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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国纸业发展回顾
陈奇志

一、2011年我国纸业发展回顾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公

布的数据，2011 年全国纸浆总产量

为 2276.3万 t，同比增长 12.06％；

机制纸和纸板总产量为11034.4 万 t，

同比增长13.24％。2011 年纸浆出

口9.9万 t，同比增长22.32％；机制

纸及纸板出口387.8万 t，同比增长

17.29％。纸浆进口1444.6万 t，比

上年同期增长27.06％；机制纸及纸

板进口295.9万 t，同比减少0.63％；

2011 年进口废纸2728.0万 t，同比增

长12.0％，单价255.4美元 /t，比上

年同期上涨16.2％；2011 年进口木

片656.5万 t，同比增长41.76％，单

价176.6美元 /t，同比上涨21.4％。

我国纸和纸板产量高居全球第一，

消费量也已超过美国跃居第一，成

为全球纸和纸板产量、消费量最大

的国家；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造

纸纤维进口国，造纸纤维对外依存

度仍在40％以上，其供需关系直接

影响全球造纸纤维（商品浆、废纸

和木片）的贸易额和市场价格走向。

预计我国造纸行业2011年亏损

面增大，经营效益下降，投资者观

望心理强烈，许多已准备开工的项

目陆续暂缓。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2008年下半年因美国次贷

危机波及全球，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我国为扩大内需，紧急出台一系列

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中央增加巨

额投资以稳定经济增长；造纸行业

也出台了《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全行业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走出低

谷。受2009一2010年投资欲望高企

的推动，造纸业取得较快增长，到

2010年下半年全行业毛利率恢复到

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全球纸

业净利润率也达到近年最高峰（约

7％），纸业高增长延续到2011年上

半年，但产能的供应压力预计会持

续到2012年上半年。

2．受2010年欧债危机蔓延的拖

累，2011年上半年我国采取货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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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作者对2011年我国造纸行业总体情况及影响因素作了分析；对新出台各项政策中与造纸行业相关

的部分及其对造纸行业发展的影响作了说明；对2012年造纸行业的走势作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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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政策，调低经济增速，市场需求受

经济下行拖累。同时受2011年产能

集中投放的冲击，国内纸品市场在

2011年下半年出现逆转，毛利率持

续回落，盈利与产能难以同步增长。

3．造纸原料价格上涨，纸品价

格下滑，平均毛利率下降到2008年

金融危机时期的最低值；纸品存货

周期和应收账款周转攀升，均接近

金融危机影响时期的水平，直接增

大了各企业的流动资金压力，资产

负债率升高。

4．国家出台严厉的房地产宏观

调控政策，限购令的出台严厉打压

了房地产市场及楼市价格，也直接

冲击了纸品市场（因为纸品与建筑

业有较高的关联度）。

5．2011年上半年央行3次调高

利率，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持续

上升，资金成本压力正日益构成公

司盈利增长的障碍，甚至成为威胁

企业财务安全的重要因素。

6．由于忙于应对金融危机，造

纸工业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减慢，尤

其是2008年和2009年落后产能淘汰

较少，错过了纸业整合的黄金时机。

7．溶解浆一波三折，大起大落，

影响纸业投资转型。自2011年一季

度后，棉花价格大幅度下落，剧烈

冲击溶解浆市场，使一些纸业原本

期望该市场的持续旺盛带来高利润

的目标无法实现，影响已投产或在

建项目的投资进度和运行效率。

二、2012年我国纸业发展端倪

2012年受欧债危机蔓延以及中

东政局持续动荡的影响，石油价格波

动较大，给全球造纸工业增长带来巨

大压力。各项信息显示，造纸行业有

进入下行周期的强烈要求。其中一方

面原因是金融危机后，行业部分产能

在2012年仍有下线，全行业产能过

剩加重，供需矛盾持续增大；另一

方面 , 国家将继续实行谨慎稳健的财

政货币政策，继续维持较低的经济

增速；房地产产业还将进一步低迷，

进入严冬期，也继续影响纸品市场的

供需关系。所以我国造纸工业一方面

要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着力提

高集中度；另一方面要抑制固定资产

投资欲望，逆势扩张须更谨慎，应积

极通过兼并重组，走内涵式发展，提

高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预计通过

一系列压产、淘汰和整合等措施的实

施，纸品市场将在2013年上半年有

望获得回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11

年淘汰造纸行业落后产能744.5万 t，

较2010年大幅增长72％，约占2010

年全国产量的8％，淘汰的落后产

能基本都集中在传统的书刊印刷纸、

低端包装纸等品种上。但淘汰的效

果要等到2012年下半年才能凸显出

来，因为新增产能的消化与淘汰落

后产能衔接需要一定的时间。

2．2011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林业局联合

发布《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到2015年，预计全国纸及纸板消费

量 11470万 t，比 2010年年均增长

4.6％；纸及纸板总产能为13000万 t

左右，总产量达到11600万 t，年均

增长4.6％。“十二五”期间，全国淘

汰落后造纸产能1000万 t 以上。

3．2012年 2月 18日， 央 行 降

低银行存款准备金，国内货币政策

有放松的信号。银行费用可望降低，

成本挤压利润可获得一定缓解。

三、相关规划的出台对造纸行

业发展的指导意义

开局之年，除《造纸工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外，还有一些与造

纸工业相关行业的发展规划相继发

布，涉及鼓励废弃物（废纸、秸秆、

蔗渣等）综合利用和科学发展；加

快利用竹、麻、速生林发展差别化

纤维；加快淘汰造纸业落后产能，

执行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对

提高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提出了要求，

对造纸业下一步发展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相关政策介绍如下。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严格

执行投资项目用地、节能、环保、

安全等准入标准，有效遏制盲目扩

张和重复建设。把大幅降低能源消

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

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抑制高耗

能产业过快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

2．《化纤行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在“加快发展差别化纤维” 中

提出，加快发展竹浆、麻浆等纤维

新品种。 在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

地以及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

用农作物废弃物、竹、麻、速生林

及海洋生物资源等，开发替代石油

资源的新型生物质纤维材料，突破

纤维材料绿色加工新工艺和装备集

成化技术，实现产业化生产。重点

投资对二甲苯、乙二醇、己内酰胺、

人纤木浆以及森林资源等项目，缓

解国内化纤主要原料短缺的矛盾。

3.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

2015年）》在“技术改造专项工程”

中提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强造

纸、印染、制革、化工、农副产品

加工等行业的水污染治理，削减化

学需氧量及氨氮排放量。

重点淘汰单条年生产能力 3.4

万 t 以下的非木浆生产线，年生产

能力5.1万 t以下的化学木浆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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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产能力 1万 t 及以下的废纸制

浆生产线等产能。

加快造纸、塑料、皮革、日化

等重点行业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

推进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健全能效

标准及标识管理。加强超仿真、功

能性、差别化纤维及新型生物质纤

维等的开发应用，力争使我国纤维

材料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制糖行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提出加快综合利用技术研发，

提高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综合利用

水平，重点发展蔗渣发电、制浆造纸、

糖蜜深加工、废醪液制备生物有机

肥及液态肥等项目，减少废弃物排

放。

5.《“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实施方案》在“秸秆原料化利用”

中提出，秸秆纤维是一种天然纤维

素纤维，生物降解性好，可替代木

材用于造纸、板材生产、工艺品制作、

活性炭生产等，也可替代粮食生产

木糖醇等。“十二五”期间，不断提

高秸秆工业化利用水平，科学利用

秸秆制浆造纸，积极发展秸秆生产

板材和制作工艺品，试点建设秸秆

生产木糖醇、活性炭等工程。

“棉秆综合利用专项工程”提出，

在棉花主产区建立棉秆综合利用产

业化示范工程，支持利用秆皮、秆

芯生产高强低伸性纤维（造纸制浆

原料）、人造板、纺织工业用纤维以

及其他工业用增强纤维等。

6.  《“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

导意见》提出，完善废纸回收、分

拣、脱墨、加工利用体系，鼓励研

发大型废纸制浆技术及成套设备。

《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提出，科学利用秸秆制浆造纸，积

极发展秸秆生产板材、木塑和制作

工艺品等代木产品。依托现有造纸

生产企业，加快推进秸秆清洁制浆

示范项目。

7.《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

划》提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

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

备和产品指导目录》。加大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化工、电力、煤炭、

造纸、印染、制革等行业落后产能

淘汰力度，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将

任务分解落实到地方企业，并向社

会公告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建

立新建项目与污染减排、淘汰落后

产能相衔接的审批机制，落实产能

等量或减量置换制度。重点行业新

建、扩建项目环境影响审批要将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前置条

件。

提高造纸、印染、化工、冶金、

建材、有色金属、制革等行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和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鼓励各地制定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推进造纸、印染和化工等行业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控制，

削减比例较2010年不低于10％。严

格控制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造

纸、印染、制革、农药、氮肥等行

业新建单纯扩大产能项目。禁止在

重点流域江河源头新建有色金属、

造纸、印染、化工、制革等项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要

对防范环境风险提出明确要求。建

立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报告与应急处

理制度、特征污染物监测报告制度。

深化流域、区域、行业限批和挂牌

督办等督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