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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大喜大悲，2017年一路高歌，2018年提
心吊胆、战战兢兢。今年是风险很多的一年，一直站
在高位如履薄冰。”曹振雷博士用一组排比词组形象
地描述了过去两年和当前造纸行业的现状，对行业的
担忧和对企业的告诫之情溢于言表。

2017年，在纸张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下，造纸
行业整体经营形势良好，取得了近几年来最好的业

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纸及纸板
的产量达到12542万 t，连续第二年超过1.2亿 t，同
比增长3.09%。造纸行业利润总额为636.85亿元，同
比增长58.52%。业绩数据非常靓丽，不仅全行业利
润大涨，增速也是近年来最高，大部分企业都赚的盆
满钵满。曹振雷博士表示，喜人业绩的背后是不同纸
种迥异的发展轨迹，企业不同的发展模式也左右着各

自的未来命运。

 　纸种发展存在差异
                       生活用纸维持平稳

作为造纸行业的权威人士，曹振雷博士对
生活用纸产业的发展和问题看得非常清楚，他
建议生活用纸企业要对质量管理和经营模式多
下工夫进行研究。目前排名靠前的几个品牌都
经历了多年的市场积累，原料稳定、品质较好、
产品多样，研发的新品不断投入市场，市场细
分过后更加专业，品质也更高。但同时，市场
上存在着大量的新进入者，虽然产能较大，但

曹振雷：预见产业趋势  把握纸业未来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造纸行业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整体
来看，当前造纸行业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却遭遇着异常复杂的局面，各种不
确定因素时刻潜伏着。这些变化不是企业自身所能左右，在宏观、政策、国际、市场、环保
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各种风险有的长期存在，有的可能会在短期被激发。
如何面对未来，顺应发展规律，规避不可预测的风险？对此，本刊记者对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中国造纸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曹振雷博士进行了采访，希望行业专家的观点能为业
内同仁提供参考和思路。

曹振雷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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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出品牌，甚至只能作为原纸生产商，这样很难
做成大品牌。如果一个企业只靠产量大来取胜，那就
只能走低端路线，利润微薄。
现在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由于生活

用纸主要面向终端消费者，更加适合网购。网络销
售成为生活用纸增长较快的销售方式，网络有言“假
如你用了一次维达的厕纸，往后不用了那一定是缺钱
了。”这是对纸品质量最好的注解。大企业之间没有
太多价格战，基本可以维持平稳。企业的竞争最后体
现在质量的竞争力和品牌的影响力。

 　市场机会稍纵即逝
特种纸需要科技强基

曹振雷博士表示，特种纸产业的发展与生活用纸
相似。生活用纸卖给老百姓，如果没有足够的品牌影
响，涨价就没人买，特种纸卖给企业，涨价也一样没
人买，因为特种纸需求量有限，只有在技术上有足够
的优势才能赢得市场。但是现在存在一种现象，市场
上推出所谓的“复合纸”，却包含着相当比例的化工
材料，甚至是塑料等，复合的各种材料不容易被分离
和降解，严重破坏了整个回收系统，这是污染转移，
应该引起造纸界人士的警惕。不要被所谓的“高科技”
蒙蔽了，这种做法很危险，不能以特种纸的名义坏掉
整个造纸生态链，行业应该发出声音坚决反对。
特种纸行业很特殊，应用领域很宽，但用量相对

很小，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但是目前特种纸行
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核心技术，也缺少新技术，
抄袭现象比较普遍。如果没有开拓出新的路径，就不
可避免地会存在恶性竞争。特种纸作为高科技产品，
其研发创新的程度远不能匹配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
不可取的，因为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根”，如果

我们只是在吃老本，未来一定会受到市场的惩罚。

 　技术短板普遍存在
                        持续创新才能发展

缺少核心技术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特种纸领域，
应该说整个行业都存在这一情况。曹振雷博士认为，
技术短板需要产学研各方合作解决，但是目前科研领
域有很多不合时宜的情况。中国科研领域的课题研究
大部分是为了申请基金，为了发表几篇论文，但是这
些研究究竟有多少价值，能不能真正解决企业亟需克
服的技术难题，却很少去考虑，这就造成研发与应用
脱节的矛盾。应该说这是当前科研体制问题，更多体
现在高校，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国家不改
变策略，很难有所突破，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
我国造纸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从技术

研发上来说，还需要更多、更好、更实用的成果出现。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造纸行业只是做到了“从小
到大”的改变，没有实现“从大到强”的目标，根
源就是没有更多新技术，没有自己研发的核心技术。
而且装备企业现在关注最多的是节能，依靠提升设备
效率节能，但这些不能带来更多效益，更不能实现革
命性的技术进步。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行业内近
期会有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如果没有根本的技术进
步，只依赖通过进口国外设备来提升造纸生产和工艺
水平，就难以摆脱技术局限，也会存在“中兴禁售”
的风险。国家对研究领域的考核制度存在缺陷，科
研单位争相做前沿研究，而实际问题却不再被关注，
例如有关废纸的研究论文发表的越来越少。应用技术
研究和应用过程研究是我们当前的短板，曹振雷博士
建议，我们应该学习欧美国家，从实际出发，真正考
虑木材该怎么用，研究废纸该怎么用。

“2016年大喜大悲，2017年一路高歌，2018年提心吊胆、战战

兢兢。今年是风险很多的一年，一直站在高位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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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问题是发展瓶颈
“走出去”获取国际资源

曹振雷博士表示，从长期来讲，原材料安全问
题亟需解决，必须走出国门，无论是废纸浆还是
原生浆，现在都处于高度依赖进口的高风险状态。
造纸原料结构受政策、外贸的影响，正在发生微
妙的变化，非木浆可能会有所回升。目前国内有
600万 t 的非木原生浆，在纸浆价格行情持续保持
高位的情况下，非木浆会有稳定的增长，产生的
衍生品，基于木质素磺酸盐的黄腐酸肥已经取得
农业部门认证，在农业中会有较好的应用。非木
浆在国内有着长期的应用历史，技术积累丰富，
将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份额，但是总
量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受价格和运输等成本因素
的影响，麦草等原料的收集比较困难。由于国家
对空气污染制理力度加强，不允许随意焚烧，麦
草的收集还会有一定的增量。
中国存在造纸原料短缺的致命缺陷。不过在非木

浆生产和应用方面，中国有比较成熟的技术，比其他
国家经验更加丰富，可以作为成熟经验走出国门，但
技术“走出去”还需要资本的带动和支持。相对而言，
投资“走出去”面对的风险更大，而且国外投资环境
并不稳定，部分国家的法律限制很多，甚至需要直接
找政府高层来解决棘手问题。目前国内有几家大企
业正在努力在国外进行投资建设，包括制浆、造纸、
造林等项目，但现在总体进展较慢，还需要慢慢探索。
国内的造纸装备企业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已
经有多台套设备在国外项目中成功应用。总体来说我
们还处于国际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走出去”需要承
担较大的风险。

 　原料价格短期难回落
废纸短缺是根源问题

曹振雷博士认为，浆价和废纸的问题是2017年
最主要的问题，也是2018年的重要问题。废纸资源

分配不均，价格偏高，采取核准制政策等，导致企
业都去争取废纸进口指标。由于废纸政策不可能在
短期内放开，废纸短缺这个问题将会持续下去，会
给产业发展带来严重问题。因为废纸的问题目前没
有看到解决方案，预计 2018年原料短缺的矛盾会
继续。

2017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吨本色牛皮
浆比漂白牛皮浆高1000元，就是因为废纸短缺，加
大了对本色纸浆的需求。由于各种价格差异存在，还
会导致2018年浆价增长，大家看到有些时期各种浆
价有所缓和，但实际上总体仍将持续增长。原料价格
持续上涨，已经影响了造纸企业的正常运营。根据统
计，2017—2018年国内新增项目产能约2000万 t，基
本会形成1500万 t产量投放，但有效产能无法得到完
全释放，主要是止步于原材料价格上涨。
原材料价格保持在高位，导致纸价持续增高，下

游受影响非常大。有下游企业曾抗议价格的上涨，声
称要尽快研发出纸包装的替代品。但从目前情况看，
纸张价格依旧在稳步上涨，仍然没有对策来保持产
业链平衡。由于下游提价较为困难，将刺激下游企
业加大替代品的研发投入，虽然目前没有明显影响，
但未来越来越多的替代品将逐步出现，替代风险将长
期存在。

 　地方产业政策正在调整
企业要提前做好准备

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改革，环保政策的严格实
施，地方政府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些地区正
在对造纸行业进行清退。最明显的是浙江省富阳地
区，永正集团的破产是典型案例。一般企业破产可
以由银行接盘，但永正集团宣布破产不能被接盘重
组，随后地方政府发出公告要求在2019年底之前整
个富阳地区的造纸企业要完成停产腾空，整个造纸
产业都要退出该地区。
曹振雷博士认为，从长远来看，永正案例不是

单个事件的风险，从国家政策大势来看，产业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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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调整要引起大家注意，有可能是下一个对行业
影响很大的风险。目前，两类区域的造纸产业面临
较大调整，一类是环境生态区，一类是产业升级区。
富阳地区是两者兼有。经济发展以后，整个产业布
局要发生改变，国家政策鼓励企业转移到经济相对
落后的区域，地方政府也不想让造纸产业继续影响
当地环境，而且随着更多产业的引入和发展，造纸
产业进入被清退的名单。由于环保产生的问题很多，
也很难解决，未来5年之内行业面对的将都是环保问
题。过去是环保，现在还是环保，环保是根，原料
问题也是因为环保问题引起的。

 　行业不利影响因素众多
企业要树立战略意识

曹振雷博士表示，目前造纸行业面临的问题比较
多。纸价问题是敏感问题，价格短期内会维持高位，
但同时也在积累市场风险。中国的纸价主要是受原材
料上涨影响，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勇敢“走出
去”，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把原料短板补齐。当然，
非木浆可以作为补充，解决一部分产能需求，但靠大
量进口木片国内制浆是不现实的。有能力的企业要充
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走出去”建浆厂和造
纸厂，然后把纸浆产品运回来，这样才可能解决根本
问题。
产能过剩是个长期话题，只有产能过剩才会淘

汰部分落后产能。大部分闲置的企业都将面临淘汰，
这属于市场优胜劣汰。未来行业发展，整体对大企业
比较有利，小企业可能会遇到发展困境。2018年还
会是这种局面，谁的开机率高谁就挣钱，开机率低的
小企业慢慢地被淘汰。因为总的市场容量就这么大，
就存在有的企业的产品卖的出去，有的卖不出去。销

售不畅的企业被迫低价出售产品，那么就利润微薄，
即便价格走低也不可能多卖，关键还是原材料太贵。
同时，新投资项目面临劳动力成本增加、招工困难等
问题。新增加产能增长幅度从2016年开始降低，新
上项目主要是生活用纸、包装纸。市场需求增长没有
完全消化新增产能增长，增加新产能的同时，也是淘
汰老旧企业的过程，末端企业基本被淘汰。企业应该
看到背后的风险，做好行业和市场研究，提前进行战
略布局。

 　未来之路比较坎坷
不忘初心方能走更远

曹振雷博士表示，预测是基于综合因素对未来的
判断，短时期可预见部分趋势。2018年浆价、废纸
价还会延续保持高位，因为废纸问题无法解决。纸价
还会继续延续高位震荡，但是波动幅度不会太大。风
险在于如果纸价长期处于高位，包装纸的需求会不可
避免地流失，替代品会逐步出现。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2018年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对进口固体废弃物的
态度的最后走向难以判断，以后如果不能有合理数量
的废纸进口，企业将面临如何解决原料的问题，如果
一直这样下去，行业肯定会出现更大的发展问题。乐
观来说，将来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2018年的行业状
况有点像温水煮青蛙，虽然看起来企业效益很稳，但
是如果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风险，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国外企业经历了多年的发展，经过市场经济竞争，已
经有比较成熟的操作，形成了自己的市场计划。中国
有更大的市场，更有经济发展支撑，在复杂局面下还
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发展模式，才能比较顺畅地度过
危机。对于行业发展，曹振雷博士提出自己的寄语：
不忘初心，找到自己的根，才能走得更远。

2018年浆价、废纸价还会延续保持高位，因为废纸问题无法解决。纸

价还会继续延续高位震荡，但是波动幅度不会太大。风险在于如果纸价长

期处于高位，包装纸的需求会不可避免地流失，替代品会逐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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