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淼 杨颖 魏小央

03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Business Views商事广角

编辑：杨颖 电话：95013812345-1023 myyaowen@163.com 制版：何欣

2011年8月4日 星期四

近年来，中国的木材进口呈现快速增长的

势头，木材进口量不断增加。福建莆田口岸是

中国原木进口最大的水路口岸。近日，福建莆

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莆田口岸共检疫进口原木 11.89 万

立方米，货值 1852.2 万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

增长 58.5%和 64%。进口的大量增加引发了各

界对中国木材供应的担忧。不久前，全球林业

产品行业供应商 RISI（美国锐思公司）更是预

计，到 2015 年，中国的木材供应赤字（其原木和

圆木进口量与木料、木板、木刨花和木浆等主

要产品的进口量相当）将从 2009 年的 1.07 亿立

方米猛增到 1.82 亿立方米。

据了解，短短两年（从 2008 年至 2010 年）

内，中国的木料进口量就增加了一倍多，再加

上，从今年年初开始，全球木材资源紧缺的信

号不断发出，进口木材涨价早已不是新闻。业

内人士指出，东南亚、非洲、北美洲以及俄罗斯

等地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木材进口来源地，但在

资源减少、国家政策限制、汇率和运输费用上

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地区的木材价格

与前两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木材及

相关行业的原料荒已经迫在眉睫。

木材供应将持续趋紧

如今，世界性森林资源的逐渐减少早已

是不争的事实。

自去年以来，国内以及世界各主要木材

生产国频频出台木材出口严控政策，在保护

本国森林资源的同时，也导致其可出口的木

材 (尤其是原木)数量急剧减少。

今年上半年，东南亚部分国家均实行了

木材封关政策，加大了木材出口的控制力度，

严格限制每个港口的木材出口量。这不仅使

这些地区的木材出口量较往年大幅下降，而

且也使得下游市场的货源变得更为紧俏，特

别是坤甸、梢木、金丝柚、卡丝拉等热门品种，

货源更是奇缺。近日，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的

通知指出，马达加斯加地区的黄檀木、乌木等

珍稀濒危树种正在迅速减少，已经引起了许

多国家的注意。这些树种是传统风格红木家

具的主要原料，其数量减少将对高端古典家

具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而纵观国内木业，国家实施天然保护工

程，对林区进行禁伐、限伐后，国内适合制作

家具的木材供应量正在不断减少。据悉，吉

林、云南、广西等木材生产大省均表示林业大

幅减产。

业内人士指出，今后，国内外的木材供应

趋紧局势将更加明显。

中俄木材贸易面临考验

更让各界担心的是，中国和老伙伴俄罗

斯之间的“默契”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

业内人士介绍，作为世界上的木材消费和生

产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本应在木材合作方面

潜力巨大。但是，在全球通胀预期强烈、资源

型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趋势下，中俄木材贸

易正面临新的考验，成本的不断上升正使中

俄双方的木材交易难度不断加大。

“ 木 材 贸 易 的 主 体 是 资 源 型 的 大 宗 商

品。在全球通胀预期强烈的背景下，大宗商

品价格一直大幅上涨，不断推高的进口成本

挤压了进口商盈利的空间，这使得交易的难

度 不 断 增 加 ，出 口 商 的 利 益 也 随 之 受 到 影

响。”锦秀木业董事长蔡慧星告诉记者，现在，

中俄木材贸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短时间内

还将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成本是下下

策，应该在转变贸易方式上多下功夫。

蔡慧星表示，在进行原木交易的基础上，

多增加一些深加工方面的合作，像木制品、木

雕及艺术品、民用家具、办公家具、酒店家具

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商家还要注意减

少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推进低碳和环

保木材的深加工以及利用木制产品剩余物制

造可燃烧的环保燃料等项目。延长产业链

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是资源型产品未来

的发展趋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未来中

俄木材贸易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突破制约中

俄木材贸易的“瓶颈”。

“最优候补”美国未必适合中国市场

近来，随着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木材的数量

不断下降，美国一直借机大力宣传本国木材，

希望能够在中国木材进口中占据更多的份

额。据了解，2010 年，美国对华木材出口较

2009 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已经超过日本

和加拿大，成为美国木材最大的海外市场。

那么，美国是否能成为继俄罗斯之后，中

国木材进口的“最优候补”呢？对此，北京林

业大学博士尹琦表示，美国只有一小部分阔

叶树锯材价格相对低一些（这里要考虑到美

元贬值和人民币相对升值的因素），利于中国

进口，而针叶树原木、针叶树锯材和阔叶树原

木则不一定适合中国市场。

据尹琦介绍，中国每年从俄罗斯、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进口的木材产品量占比很大，

但除这 3 个国家之外，美国、加蓬、德国、泰国

等也都是中国主要的木材进口来源地。具体

来看，中国的原木进口主要来自俄罗斯、加

蓬、马来西亚 3 个国家，其中，原木绝大部分

来自俄罗斯；锯材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美国；胶合板主要从印度尼西亚和

马 来 西 亚 进 口 ，韩 国 也 能 占 到 一 小 部 分 比

重，但是，每年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

口的胶合板还是占绝对地位，每年都超过七

成；单板主要来自于马来西亚，其次是柬埔

寨；木片进口量的九成源自澳大利亚，其次

是 南 非 ；木 浆 的 进 口 来 源 国 每 年 都 比 较 固

定，主要是加拿大、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智

利、美国以及巴西；纸和纸板主要来自美国、

韩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

“目前，中国各类木材进口国的分布并没

有发生变化。虽然从俄罗斯进口的木材较以

往有所减少，但俄罗斯仍是中国主要的木材

进口国。另外，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

木材市场由于种种利好条件，值得中国相关

企业多加关注。”尹琦说。

高成本围困相关行业

2011 年下半年，随着国内东北地区限伐

政策的继续实施，以及国外各产材地的出口

严控政策继续执行，国内市场木材资源供应

将会持续紧缺。

东北某木材经销商表示，今年以来，随着

原材料紧缺、人工费用、加工费用、运输费用

等成本的不断增加，木材的总体生产成本一

直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各路板材齐声

涨价就像是一个不得已的“艰难决定”，而持

续上涨的价格也使下游的家具、楼梯、木门、

地板等售价不得不跟着上涨。

蔡慧星表示，中国木材资源的供应与国

内需求的快速增长不相适应，未来，中国木制

品业的原料还将依赖进口。而木材价格的持

续攀升，势必会带动橱柜、地板、家具等木制

品价格的上涨，但消费者未必会买单，所以，

以木材为主要原料的生产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还是比较严峻的。不过，既然大环境无法改

变，相关企业还是要在提升自身能力上多下

功夫，借此机会寻求更好的原料替代品和生

产工艺，迎战木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中国木材进口恐遇原料荒

木材资源紧缺、价格居高不下、市场需求低迷、

出 口 障 碍 重 重，下 半 年，木 材 行 业 的 道 路 可 谓 是 荆

棘密布。但是，如果中国的木材行业能变危机为转

机，借 此 机 会 力 求 改 变，绝 地 逢 生 也 大 有 可 能 。 如

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随着城镇、农村基

础建设的完善，市场对木材的需求量相当庞大，木材

行 业 依 旧 具 有 较 高 的 发 展 潜 力 。 在 高 需 求 的 保 障

下，相关企业应该有更多转型求变的勇气。研发更

符合未来市场要求的产品，进行自主升级，才是企业

发展的王道。

近来，欧美出台的新规定让不少中国的

木制品出口企业颇为头疼。

业内人士介绍，先有今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的美国《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让不少

以低成本占据市场的中国中小家具企业感觉

措手不及，后有欧盟出台的《原产国标签法》

增加了家具出口欧盟的难度。一时间，中国

木制品出口企业陷入窘境。

欧美相继推出木制品新规

近年来，美国对进口木制品的要求越来

越严格。201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的《雷斯法

案》修正案规定，凡出口到美国的木制品、活

植物、鳞茎、木浆、纸、纸制品、乐器、家具等

林产品，必须标明木材的种类和来源，否则

美国将拒绝这些产品进入，违法产品将被没

收。而刚刚实施的《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

案》，也使得在美国供应、销售或制造的硬木

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及刨花板的甲醛限量

要求成为全球对复合木制品甲醛释放量最

严格的要求，远远高于欧盟、日本及中国的

标准。

无独有偶，欧盟于 2010 年年底通过的《原

产国标签法》将于 2013 年 3 月 3 日生效。该法

案要求，进口到欧盟市场的木制品必须获得

“身份证”，即证明生产企业采购的木材产自

合法开发的森林。

“欧盟通过的法案与此前美国出台的《雷

斯法案》较为类似，都是旨在确保买家清楚地

知道在欧洲销售的进口商品原材料产地。然

而，由于目前国内部分企业所采购的原木和

木材产品或多或少都还存在一定的非法采伐

问题，取得森林认证的难度较大，所以，这些

企业出具证明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北京林业

大学博士尹琦说。

多家企业退出欧美市场

事实上，欧美新规的出台，确实给中国木

制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比如美国的

《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就“害死”了中国

木制品出口大省浙江的一众企业。

据宁波检验检疫局对 30 家木制品出口企

业抽样调查发现，有 16 家企业出口木制品至

美国时，受到了上述法规的影响，受影响比例

超过 50%，直接损失近 130 万美元，间接损失

200 多万美元。

宁波检验检疫局 WTO（世界贸易组织）

办公室主任黄婷表示，美国甲醛限量法规的

影响主要表现在检测成本加大、订单流失和

企业数量缩减等方面。现在，由于成本提高

使企业的利润锐减，有些企业甚至不得不放

弃美国市场。相关调查显示，宁波宁海木制

相框企业已由几年前的 8 家缩减到现在的 3

家；宁波鄞州区一些中小型木制品出口企业

也开始退出美国市场。

而欧盟出台的《原产国标签法》如果实

施，对相关企业的影响也将十分巨大。以家

具行业为例，中国是家具制造大国，出口欧盟

的家具数量占到出口家具总量的三分之一以

上。但是，欧盟提高进口家具门槛后，初步估

计将有三成左右中国家具企业难以进入欧盟

市场。

尹琦对记者表示，这两部法案都对进口

产品的产地、原材料原产地、环保性能作出了

严格要求。这不仅会增加家具企业的成本，

同时，国内一些企业需要从俄罗斯、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所罗门群岛及巴布亚新几内

亚等国进口原木和木材产品，而这些供应国

中不少国家都存在非法采伐问题，因此，欧洲

的原木“身份证”要求可能会使一些家具企业

错失订单。

“各国的管理法规不同，很难证明木材来

源是否合法，而一些进口木材原产地来源更

是无从核查，这对中国木制品出口企业，特别

是中小型木制品出口企业将会产生较大影

响，甚至可能会迫使他们退出欧洲市场。”尹

琦说，“不过，一些大规模的家具出口企业很

早就与欧美家具进口商有交易，在原材料来

源的证明细节上一直都严格遵守规定，因此，

它们所受影响不会很大。”

“精耕细作”方能突出重围

面对国际市场上日益提高的行业标准，

中国制造业难道真的只能坐以待毙吗？业内

人士认为，“突围”的关键还是要靠增加产品

附加值。

“从原木出口到胶合板、人造板出口，再

到现在以家具出口为主，中国木材和木制品

出口的产品附加值正在不断增加。当前，中

国木材和木制品出口的主要特点是木质人造

板和木制家具的出口占比很大。而未来，中

国木制品出口企业应该向‘精耕细作’发展。”

锦秀木业董事长蔡慧星认为，国内的木制品

相关企业要做的是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加大

科技研发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依赖和破坏；

建立较稳定的进口资源基地和渠道，增强抵

御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能力；建立较规

范的进口秩序，避免自相残杀而导致的无序

竞争，削弱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破坏其

在国际市场的形象等等，努力增加产品的附

加值，全面打开高端市场的缺口，从以价取胜

转为以质取胜。

编者按：近年来，在各国不断收紧木材出口政策的

大环境下，全球木材供应持续趋紧。然而，最近两年，中国

的木材进口量却一直大幅攀升，已陷入原材料稀缺的困境。

而与此同时，欧美新法规的出台，也使不少中国木制品出口

企业倍感压力。有人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木材行业面

临的“苦难”还将日益加重。这一年，相关企业真

的很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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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新标准“害死”中国木制品出口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