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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现 代 科 技 点 亮 文 化 建 陶
本报记者 郑 杨

今天，我们常在城市建筑上与陶瓷艺

术壁画不期而遇：从北京地铁前门站古朴

的《青山绿水》，到广州白云机场内雅致的

《富春山居图》，再到酒店大堂里展现城市

烟火气的图卷⋯⋯出自马可波罗文化陶瓷

工艺师团队之手的壁画，带给人独特的艺

术享受。

多年前，在建筑陶瓷上邂逅艺术是不

可想象的。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建平还记得，在“南国陶都”佛山，自

己毕业后所在的工业陶瓷厂门庭冷落，而

隔壁美术陶瓷厂参观者却络绎不绝，热闹

得羡煞旁人。建筑陶瓷与艺术陶瓷，一墙

之隔，不相往来。

一颗种子自黄建平心中萌芽：能否打

破这堵墙，让阳春白雪的艺术陶瓷借由建

筑陶瓷走进千家万户？他怀揣这颗种子来

到东莞，开启了“建筑陶瓷艺术化，艺术陶

瓷大众化”的探索。

从千年建陶文化找到竞争优势

“为实为适，唯新唯美。”走进位于东莞

高埗镇的马可波罗总部，8 个遒劲的大字

映入眼帘，诉说着企业的理念。

马可波罗不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当

黄建平接手这家从集体企业转为民营、资

不抵债的公司时，一度连工资都发不出。

怀着做“文化瓷砖”的信念，创业初期，

公司在仿古瓷砖上精耕细作，并在 1996

年 开 始 践 行 品 牌 化 运 营 ，“ 马 可 波 罗 瓷

砖”诞生。

如何才能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

2002 年，被誉为“刀笔书法第一人”的

艺术家陈复澄受邀前往东莞进行创作，当

黄建平亲眼见到一块瓷砖经大师之手转化

为艺术品时，灵光一动，找到了契机。他

斥资 3000 万元兴建了中国建筑陶瓷博物

馆，并引入陈复澄、杨晓光等大师的刀笔

书画艺术，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文化陶瓷系

列产品。

10 多年前，3000 万元对马可波罗可谓

巨资，一家民营企业花这么多钱去收集文

物、建博物馆，外人看不懂，在公司高层中

也不乏争议声。

“中国品牌不缺技术，缺的是文化力

量。”多年间，黄建平不厌其烦地解释执

意建馆的初衷，“博物馆让我们有了自己

的平台，让艺术陶瓷和建筑陶瓷在这里

融合、碰撞，在学科的交叉点寻找创新

灵感，而刀笔雕刻便是一个巧妙的实现

手段”。

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馆长、唯美文化

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红宇介绍，依托博

物馆形成的一支涵盖大师、设计师、工匠

的刀笔雕刻团队，不断将文化创新成果推

向 市 场 ， 大 大 提 升 了 产 品 附 加 值 ，“ 比

如，故宫金砖原来的制作工艺非常昂贵，

有‘一两黄金一块砖’之说，我们用现代

工艺还原古法金砖技艺，已开发了一系列

产品。再比如，城墙砖上印着年代等铭

文，我们受启发为每一片瓷砖打造了隐形

溯源码，一扫码就能追溯到生产时的班

长，保障了品质”。

从千年建陶文化中汲取的创新灵感，

让马可波罗瓷砖拥有了更广阔的市场空

间。“我们的产品应用于北京大兴机场、上

海世博园、敦煌丝绸之路文博会展中心等

工程。”朱红宇说。

工业科技支撑艺术陶瓷大众化

年轻工艺师展示行云流水般的刀笔书

法，刀下柔软而致密的砖坯显示出文化创

新背后的科技力量。

马可波罗一直坚持文化创新、科技创新

两条腿走路。黄建平清楚，要将艺术陶瓷

“嫁接”于建筑陶瓷，“大众化”才是真正的门

槛，而背后离不开现代工业技术的支撑。

他告诉记者，用传统工艺做陶瓷壁画

成本极高，先是手工拍泥板，经十几天阴

干，再把成型的瓷板抬到龙窑去烧，一套工

序下来，人的因素只占 30%，良品率很低。

马可波罗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建陶工业的先

进工艺、材料巧妙结合，良品率超过 90%，

造就了能走进千家万户的产品。

为了攻克核心技术、占领产业科技制

高点，马可波罗成立陶瓷产业研究院、打造

国家级实验室、建立国家级大师工作室和

技师工作站；鼓励各产区、各部门“揭榜挂

帅”，成立专项小组开展创新攻关，激发员

工创新活力；与多家高校建立了深度产学

研合作关系，并携手 16 家企业结成陶瓷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

发挥自主研发优势，使马可波罗一头

连接文化，一头引领风潮。岩板竟然能弯

曲？记者看到，其新研发的曲面岩板最大

弯曲弧度达 120 度，将岩板的应用领域从

墙面、地面拓展到圆柱、穹顶乃至台面、橱

柜、冰箱等几乎所有家居空间，成为一款

“万能材料”；同时研发的 AI 随机无限连纹

技术，采用 AI 地图指引，使任意弯曲造型

均可实现连纹效果，满足美学设计需求。

在马可波罗展厅，记者目睹了高科技

带来的各种可能：大自然的岩石纹理再现

于陶瓷岩板上，价格从每平方米万元级变

为千元级；陶瓷抗折实验仪上，厚度为普通

花岗岩一半的马可波罗岗岩，抗压能力却

强大一倍；能代替地暖的发热陶瓷、自带

“夜灯”效果的发光陶瓷令人大开眼界⋯⋯

马可波罗控股营销中心市场部总监许小勇

介绍，公司每年推出上百款新品，目前已申

请国家专利 1000 多件，数十项成果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去年，原料涨价等因素让建陶行业面

临许多困难，马可波罗以新技术赋能新产

品，拓展新渠道。目前，马可波罗全球五大

生产基地的数字化、智能化指标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以品牌自信重走丝绸之路

2021 年，世界品牌实验室评定“马可

波罗”品牌价值达 637.58 亿元。“实践证明，

文化强才有话语权，才能提升品牌价值。”

黄建平说。

马可波罗很早就有“以文化铸品牌”

的 意 识 。 1996 年 注 册 “ 马 可 波 罗 ” 商

标，成为建陶行业最早进行品牌化的代

表；1998 年，马可波罗瓷砖建起了建陶

行业第一家品牌专卖店；2007 年，冠名

CBA 深圳马可波罗篮球队，开创家居行

业体育营销先河；近年来，马可波罗除了

悉心打造博物馆，还几度重走丝绸之路，

启动马可波罗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行动，为

品牌注入深厚文化内涵。

2017 年 4 月，马可波罗在美国田纳西

州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成为第一家把工

厂开到美国的中国建陶企业，品牌国际化

迈出坚实的一步。

“外国人说我们的丝绸之路很牛，用泥

巴换回了黄金白银。现在中国陶瓷在国际

市场上没有世界名牌，马可波罗‘走出去’

就是想创造一个世界品牌，重塑中国陶瓷

的辉煌。”黄建平说。今天，马可波罗瓷砖

已 在 全 球 拥 有 数 千 家 专 卖 店 ，产 品 畅 销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在美国也

遇到了招工难的困扰，但从来没有后悔当

初的选择。现在许多国家对中国文化越来

越向往，中国品牌要相信文化的力量。坚

守下去，我们有信心让中国陶瓷重新站上

世界舞台。”黄建平说。

今年以来，已有 10 家上市煤炭企业披

露一季度业绩预告，全部实现预增。

煤炭企业利润大涨，主要得益于市场

需求旺盛，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自去

年 4 月起，受煤炭供需等因素影响，国内煤

炭价格开启涨势，10 月中旬，5500 大卡动

力煤价格突破每吨 2600 元，刷新历史高

位。为保障能源供应，国家层面要求煤企

保供增产。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规模以

上 煤 炭 企 业 产 量 达 40.7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4.7%，创历史新高，中央企业煤炭产量首次

突破 10 亿吨。

高煤价支撑下，中国前两大煤炭上市

公司创下历史最好业绩。据统计，中国神

华去年实现营收 3352.16 亿元，同比增长

43.7%；归母净利润 502.69 亿元，同比增长

28.3%，刷新历史最高水平。中煤能源实现

营收 2311.27 亿元，同比增长 63.96%；归母

净利润 132.82 亿元，同比增长 124.8%，创下

其 2006 年上市以来新高。其他煤炭上市

公司也赚得盆满钵满。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高企的业绩下，当

前煤炭企业仍然缺乏成长性。与其他国家

相比，我国煤炭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趋

同，非煤产业发展质量不高。虽然神华集

团、中煤能源等一大批煤炭企业快速发展，

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但还

有更多的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单一、市场竞

争力不足，业绩大起大落成为煤企常态。

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背景下，

煤炭消费比重不断降低是大势所趋。同

时，我国煤炭企业历史欠账多、财务负担

重，技术改造、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投入

大，需要一定的盈利水平来保障企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煤炭企业应保持客观、理性，不能因短期煤价虚高而高

估行业前景。

近年来，一些有前瞻性的煤炭企业已经开始积极转型。一方面，

做精做优煤炭产业，上大压小、增优汰劣、优化布局，推进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推动煤炭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土地

资源布局新能源，围绕矿山资源开展综合利用，构建“风光火氢储”多

能互补清洁能源产业链，打造盈利新增长点。

“双碳”目标下，留给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的时间非常紧迫。在业

绩向好、现金流充沛的当下，煤企更应未雨绸缪，抓紧转型“窗口期”，

走出“市场好时无心转型，市场差时无力转型”的怪圈，设立好转型升

级“路线图”和“时间表”，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煤企别错失转型

﹃
窗口期

﹄

王轶辰

今年全球量产及试生产纯电动车型将达 15 款——

宝马驶上电动化快车道
本报记者 杨忠阳

锚定清晰路线，加速推进电动化攻势，宝马集团

正引领大型豪华车细分市场迈入纯电动时代。4 月

20 日，全新 BMW 7 系在北京举行全球首发，首次向

世界展示了创新 BMW i7。这是宝马为中国带来的

第 5 款 纯 电 动 产 品 ，也 是 宝 马 纯 电 动 产 品 阵 容 的

旗舰。

创新 BMW i7 新车搭载宝马第五代电力驱动系

统，并采用先进的计算平台和智能装备，在技术上具

备 L3 级自动驾驶的可能。

“今年我们将在中国市场供应 5 款纯电动汽车，

包括在沈阳生产基地推出纯电动 3 系，以及此次全球

首发的纯电动 7 系。”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高乐说，i7 是集团发展和坚定电动化转型的

最新例证，“中国不仅是 7 系在全球的最大市场，还是

未来汽车设计趋势的引领者”。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和市场保有量

不仅跃居全球第一位，而且创新动能强劲。作为全

球动力电池的代表，宁德时代有力助推了中国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没有宝马，就不会有今

天的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宝马项目总监朱凌波曾

表示。

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初期，中国动力电

池领域的技术和标准都处于一片空白。虽然宁德时

代积累了不少消费电池方面的研发生产和制造经

验，但并不能直接应用到动力电池上。当时，华晨宝

马也刚开始试水电动汽车，为之诺 1E 和宝马 5 系插

电混动车型寻找动力电池供应商。在宝马的电池供

应商名单中，宁德时代并非首选项，最初只拿到了宝

马“之诺 1E”这个项目。但就在这几百台车的合作

中，宝马看到了宁德时代的效率，果断将 5 系混动二

代项目交给宁德时代，同时转交的还有一本“厚书”。

原来，这本“厚书”详细介绍了动力电池生产、制

造、检验、认证和测试的全部流程及技术标准。华晨

宝马时任负责人魏岚德说，公司当时还聘请专家团

队到宁德时代帮助其建立联合开发团队，共同研究

动力电池生产标准，建立工艺流程。随后，宁德时代

便开启了发展加速度。

数据显示，2021 年宝马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增

长 70%，超过 32 万辆。“为保证电芯的充足供应，我们

将第五代 eDrive 电力驱动系统配备的电芯采购量，

从 120 亿欧元增加至 200 亿欧元以上。”宝马集团董

事长齐普策说。

基础设施对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可或缺。高

乐告诉记者，目前宝马在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

超过 15 万辆。配合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加速，宝马一

直重视相关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宝马通过与我国企

业合作，积极拓展充电设施建设，方便消费者通过

My BMW APP 及时快捷地找到附近的充电桩。截至

今年 2 月底，宝马即时充电已动态链接超过 38 万根

公共充电桩，其中包含超过 20 万根的直流快充桩；

390 余家宝马经销商充电站已覆盖全国超过 120 余个

城市。

“今年宝马在全球量产及试生产纯电动车型将

达 15 款，覆盖约 90%的细分市场。”齐普策透露，

基于全新构架的“新世代”车型将在 2024 年开始试

生产，并于 2025 年亮相，届时宝马将在全球交付

200 万辆纯电动车。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全

球汽车产业驶入电动化转型快车道。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表示，无论是跨国车企、传统

自主品牌，抑或是造车新势力，都在围绕这一新的趋

势，通过创新驱动，加快电动化发展，力争赢得未来

竞争新优势。本版编辑 刘 佳 向 萌 美 编 倪梦婷

马可波罗自主研发的曲面岩板，最大弯曲弧度

达 120 度。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东莞迎宾馆国际会议中心展示的陶瓷壁画《红荔

飘香》。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