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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哪一行都
应该有哪一行的规矩。”东莞一家生
产软体床等产品企业的市场部总监
陈经理调侃地说，这下应该可以睡
个安稳觉了。虽然多年来一直在做
生产和销售床的生意，但却一直被
山寨产品和冒牌所困扰。

在陈经理看来，一个行业如果没
有标准，就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规范
的市场竞争行为，最终给消费者和
企业都带来麻烦。达芬奇事件的发
生，让更多企业期待行业标准的出
台。

日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首个中国“软体床行业标准”正式实
施。由于该标准的出台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将为软体床的质量、安
全、环保等性能做出全面规范，受到
业界和消费者广泛关注。专家表示，
该标准的出台，在使软体床市场更
加秩序化、规范化的同时，必将引发
寝具业转型升级浪潮。

进入门槛提高

“有了标准，做事就可以按标准
来执行。”
据了解，新标准对这一行业从术

语、生产到环保、包装再到运输、贮
存等都做了明确规范。由于对各个
部件均有全面涉及，将进一步提升
软体床产品的专业水平。标准对软
体床的精细规范，深入到行业的各
个环节。
陈经理所在公司生产的床垫可

以保质 15 年，可是他并不知道，真
正意义上的好床垫保质应该是多少
年。因为这个行业一直都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也就谈不上规范。

全国家具标准化委员会秘书长
刘耀国介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技术条件的改善，近年来，对
软包家具、软包床具的需求递增。但
是由于行业标准的缺失，市场上的
软体家具良莠不齐，部分产品质量
品质比较差，甚至出现危害消费者
的有害物质。

正因为如此，2008 年 7 月，根据
国家部委的计划，广东省家具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站东莞站和东莞市慕

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始
启动软体床标准的制定工作。经过
进一步的市场广泛调研，多次召开
研讨会，形成了软体床的标准。

刘耀国表示，慕思寝具等企业参
与标准的制定，将使标准更加贴近
市场，“软体床行业标准”的颁布实
施，标志着我国软体床行业从此有
了首个全面而规范的生产和检测标
准，对此，作为行业领头羊的慕思功
不可没。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副会长、慕思

首席文化执行官、新闻发言人邱浩
洋在贯标会致辞上表示，慕思作为
主要制定单位全力推动标准的出台
并积极推动标准的贯彻实施，最大
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推动行业健康
良性的持续发展，进而拓宽软体床
行业产业格局，让中国的健康睡眠
事业拥有更广阔的前景。

刘耀国表示，标准的出台与实
施，标志着我国在与人类健康睡眠
最密切相关的软体床类产品上从此
有了第一个行业标准，结束了我国
软体床领域无标准的历史。同时也
意味着我国软体床类产品生产门槛
低、产品品质良莠不齐、重包装而不
重产品本质的现状将得以改善。
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张冰冰告诉记者，该标准的出台
结束了我国软体床领域无标准的空
白，对于规范寝具业健康良性发展，
提高寝具企业遵守行业标准的自觉
性，提高产品质量水平，维护消费者
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国家质检总局、国标委
于 1999年曾发布实施了《软体家具、
弹簧软床垫和沙发抗引燃特性的评
定》等软体床相关标准，对软体床的
安全、环保、质量检测做了规定。但
这些标准仅仅局限于一些部件的检
测，未能对软体床做出全面的检测
规定。
此次软体床标准的制定，除了在

严格规范家具材质的品质外，还对
家具在生产、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环
保问题进行了严格规定。对于家具
产品中的甲醛、可溶性重金属、禁用
偶氮染料含量、禁用可分解芳香胺
染料含量等有害物质限量都作了强
制性的技术要求；并对公共场合家
具及其组件的阻燃性进行等级分
级，分为阻燃 1级、阻燃 2级，规定了
判定指标和试验方法，对产品安全、
环保问题有了更完善的考核。

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全国家
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朱长岭表
示，由于《软体床》行业标准的专业
化程度很高，因此，企业必须在研
发、制造等方面具备最尖端的技术，
拥有大量的成功经验。

行业变革加速

虽然从事软体床等家具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已多年，但陈经理并没
有太注意软体家具的标准规范。因
为工厂之前常年从事加工贸易生
意，执行的标志也都是代工产品的
标准，也就是完全按照欧美客户的
要求执行。
“金融危机后，海外市场萎缩，

企业开始生产转内销，要开启国内
市场就需要打造企业品牌。”陈经理
说，“但谈何容易。大家都在做，各做
各的，按照各自的标准加工，好品牌
好质量显现不出来，”给企业生产销
售带来不小麻烦。
软体床标准的出台与实施，或许

让陈经理看到了行业良性发展的未
来。

东莞名家具俱乐部副秘书长余
旭辉表示，东莞家具企业较早与国
际市场接轨，软体家具在技术、材料
和环保安全上具有很高的品质。此
次新标准的实施，对东莞家具企业
应该是一大利好。“品质的领先使东
莞企业在市场上取得先机，从而占
领国内市场的制高点，加速行业进
行整合”。
表达同样看法的还有张冰冰，她

表示，中国软体床的标准化工作进
程，对整个中国家具产业以及行业
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产业
的发展和行业的进步需要协会组织
以及行业内的优秀企业共同努力，
从标准入手，逐步拓宽家具产业格
局。

据了解，我国软体床行业一直缺
乏全面而规范的生产和评测标准。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规范企业而

言这是一次机遇。陈经理说，为了极
力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以往的山
寨企业在技术、材料等方面往往偷
工减料，甚至出现假冒伪劣产品。
而新标准在环保、材料等细节上

要求比较严格。比如，在软体床的理
化性能方面，软体床的泡沫的回弹
性能必须高于 35%，压缩永久变形
必须小于 10%等。行业内的一些家
庭小作坊，或者靠偷工减料维持生
计的山寨企业必将面临出局。
对大中型企业来说，标准的出台

意味着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提高，这
将在客观上提高生产成本以及品牌
运营能力。因此，正规企业也将在挑
战中调整品牌战略，否则也面临被
边缘化的风险。
刘耀国分析认为，标准的全面实

施也意味着我国软体床类产品生产
门槛低、产品品质良莠不齐、重包装
而不重产品本质的现状将得以改
善。而随着新标准的全面执行，行业
变革洗牌也在所难免。

在连续两年井喷式增长之后，2011年中国汽车业进入调
整期。这给作为汽车、机械装备必不可缺的液体备件的润滑油
提供了向高端迸发的缓冲期，其中不乏民族品牌。

一位国际润滑油企业的中国区高管在采访中曾表示：“未
来 10年，中国将全面跨入汽车时代，谁能赢得中国市场，谁就
将赢得全球润滑油市场的未来。”

去年的车市很给力，超过 1700万辆的销量创造了中国汽
车史上的最高纪录，更是达到汽车大国美国的历史最好水平。

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开发了车用润滑油这座巨大的宝
藏。轿车销量每增加 100万辆，润滑油需求就会增加约 9.1万
吨。预计到 2020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润滑油
消费国。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1—10月，我国润滑油产
量为 682.9万吨，同比增长 8.8%；其中 10月产量为 66.7万吨，
同比增长 0.5%。

如何让企业在“十二五”期间在车用润滑油行业上发挥自
己的自然优势和社会优势，确定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在强手
如林的中国车用润滑油行业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广大的车用
润滑油企业发展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标所在。
“润滑油行业的市场特点决定了高端品牌占据了大部分

的市场份额。”东风油品集团执行总裁梁冰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

目前，韩国 GS优质基础油和技术工艺已获得奔驰、宝马、
沃尔沃、现代起亚、三星电子等多家大型企业的认证，产品可
满足国家级大型工业项目与特种润滑油的需求，为工业发展
提供高科技的润滑油支持。

卓创资讯润滑油分析师王建刚说，亚洲油品巨头的到来，
短时间内难以撼动壳牌、美孚等国际一线品牌的地位，“受冲
击的是国内的品牌，如长城、昆仑等”。 他认为，尽管在市场布
局上，这两大品牌已抢先起步，但在基础油质量方面，国内品
牌稍逊。而在高端润滑油市场，基础油的好坏是能否跻身一线
名单的核心因素。

纵观国内市场，“散、乱、小”是中国润滑油市场的现状，全
国润滑油生产企业实力不等有几千家，总体呈现“三足鼎立”
的竞争格局。

业内人士介绍说，在高档市场，国外品牌占尽优势；在中
档市场，主要有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两大国有石油公司掌舵；
在低端市场，则维系着大多数地方民营企业。

当前，国内的润滑油市场规模已逾 1000亿元，其中高端
产品占到 20%的利润份额，使高端市场迅速上升为润滑油竞
争的主战场。美孚、壳牌、嘉实多等洋品牌与长城润滑油等本
土品牌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其他的民族品牌在一段时间内
只能是“旁观者”。

由此可见，未来的中国润滑油市场，兼并收购不是新鲜的
事情，而民族品牌的崛起，也是战争的另一个看点。

专家预测，随着国内品牌的不断崛起，润滑油行业将更加
光芒四射，竞争将呈现白热化。一直以来，少数洋品牌占据大
部分利润份额，是本土润滑油企业的症结所在。“突围”、“塑造
品牌”成为众多润滑油厂商一直记在心间、挂在嘴边、快速行
动的第一准则。

国产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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