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上海市墙体材料行业发展报告 

（摘要版） 

 

一、墙体材料行业总体状况 

在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绿色建材、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

排、环境保护等政策的推动下，全国新型墙体材料产业发展迅速，

技术进步较快,成为市场的主流。新型墙体材料行业发展呈现出

固废综合利用、企业规模化、生产工艺自动化、清洁生产等特点，

产品发展呈现出轻质化、品种多元化、功能化等特点，生产和使

用工艺越来越成熟。 

本市已经禁止粘土烧结砖的生产和销售，建设工程市场使用

的墙体材料均为新型墙体材料，现已形成了蒸压加气混凝土砌

块、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混凝土小型砌块、混凝土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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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式预

制墙、新材料等类别丰富的新型墙体材料产业。在产品质量和品

牌建设方面，本市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注重产品质量管理，追

求产品品质，以维护好上海墙体材料品牌为己任，如蒸压加气混

凝土砌块（板）、金属面绝热夹芯板、纸面石膏板等子行业，市

场对本地行业认可度较高，在与外省市进沪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

于优先选择的地位。在科技创新方面，本市墙体材料新产品、新



技术发展较快，如保温砖、保温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组装

式预制墙、内装用墙体饰面板等新产品、新技术陆续得到市场的

认可和欢迎。 

 

二、本市墙体材料行业现状 

（一）行业基本概况 

2019 年，本市墙材生产量约 599 万立方米（折合 40.91 亿

标准砖），生产量减少约 40 万立方米（折合 2.73 亿标准砖），生

产量比上一年度减少 6.3%，其中供应本市市场约 500 万立方米

（折合 34.15亿标准砖）。本市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产量约为 204

万立方米、混凝土砌块（砖）产量约为 169.5 万立方米、蒸压加

气混凝土板产量约 9万立方米。用于墙体材料纸面石膏板约 3979

万平方米、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约 9.7 万立方米、金属面夹芯

板产量约 8.4 万立方米，其他新材料产量约 12 万立方米。 
 

图一：2011年-2019 年本市墙体材料年产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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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情况 

本市生产的墙体材料主要供应本市市场，纸面石膏板、蒸压

加气混凝土砌块（板）、金属面夹芯板等产品有一定量的外销。

本市墙体材料生产企业数量和产量逐年减少，市场占比从几年前

90%下降到 70%左右。现阶段，本市建设工程用的新型墙体材料

仍以本市生产企业供应为主。 

（三）备案企业情况 

2019 年，上海市新型墙体材料备案持证企业 129 家。 

（四）行业质量状况 

2019 年，新型墙体材料质量状况总体可控，部分产品不合

格主要出现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混凝土砌块（砖）这两大类

产品中，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不合格为抗压强度实测值偏低或干

体积密度实测值偏高，混凝土砌块（砖）不合格为抗压强度实测

值偏低。 

（五）行业诚信状况 

1、诚信管理的总体状况 

我会一直积极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将企业的质量保证体

系推进和行业诚信自律管理作为行业工作的重点，全面实施统一

格式的产品质保书和产品标识。在我会推动下，本市墙体材料生

产企业普遍建立了适合自身产品特点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建立

生产管理制度、原材料和成品检测台帐、产品养护台帐等制度，

企业能够开展相关的质量管理活动。 

2、诚信检查概况 



根据行业诚信自律要求，积极开展行业诚信自律管理，定期

开展行业诚信检查，将检查内容记入诚信档案。我会制定了符合

本行业的诚信检查表，对申报资料现场进行核对，对质保体系管

理、执行标准等进行了诚信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进行指导，

并建议其尽快整改。对于关、停、并转企业，也建议其按相关规

定让企业办理手续，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 

（六）行业人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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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等企业生产、检测、应用等方面技术人员配置

较为齐全，技术人员一般为建筑、化工、建材等大学本、专科学

历；混凝土砌块（砖）、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等企业从业人员文

化水平有待提高。 

 

三、行业内事件影响分析 

2019 年，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上海

市装配式建筑单体预制率和装配率计算细则》（沪建建材

[2019]765 号），对旧版的装配式建筑单体预制率和装配率计算

细则进行了强化和调整，新版《上海市装配式建筑单体预制率和

装配率计算细则》的发布和实施，预计将会对新型墙体材料行业

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从新版《上海市装配式建筑单体预制率和装配率计算细则》

来看，直接使用砖和砌块作为外墙或内墙的砌筑材料，在计算装

配式建筑的预制率和装配率时是没有加分项的，因此，未来砖和



砌块类产品在装配式建筑外墙的应用会逐渐减少。 

新政策给予标准化成品板在外墙中应用和非砌筑内隔墙等

一定的预制率和装配率的分值，预计未来几年，各种可以应用于

外墙的标准化成品板和内隔墙板将会迎来一个较好的市场发展

机会。新政策还将促进砖、砌块类墙体材料向组装式预制墙体的

发展 

 

四、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本市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持续减少 

随着本市工业园区产业结构调整、“五违”整治、环保整治

推进，本市新型墙体材料行业的不少企业继续面临拆迁关停的局

面。企业拆迁关停后，因新型墙体材料利润附加值低，有一定的

粉尘、噪音污染风险，可以生产建材的工业园区一般不欢迎该类

生产企业入驻，因此难以再开办符合要求的新型墙体材料工厂，

这将是限制目前本市新型墙体材料企业再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部分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部分墙体材料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体系未得到全面执行，缺少

生产全过程管理，造成产品质量可控性较差，容易出现产品不合

格。企业负责人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识，配置相应

技术人员负责相应环节的质量控制；加强原材料的质量控制，按

照原材料检测数据合理安排和调整产品配方；按照产品特点要求

进行养护，不缩短养护时间；产品出厂前应完成出厂检验，合格

后方可出厂，并做好相关环节的台账记录工作。 



 

五、行业的发展方向及建议 

（一）建议企业向装配式建筑需求的墙体材料转型 

（二）建议从本市固废综合利用的角度给予新型墙体材料一

定的用地规划 

（三）建议将新型墙体材料纳入本市重要建材信息报送管理 

（四）建议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