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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银丰陶瓷
“一带一路”上的神话传说

本报记者 刘剑波

作为陕西省县域经济

发展领头羊的神木县，

2012年以来，受宏观经济不

景气影响，能化产品市场需

求缩减，价格大幅下跌，民

营 经 济 发 展 一 度 步 履 维

艰。困难中，如何坚定信

心，突破发展，成为摆在神

木县委、县政府和广大民营

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神

木当地企业从最初艰苦的

创业、曾经的辉煌、遭遇的

低谷及其实现企业转型，普

遍 代 表 了 神 木 经 济 的 发

展历程。而一个女人传奇

的创业经历也许在向人们

诠释着什么……

在陕西神木县和山西交界的地方，

有一个叫万镇杨辛湾的村子。刘银娥，

一个神木人都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女

强人，1962年出生在这里。苦难有时

就是财富。生在大饥荒年代的这个陕

北的女娃子，和当时大部分的神木人一

样，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但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她就从卖一根冰棍五分钱

只赚一分开始，捞得了人生真正意义上

的第一桶金：500元。之后她用这笔钱

开办百货门市部，办起了“水暖建材五

金门市”，事业开始不断的进步和扩大。

后来，她又开始带领乡亲们一起开

了几家水暖建材五金门市连锁店。

2001年，刘银娥看到神木煤焦市场的

前景可观，在锦界地区办起了焦化厂。

为降低焦油成本，确保焦化厂的可持续

发展，同年，她又决定投资办煤矿。年

产原煤6万吨的青草界煤矿很快就办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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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加上实干，使刘银娥的事业如

长了翅膀一样，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

道。2002 年后，她陆续接触矿产资

源。其后的几年，企业也随之“脱胎换

骨”般地发展壮大起来，十余家子公司

应运而生。

2007 年创办了神木银潮矿业公

司；2008年，成立陕西国粹生物多肽有

限公司（投资2.35亿元人民币）；2009

年，成立了神木县小康农业有限责任公

司，同年组建成立了陕西银潮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陕

西省神木银丰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金3.5亿元人民币，总投资30亿元人

民币，占地1980亩）；2009年八月成立

了陕西神木枣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了

红枣示范基地2000亩（总投资1.8亿元

人民币）。集团旗下的控股企业有：北

京银潮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银潮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银潮国际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北京红石丰铭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银潮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博鳌红石滩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红

石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三亚北

欧国际度假村有限公司；海口赛强发展

有限公司；神木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西安国萃公司；西安银隆地产公司

等。

经历了33年的创业，刘银娥从一

个普通的农村主任成为银潮矿业集团

董事局主席。辛勤劳动的付出得到了

可喜的回报，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荣

誉接踵而至：陕西省、市、县人大代表，

政协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市、县

妇联命名的“双学双比”女能手；优秀女

企业家；陕西省公益事业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十佳民营企业家

等。

陕西神木坐拥丰富的煤炭资源，

探明煤炭储量500多亿吨。煤炭产业

在神木当地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特别是2005年之后，煤炭价格一路大

涨，“煤老板”一度成为有钱人的标

签。2008 年神木县煤炭年产量则达

到两亿吨，被称为中国的“科威特”，迈

入全国百强县行列。

就在这时，刘银娥做出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投资陶瓷。2009 年，独具

慧眼的刘银娥注册资本3.5亿元、总投

资30亿元人民币的“陕西省神木银丰

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第一家入驻

佛山·神木陶瓷工业园的陶瓷墙地砖

生产企业，成为神木首家入园建厂的

非煤工业企业，也是陕北能源基地工

业转型升级、资源综合利用的代表型

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国共有建筑

卫生陶瓷企业4000多家，从业人员上

百万人，中国已成为世界陶瓷生产大

国，这对于刘银娥来说无疑是一种挑

战。但是，由于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

响，陶瓷市场仍以中低档产品为主，高

档产品的比重偏小；产业布局极不合

理，“南重北轻、东大西小”畸形发展；主

要产区重复建设，投资过度膨胀，区域

市场相对饱和，竞争激烈，矛盾十分突

出；尤其是近几年，迫于环保、能源、土

地、运输、原材料、安全等方面的压力，

挤压了陶瓷企业的利润空间，南方地区

许多陶瓷企业开始向外寻求新的发展

空间，向周边地区迁移已成定势。将资

金和技术逐渐向西部和具有资源优势

的地区转移，寻求新的发展空间，陶瓷

企业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转移是未来

产业的发展趋势。

而神木县的地理位置就成为了发

展的优势。神木县位于陕西省北部，晋

陕蒙三省（区）接壤地带，陕北能源化工

基地中心，历史悠久，资源富集，交通便

利，设施完善。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

断深入和西部大开发强大经济杠杆的

撬动，西北部地区和神木的经济飞速发

展，神木及周边的西北部地区也成为我

国建陶产品的庞大市场。

为了充分发挥神木县的资源和能

源优势，抓住沿海发达地区经济产业转

移机遇，不断拓展神木县产业发展领

域，优化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在国家“一

带一路”中心地带的区域优势，神木县

委、县政府在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

的基础上，决定在神木第二新村工业区

设立“佛山·神木陶瓷工业园区”。

而煤炭市场的低迷证明刘银娥当

初的抉择是正确的。从 2012 年下半

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煤炭价

格大跌，昔日的“黑金”如今风光不

再。“以钱生钱”的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神木也随之结束了“黄金 10 年”的发

展期。神木这个以资源为主导的县，

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变，以能源起家

的众多企业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

中，企业转型势在必行。

银丰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

回收并利用园区周边煤矿采空区废

弃高岭土资源，和园区兰炭企业排空

兰炭尾气作为燃料材料，实现园区资

源的减量化和再利用，大大节省了原

料及燃料成本。该项目的实施，能够

就地消化大量高岭土、煤矸石，不但

能让高岭土、煤矸石变废为宝，还能

减少大量固定废弃物的排放，有利于

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该技术在全国尚属首

例。

银丰陶瓷专注于陶瓷内墙砖、仿

古砖、抛光砖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与销售。目前已建成一条年

产1000万平方米内墙砖生产线，主要

生产内墙砖、仿古砖、抛光砖，拥有盛

世长城、幸福里、御丰、蒂德尼、罗玛

铭居5个品牌，项目预计总投资8.9亿

元，其中投资 6.5 亿元计划建成 12 条

年产 3600 万平方米陶瓷墙地砖生产

线；同时投资 2.4 亿元配套建设 60 万

吨籽煤干馏制气车间（位于神木县上

榆树峁工业园区），总占地面积278.94

亩。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通过制气

装置，每年为陶瓷生产线提供 6×

108Nm3的焦炉煤气，作为陶瓷生产的

燃料。如今，煤气输气管道全部敷设

完成。制气项目 1 期 30 万吨焦化炉

建设完成，原煤场地、储焦场地、加压

部分、办公室生活区也已建设完成。

2 期 30 万吨预留地场平工作也已完

成。

截至2015年6月，陶瓷墙地砖项

目 1 条生产线已基本建成、配套籽煤

干馏制气及输气管道项目已经建设

完毕。该项目年投入总能耗1023000

吨标准煤，年产能源为898960吨标准

煤，每年可节约燃料约 225774 吨。

焦炉煤气利用率为 100％，可循环使

用水量为 266475t/d。年可减少当地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60多万吨，年可减

少废气外排6×108Nm3。预计2020年

项目全部建成运行后，每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 8.4 亿元、上缴利税 2.6 亿元，

将提供就业岗位 2800 多个。届时将

成为西部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

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而公司以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地

方产业政策为导向，以改革发展为动

力，以科学管理为基础，以提升团队

素质为根本，以安全为保障，以质量

求生存，靠创新求发展。始终坚持低

碳循环经济的企业发展观，认真落实

“赏识员工、培养员工、依靠员工、成

就员工”的人才观，努力形成“为您想

的更多，为您做的更好”的企业经营

理念和“严谨、求实、创新、进取”的企

业精神。把企业建设成工艺先进、设

备一流、管理有序、环境优美和效益

良好的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

力的建筑陶瓷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 400 多人，平均年

龄 26 岁，主要技术人员有生产厂长、

技术部长、联合主任、原料主任、制釉

主任、压机主任、窑炉主任、釉线主任、

分选主任、包装主任、电气主任、机修

主任、泡沫主任及相关工段技术员。

特别是公司从广东、山东、江苏、贵州、

四川等地引进专业技术人员22人，硅

酸盐或相近专业14人，大多有10年以

上陶瓷生产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专

业素养和娴熟的生产技术，熟悉设备

工作原理、工艺流程、工艺指标，能及

时消除产品缺陷，确保安全、环保、连

续、稳定、优质生产。为快速打开市

场，公司专门组建了销售团队，目前在

编人员共16人，平均年龄27岁，其中

本科以上学历12人，大专学历4人，具

有丰富的营销经验和广泛稳定的经销

商客源。产品立足陕西，覆盖北京、天

津、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青

海、新疆等省市区，产品已经得到市场

认可和客户的广泛好评。

陶瓷生产成本的构成是，原料成本占30%—40%，燃料成本占

30%—40%，其它成本占30%—40%。陶瓷生产主要原料是高岭土、

石英和长石三大类原料。

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信息中心”资料显示，目前在神木县

及其周边地区（陕西省范围）已探明并能够应用于陶瓷生产的原料

主要有煤层高岭土、石英砂岩和长石石英砂岩。已探明神木县境

内石英砂的工业储量为1121万吨，其中二氧化硅含量在97%以上，

长石石英砂岩虽无准确工业储量，但从目前开采情况看储量也在

1000万吨以上；距神木250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优质长石

储量丰富，在陶瓷行业众所周知。总之，在以厂址为中心100公里

半径范围内，能够得到陶瓷墙地砖生产所需原料的60％；250公里

半径范围内，能够得到陶瓷墙地砖生产所需原料的95％以上，所以

在神木发展建筑陶瓷产业原料资源优势明显，这一优势则被刘银

娥充分利用起来。

同时，神木众多的焦炭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焦

炉煤气，由于无法利用而白白浪费，且污染环境。在建筑陶瓷生产

过程中燃料的成本占到了总生产成本的30%—40%，焦炉煤气作为

良好的燃料，加以利用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够减少环境污

染。神木及其周边地区不仅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优质廉价的

燃料是神木县发展建筑陶瓷产业最明显的优势。

银丰陶瓷的成本优势主要反映在燃料和坯体原料价格较低，

该项目产品的预测成本与佛山产区同类产品相比，优势较明显。

总成本至少相差5.54元/m2，主要是原料、燃料和电力3项合计至

少相差6.75元/m2。银丰陶瓷的创新与发展，是实现产业集群化，

做大做强能源工业企业由单一“黑色”向“多彩”产业的延伸，集团

无论在企业规模、竞争力及硬实力方面，还是在技术创新能力、营

销能力、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融资能力以及集团治理等软实力

方面，均能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作为一个优秀和成功的女民营企业家，刘银娥无论在身价过

亿的今天，还是一贫如洗的过去，从未忘记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

人，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还会一如既往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

展，帮助和引导更多的人走上创业之路，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称赞：为神木县修复杨家城古文化遗

址，捐款20万元，以及为保护文物、修缮古迹庙宇捐资580万；资助

煤业协会公益事业10万元；为建设平安神木、和谐神木成立了禁

毒志愿者协会，捐款20万元；2007年，县上启动实施“双百帮扶”工

程，帮扶花石崖镇大石头沟村和万镇杨辛湾村等11个村修路，捐

款300多万元，改写了村民们出路难的历史；2009年初，投资200多

万为孤寡老人们修建养老院，为老人们每人每年发2袋米、2袋面、

10斤肉，资助村民开办养殖场，带动家乡致富；为家乡学子助学圆

梦，资助大、中、小学生40多人，总资助100多万余元，并帮助残疾

人员树立信心，帮他们自己创业；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为“陕西省

神木县三大民生慈善基金会”捐款6000万元。自2006年至今累计

为社会捐献人民币7180多万元，物资若干。为众多的企业家树立

了榜样，同时也履行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勤劳、善良和智慧为做人

之本，和善与诚信为处世之道，虽经沧桑、历万难但永以纯净的目

光直面人生”。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见到这位传说中的

女强人时，第一感觉就是饱经岁月的脸上带着男人才有的坚毅

和淡定，谈吐温文尔雅，浑身洋溢着女人的气息和智慧。当记者

问及陶瓷行业是南方的强项，为什么要在北方来做时，刘银娥自

信地笑了笑说：“我的产品无论从技术、工艺，还是质量上，现在

已经达到和超过了同类产品的要求，甚至处于领先地位，最让我

骄傲的是价格优势，同样的产品，我的成本低于他们的三分之

二，同样以低于他们三分之二的价格让利于消费者，还愁没有市

场吗？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科学管理，建立完善的市场

营销体系，让银丰陶瓷借‘一带一路’之东风，走出陕西，走出中

国，走向全世界。”

“胸中有丘壑，叶纳百万兵”。从当年叱咤风云的煤老板，到

现在银丰陶瓷的董事长，刘银娥和她的企业与神木大部分民营企

业和企业家一样，都经历了质的转型，她的发展，是中西部地区民

营企业特别是以能源发展为主业的企业发展代表，记录着民营企

业发展的进程，也记载着民营企业改革的阵痛。她的创业历程成

为当代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缩影，彰显空前活力。银丰陶瓷

也必将乘“一带一路”这条大船，扬帆远航。刘银娥——一个平

凡而又不平凡的女人，或许还将书写神木更多的神话传说。

刘剑波

依托科技创新变废为宝 整合优势推动产业升级

一个大胆的决定 一次华丽的转身

一分钱开辟一个新纪元

利用资源优势 打造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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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丰陶瓷董事长刘银娥向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介绍工艺

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