企业有很强转型的迫切性。随着环保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级地方政府关停了一批不达标的

采矿场，也波及到天然花岗石、大理石矿，所以人造石（或仿石）产品才突然成为石材行

业的投资热点。估计这种趋势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若从仿石 PC砖行业角度去看今年的“厦门石材展”，有点是“元年”的味道。参展商

包括广州的产品生产企业、盐城的设备供应商，以及铺装工具供应商，虽然稀少、却完整

地涵盖了仿石 PC 砖行业。无论展位、宣传效果，与传统石材行业相比，仿石 PC 砖行业仍

非常弱小(企业规模所致），但迈出参展这一步已属不易。 

现在还不能预测出明年国际旅行能否恢复正常，但完全可以预测出明年的“厦门石材

展”上，人造石（或仿石）领域的参展商，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建筑砌块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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