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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国企由国内资本市场“单车道”进入境内外资本发展“双车道”

淄博首笔5200万美元境外债券发行
淄博11月28日讯 11月26

日，淄博市淄川区财金控股有限
公司成功发行三年期5200万美
元境外债券，票面利率2.9%。这
是淄川区也是淄博市首笔地方
国有企业境外债券。本次境外
债券的发行实现了境外融资零
的突破，是淄博市地方国有企业

首次亮相境外资本市场。淄博
市地方国有企业由国内资本市
场“单车道”进入了境内外资本
协同发展的“双车道”，多元化融
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淄川区委区政府的支持
下，淄川区财金控股有限公司响
应国家引进外资的战略，以淄川

区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为载体，
于今年初顺利取得国家发改委
1.7亿美元的境外美元债备案批
复，一期发行5200万美元。此次
境外债券采用“备用信用证+境
外发债”的发行方式，由青岛银
行淄博分行出具跨境备用信用
证来为企业提供担保增信，大幅

提高债券发行成功率，降低利率
水平，促使债券成功发行。

“此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助力
全区‘四新’产业之一的新医药
产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淄
川区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
化。今后，淄川区将充分利用好
境内外两个市场，优化融资结

构，实现‘双车道’协同发展。”淄
川 区 委 常 委 、副 区 长 郭 亦 华
介绍。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亚军 通讯员 闫盛霆
李昕璐

日用陶瓷行业高质量发展华光论坛召开

行业增收不增利 高质量发展解难题
淄博11月28日讯 “在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下，日用陶瓷的高
质量发展是事关行业发展的关
键，必须认真思考，着力谋划。”
11月28日下午，第二十一届淄博
国际陶瓷博览会日用陶瓷行业高
质量发展华光论坛，在华光国瓷
文化艺术中心召开。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理事长杜同和，淄博市委常委、
副市长宋振波分别致辞。与会领
导和嘉宾就如何实现日用陶瓷高
质量发展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增速超预期 发展有窘境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樊瑞新通报了2021年中国日用
陶瓷发展情况。国内日用陶瓷企
业557家，1—9月主营业务收入
502 . 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83%，利润完成29.05亿元，同
比增长13.27%；日用陶瓷出口额
64.16亿美元（已经接近2019年
全年出口额69.45亿美元），同比
增长37.29%，增速远超预期。数
据显示，今年日用陶瓷已超过疫
情之前2019年的发展水平。

“超预期增长的背后，也有新
变化和新问题。”樊瑞新说，日用
陶瓷出口达64.16亿美元，是近年
来出口量最大的年份，出口值占
到本行业的75.6%，说明已经严
重依赖外销。另外从利润上看，
日用陶瓷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20.7%，利润收入增长13.2%，面
临增收不增利的窘境。

樊瑞新认为，大宗原料、能源
价格的上涨给日用陶瓷企业带来
不小的影响，此外，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也将对行业发展带来长
远影响。

在行业数字化建设方面，从

陶瓷全行业来看，建筑陶瓷生产
基本实现信息化，卫生陶瓷数字
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取得新的突
破，但日用陶瓷智能化生产目前
还只是在局部有推进。

各抒己见 探讨解题密钥

在经济大环境下，面对行业
发展状况，与会的日用陶瓷企业
家和业界学者非常认同高质量
发展是促进企业发展的解题密
钥，大家纷纷就此发表观点、展
开讨论。淄博华光国瓷科技文
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同强认为，
没有规模的高质量发展不可能
持续，没有质量的规模发展也不
可能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在
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日用陶瓷
还是比较传统，“两化”不只是生
产线上的，更要在思想观念上有
转变。

深圳国瓷永丰园集团副总
裁郭京洲介绍了在日用陶瓷数
字化方面的探索，他认为，积极
与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融合，用
文化为国瓷赋能，能够促进日用
陶瓷的高质量发展；山东海瓷集
团董事长郭春森建议在功能陶
瓷方面发力，积极推进抗菌瓷、
易洁瓷等的行业标准，引导市场
消费……

与会企业家和学者还从人才
队伍建设、价格、能源改进等方面
对日用陶瓷高质量发展出谋划
策，同时也对面临的问题展开交
流，探讨解题思路，现场气氛
热烈。

从“有没有”转向“强不强”

杜同和在致辞中表示，日用
陶瓷企业近年来以消费升级为导
向，以创新发展为驱动，产品供给

正在从“有没有”“好不好”向“强
不强”转变。本次论坛共同探讨
日用陶瓷市场的发展前景、机遇
及策略，探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路径，很有意义，必将对我国
日用陶瓷工业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他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要求。
日用陶瓷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
品牌引领的发展之路；做精做优、
多品种高质量服务人民美好生
活；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形成自主
创新体系，攻克“短板”技术和“卡
脖子”技术，以更强大的科学技
术，更智能的科技产品，满足人民
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
日用陶瓷产业取得新的更大
发展。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春梅 孙良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