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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造纸行业技术创新展望

2020 年初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在全球蔓延，

预计将对造纸行业造成较大冲击。在需求端，由于制

造业萎缩和全球贸易受限，占用纸量约一半的包装用

纸很有可能出现需求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形 ；由

于教育、出版、广告、公务等领域进一步强化数字化

运作，占用纸量约四分之一的文化用纸需求有可能继

续减少 ；生活用纸是刚性需求，受疫情冲击的负面影

响相对较小。在供应端，我国造纸行业仍受到结构性

过剩问题的困扰，中小型造纸企业数量大，中低档纸

产品产能过剩，主要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待加强。

面对疫情影响，造纸行业在全力争取“转危为安

求生存”的同时，要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的新理念，统筹谋划“转危为机求发展”。敏锐捕

捉技术创新在全球防控疫情和国内扩大内需的新机遇，

前瞻建构适应后疫情时代要求的技术创新战略，努力

推动造纸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优化弹性供应链

为防控疫情而强制设置的交通管制、生产管制和

人员流动管制，对企业维持供应链正常运作产生直接影

响。与服务业相比，疫情对制造业供应链的冲击深度 

大，持续时间长。进入后疫情时代，消费需求将陆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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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者要形成竞争优势，就必须迅速回应降低采购

与物流成本、提高产能利用率、调整定价策略、重建上

下游伙伴关系等方面的新挑战。建立整合供应、需求和

生产能力的弹性供应链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支撑，已

经迅速成为制造业应对疫情的重要议题。

打造弹性供应链有多种策略，关键在于形成效率、

稳健、成本和风险之间的适度平衡。如冗余策略是在

供应链上保持超出正常需要的库存和能力，用来临时

满足对物料或最终产品中断的紧急需要。保持冗余必

须事先在仓库设施、机械设备、生产能力等方面进行

投资，是一种昂贵的临时性措施，特别是应对规模大

而概率小的中断风险。合理设置冗余事关企业运营效

率。而增强供应链柔性策略无需进行资源重复配置，

成本低，但牵涉面广，难度大。拥有更多通用、可在

多种产品中互换的标准部件将使企业从多个供应源获

得供应，提高供应链柔性程度。此外，减少零部件种 

类，降低独家供应商比例，可以简化操作过程和集中

采购费用，提高对需求变化和供应中断的反应能力。

优化弹性供应链将成为后疫情制造业技术创新的

热点。强化供应链风险管理功能、布局新的供应网络

体系、设计可靠风险管控流程、提高供应链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等措施，将显著提升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运

作能力。

加强与上下游的垂直整合

与上下游的垂直整合能够帮助企业高效地控制投

入与产出，减少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不确定性。造

纸与上游的纸浆、下游的包装进行垂直整合是国际上造

纸行业的发展趋势。林产、造纸和包装企业资产整合 

后，开展协同创新是企业集团做大做强的重要机制。

·疫情影响与对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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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垂直整合的目标是控制稀有物质资源。如 20

世纪 70 年代从事原油勘探和开采的壳牌公司和英国石

油公司开始并购离最终消费者较近的冶炼厂和销售网

络，逐步控制从北海或阿拉斯加原油产地到装入汽车

油箱为止的每一滴石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近期

垂直整合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协同创新控制力的需要。

美国苹果公司凭借其特有的供应商创新模式，集成了

许多关键供应商的技术优势，但与苹果共存共荣的供

应商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也让苹果的竞争对手们从中

获益，使得苹果本身备受压力。近年来，苹果通过自

设和收购方式，不断收紧对核心元器件的控制，逐步

建立完整的软、硬件制造体系，在技术专利授权等方

面不再受制于人，可以通过技术封闭和垄断，建立技

术领先的时间窗口。

建立林产、造纸和包装有机衔接、深度融合的

一体化创新生态体系，已经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新开

发的林业用地更加偏远，导致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成

本的费用相应增加，无人机和遥感技术有技术应用优

势。对纸产品未来需求的预测，整合到林木选育与种

植。制浆造纸过程中提取适合饲料添加用的半纤维素

和其他特殊用途的化学产品，具有林木业深加工的经

济效益。以绿色包装为出发点的“完整包装解决方案”

对包装设计、样本、选材、制作、运输进行统筹优化，

是包装材料、视觉传达、包装设计协同创新的典型代表；

源自林产品的包装纸有替代塑料、可持续发展的巨大

潜力。随着后疫情造纸行业竞争加剧，国内造纸行业

有可能加速推进垂直整合，形成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新

局面。

降低生产成本的持续创新

造纸是资本密集的产业，对产品成本非常敏感。

绝大多数造纸企业在设法降低固定成本的同时，高度

重视供应、设计、生产、销售的全过程成本控制。在

挖掘生产成本降低潜力方面，人工智能、自动化、移

动互联等信息技术已显现许多未来发展的前景。

人工智能系统融合决策理论、经济学、博弈论、

运筹学等多学科思想，通过计算机智能处理海量数据，

能够不间断、实时解决人类专家难以及时求解的各类

问题。这为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广阔空间。制浆造纸

行业在制浆、化学品添加和能源使用等环节，采用人

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最优化策

略，实现生产方式变革，有望降低 7% 的生产成本。采

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测造纸设备状况，预报维修需求，

有望降低 2.5% 的生产成本。

在造纸企业物流运输、生产工艺、远程控制、远

程监测等方面，运用自动化技术可以降低 4% 左右的生

产成本 ；在现场工作中采用数字化移动技术平台，可

以降低 1.5% 的生产成本。

与供应商、销售商和消费者建立更为紧密的伙伴

关系网络，是降低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的重要手段。

这一体系是理解消费者新需求、洞察数字技术和生物

技术发展机遇、构建跨产业合作机制的重要载体。造

纸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将为企业降低成本做出贡献。

开发新产品

开发新产品是造纸行业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后

疫情时代，用纸需求降低和企业竞争加剧将进一步激

发纸业新产品开发热情，迎来纸业发展的新时代。

在生活用纸方面，纸尿裤与防护服一起成为疫情

期间医护人员的标准配置。后疫情时代，将抗菌抗病

毒技术应用于生活用纸材料，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在

包装纸方面，整合传感技术的纸张具有智能包装属性，

可以提高包装附加值。如酸奶、熟食等食品包装纸中

嵌入传感材料，可显示食品的卫生安全程度，对变质

产品及时预警 ；货币防伪印制技术应用到包装纸板中，

可以提高包装防伪需求，关键是制作成本和运作嵌入。

疫情期间迅速爆发的“宅经济”推动了电子商务

和相应的末端配送，但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快递产生的包装箱、塑料袋、空

气囊、胶带越来越多，快递纸箱回收率相对较高，但

系统的解决方案和技术创新尚未出现。可以开发替代

化工材料的纸袋、纸空气囊、纸胶带，也可以开发无

需使用胶带的拉链式纸包装箱。为减少运输成本，可

以开发可变形的纸包装箱。

新冠病毒疫情在国内的发展态势已经趋于明朗，

恢复正常经济秩序指日可待。总体而言，后疫情时代

的造纸行业将迎来“危”“机”并存的新形势，技术创

新有望成为转危为机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