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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涂料行业分布情况
从全球来看，亚太是全球最大的涂料市场，约占全

球市场的一半，欧洲和北美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涂料
市场，作为亚洲市场代表的中国和印度，引领着全球涂
料市场的增长。“十三五”期间，广东涂料生产依然是
龙头，占据 19.71% 的份额，广东、上海、江苏、四川、
湖北、湖南六省市涂料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1.19%。
广东是涂料大省，也是建筑涂料的主要生产基地，在过
去的三十年里，广东涂料在时代的机遇下，取得如今来
之不易的成绩。2020 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广东
涂料的发展还算稳定，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2020 年
广东省涂料总产量达到 483.46 万 t，相对 2019 年全年，
原公布数据为 475.74 万 t，经修正后为 485.88 万 t，基
本持平，销量同比略微下滑，幅度为 0.5%。

中国涂料产量分布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逐
渐向福建及西南、西北、华中地区发展，北方只有天津
增长，涂料主产量分布与国家 GDP 排序走向一致，南
强北弱。

2 涂料产业现状分析
2020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1336 家）涂料产量

累计为 2459.10 万 t，同比增长了 2.6%；全国涂料产业
营业收入为 3054.34 亿元，同比下降 2.8%；2020 年全
国涂料行业利润总额 245.97 亿元，同比增长 5.5%。从
2015 年 到 2020 年， 中 国 涂 料 年 产 量 从 1717.6 万 t 增
至 2459.1 万 t， 增 长 0.43 倍， 年 增 长 率 在 7.44%， 高
于国家 GDP 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从 4184.8 亿元降至
3054.3 亿元，降低 0.27 倍，说明涂料产品同质化严重，
市场竞争激烈。

从实际生产量来看，2020 年，建筑涂料产量约为
900 万 t，产量微涨，占全国总产量比例为 36%，增长
幅度难再创新高；家具木器涂料产量约为 220 万 t，占
全国总产量比例为 8.9%；防腐涂料产量约为 750 万 t
（常规防腐涂料和重防腐涂料），占全国总产量比例为
30.4%；船舶涂料产量约为 200 万 t，占全国总产量比例
约为 8.1%；汽车涂料产量约为 250 万 t，占全国总产量
比例为 10.1%；粉末涂料产量约为 200 万 t，占全国总产
量比例约为 8%；建筑卷材产量约为 40 万 t，占全国总
产量比例约为 2%。

防水卷材涵盖了弹性体（SBS）和塑性体（APP）
改性沥青防水卷材、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

分子（PVC、TPO、EPDM 等）防水卷材、预铺防水卷
材、湿铺防水卷材、种植屋面用耐根穿刺防水卷材等。
这其中，改性沥青类防水卷材从 2005 年占总量的 23.5% 
逐步上升到 2019 年的 51.6%，占据主导地位，也将会是
今后数十年内的主导产品品种。其次是建筑防水涂料，
从 2005 年占总量的 13.4% 上升到 2019 年的 28%。占据
第三位的是高分子防水卷材，从 2005 年占总量的 12.1%
上升到 2008 年的 16.3%，随后逐步稳定在 14% 左右，
2019 年有所下滑。

图 1   2019 年主要建筑防水材料使用比例
3 涂料产品质量现状分析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质检总局）、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近 5
年都有组织涂料及防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近五年涂料
产品抽查情况见表 1。
3.1 建筑涂料质量现状分析

从近 5 年内墙涂料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产品不合
项目来看，内墙涂料涉及的不合格项目有：游离甲醛含
量、低温稳定性、对比率、耐洗刷性、耐碱性 5 项。其
中游离甲醛含量项目不合格率呈减少趋势，耐碱性项目
极少出现不合格情况，耐洗刷性项目不合格率有增加趋
势，对比率项目不合格率呈忽高忽低的情况。耐洗刷性
和对比率项目的平均不合格率最高，远超其他项目，说
明这 2 个项目的不合格风险最大，耐洗刷性和对比率主
要反映了配方中乳液和钛白粉的添加比例，所以这 2 个
项目不合格率较高的情况反映行业中存在部分企业一味
降成本的实际情况。
3.2 木器涂料质量现状分析

木器涂料主要品种有溶剂型木器涂料、水性木器涂
料、紫外光固化木器涂料等，溶剂型木器涂料因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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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和价格的优势，目前仍是我国木器涂料的主导产品。
溶剂型木器涂料品种按树脂类型主要分为聚氨酯木器涂
料、硝基木器涂料、醇酸木器涂料、酚醛木器涂料和酸
固化氨基醇酸木器涂料等，其中酚醛木器涂料属于涂料
行业 4 类限制发展的低档品种之一，酸固化氨基醇酸木
器涂料含有游离甲醛，对施工者身体伤害较为严重，目
前这两类涂料在我国已极少使用。我国市场上溶剂型木
器涂料的品种结构为聚氨酯木器涂料占绝对主导地位，
比例约为 75%，硝基木器涂料比例约为 20%，醇酸木器
涂料比例约为 5%。

从历次监督抽查结果来看，溶剂型木器涂料安全性
能项目游离二异氰酸酯（TDI、HDI）含量总和以及卤代
烃含量不合格项目数较多，是抽查产品不合格的主要原
因。不合格项主要集中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卤代烃含
量、游离二异氰酸酯含量 3 个项目上，这些项目超标将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安全性能项目合格率变化
不大，质量性能项目不合格有减少趋势。强标评定合格
率醇酸涂料最高，聚氨酯涂料次之，硝基涂料最低。推
标评定合格率聚氨酯涂料最高，硝基涂料次之，醇酸涂
料最低。综合评价安全性能和质量性能，木器涂料品种
中聚氨酯涂料较好。
3.3 工业防护涂料质量现状分析

工业防护由于涂料品种多、组分复杂、市场需求大，
新产品上市速度快，产品标准的制订速度常常跟不上新
产品研发速度，造成很多涂料没有国家、行业标准可参
照，生产企业制定自己的企业标准，报技术监督部门备
案。但也有一种怪现象，即使有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众多涂料厂家也不严格执行。例如 GB 30981-2020《工
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这个强制性标准，目前大
部分工业防护涂料都不会标称执行标准。
3.4 防水卷材的质量现状

根据近年来建筑防水卷材质量的标准，我国在监管
建筑方面的人员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防水卷材产品存在很

大的问题，国家监督抽查的 17 个省当中的 84 个产品，
合格率为 94.6%，建筑防水卷材的标准性主要包括耐热，
耐碱性，耐氧化性，以及耐腐蚀性等 15 项，但只有四
种达到全部合格的标准要求，还有很大部分存在质量问
题。主要质量问题如下：
3.4.1 防水卷材可溶物含量问题

可溶物含量是分别防水卷材厚度指标，存在的问题
可以分为可溶性物质含量的缺少，因为含量不够，导致
它容易老化，保存时间不够长久，它的厚度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会使防水卷材防水性变差。
3.4.2 防水卷材的最大拉力时延伸率问题

防水卷材的最大拉力决定着建筑防水卷材的变形程
度，这个指标是由国家标准《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规定的，最大拉力即延伸率如果达不到合格标准，一旦
事故发生，此时的房建工程就会产生严重的断裂。
3.4.3 防水卷材加热伸缩量问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对于一些建筑需要在高
温下工作，这时候的建筑防水卷材，如果不能耐高温工
作就会容易发生断裂，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加热伸缩量没
有达到合格标准。防水卷材需要在高温工作的情况下，
一定要加强其加热伸缩量。
3.4.4 标识问题

标识是消费者最能直观了解防水卷材产品类型及相
关信息的，标识信息的不完整，可能使消费者无法了解
产品的相应性能指标，可能误导施工人员按错误的施工
方法施工。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主要有：生产企业对标准
不熟悉，不能按照标准要求正确、完整的标识产品信息。

4 涂料产品的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
4.1 环保型方向发展

涂料的品种结构应向着减少 VOC 含量、向着环保
化的产品发展。随着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通知的发
布，以及国家标准 GB/T 38597-2020《低挥发性有机化

表 1   近 5 年涂料产品抽查情况表

任务来源 抽查时间
受检企业

( 家 )
不合格企业

( 家 )
不合格企业
发现率 (%)

抽查批数 不合格批数
不合格产品
发现率 (%)

溶剂型木器涂料国抽 2017 年 100 3 3 100 3 3
溶剂型木器涂料国抽 2018 年 120 9 7.5 120 9 7.5
溶剂型木器涂料国抽 2019 年 120 3 2.5 120 3 2.5

内墙涂料国抽 2016 年 100 1 1 100 1 1
内墙涂料国抽 2017 年 100 5 5 100 5 5
内墙涂料国抽 2018 年 314 25 8 316 25 7.9
内墙涂料国抽 2019 年 300 15 5 300 15 5
防水涂料国抽 2016 年 39 10 25.6 39 10 25.6
防水涂料国抽 2017 年 40 2 5 40 2 5
外墙涂料国抽 2018 年 119 14 11.8 119 14 11.8
外墙涂料国抽 2019 年 180 6 3.3 180 6 3.3

涂料产品广东省抽 2016 年 160 5 3.1 260 8 3.1
涂料产品广东省抽 2017 年 182 7 3.8 250 7 2.8
涂料产品广东省抽 2018 年 150 10 6.7 150 10 6.7
涂料产品广东省抽 2019 年 125 25 20 150 27 18
涂料产品广东省抽 2020 年 85 19 22.4 172 2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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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的正式出台。将会进一步
促进我国涂料行业环保意识的提高，进一步促进我国低
VOC 含量涂料产品的推广使用，促进消费者及工业涂装
施工单位选用低 VOC 含量涂料产品，来推动涂料技术
的进步和规范低 VOC 含量涂料产品市场，从而实现减
少 VOC 排放控制大气污染的目的。所以开发新的品种
是巩固和发展环保涂料的重要环节，以环保促转型、以
绿色谋发展是企业未来的必由之路，各涂料企业需加快
转型升级的步伐。
4.2 功能化发展

我国的功能性涂料的发展几乎是空白的，所以我国
应在借鉴国外的技术来发展我国高档涂料的同时，开始
发展功能性涂料领域。比如释放负离子功能的内墙涂料，
释放人体有益的远红外内墙涂料等。
4.3 发展复合技术

复合化技术是提高和满足各类功能的有效途径，有
机 - 无机材料的合成技术可以研制出环保、价格低廉、
高质量并具有特殊功能的内墙涂料。比如有机硅改性丙
烯酸的耐候性与潮气固化聚氨酯透湿性相结合，以此来
达到双重特殊功能的作用。
4.4 推动涂料绿色环保认证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布的《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发展绿色产业”、“培育绿色
生活方式”、“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GB/
T35602-2017《绿色产品评价 - 涂料》国家标准发布，
同时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也建立了一系列绿色建材
评价的团体标准，驱动涂料行业绿色健康发展、涂料行
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速、民族品牌快速成长助推中国涂料
大国向涂料强国转变的特点。2019 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以绿色
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为绿色制造体
系的主要内容”。鼓励企业生产经营中引入生命周期思
想，优先选用绿色原料、工艺、技术和设备，满足基本
设施、管理体系、资源与能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
绩效的综合评价要求，并进行改进。“十三五”时期取
得绿色产品认证的涂料企业，为数很少，因此，“十四 
五”期间，将继续推动涂料企业取得绿色产品认证。大
力发展绿色产品，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是国家生态战略
和促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步。

5 产品监督抽查工作思路
5.1 加大监督抽查力度

目前部分涂料产品，以及防水卷材生产许可证已正
式取消，不用取证后产品质量可能会良莠不齐，监管部
门需通过加大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的监督抽查力度，保
障产品质量安全。依法及时公开抽查信息，加大对不合
格产品的查处力度。
5.2 加强建筑施工环节监管

针对建筑施工环节质量监管力度不够，工程用涂料
及防水卷材质量难保证，市场尚不规范等问题，建议主

管部门加大对工程建设用涂料及防水卷材的监管力度，
采取规定送检、授权抽查等多种形式控制产品质量，堵
住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渠道，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抵制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逐步建立公正、公平、有 
序、诚信的市场体系，从而保证了整个涂装工程及防水
工程的质量。
5.3 完善标准体系

我国涂料及防水材料的标准体系虽已基本建立，但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如标准的滞后以及新型产品无相关
标准等，标准的不完善给生产、消费、检验、施工、执
法带来了理解、执行和判断上的偏差和行为上的随意性，
也给制假者提供了条件。目前的防水卷材产品有部分产
品执行企业标准，而部分企业标准的指标要求低于现行
国家标准，规避了质量监管。建议加强防水卷材企业标
准公示监督管理，低于国家标准或产品实质无很大变化
的产品不予备案。
5.4 加强对有关家具厂采购和使用溶剂型木器涂料的监

管

部分家具厂过于重视经济利益，缺少社会责任感和
守法意识。根据国家 3C 认证的有关规定，家具厂有责
任和义务，购买和使用符合 GB18581-2020 标准的产品，
控制有害物质的排放和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而根据历
年抽查了解到的情况，家具厂采购和使用溶剂型木器涂
料十分混乱，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
家具厂的监管，严肃查处购买和使用不符合 GB18581-
2009 标准的溶剂型木器涂料产品的违规行为。
5.5 加强对涂料原材料的监督抽查

鉴于目前我国涂料生产企业的现状，造成产品不合
格的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原材料的采购环节。当然企业在
购买原材料时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质量控制，对造成产
品不合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市场上存在一些劣质
原材料也是事实。为了有效遏制源头，帮助涂料生产企
业提高产品质量，建议对原材料市场予以关注，采取有
效措施对原材料市场进行整顿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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