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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正在趋缓？

来源/华尔街见闻

央行近期公布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

示，2 月末人民币外汇占款 23.98 万亿人民币，

环比减少 2279 亿元，降幅较 1 月的 6445 亿

元收窄六成，资本外流速度有所下降。

贬值预期有明显改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从市场来

看，外部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显然有了一些

改变。1 月份贬值预期特别大，2 月份以后，

经过市场的调控，包括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

的调控，人民币汇率慢慢企稳，资本加速流出

的动因不足了。

方正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杨为敩亦称，市

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也更加向基本面靠拢回

归。“未来即使美联储加息预期重新升温，预

计也不会有此前那么严重的资本外流，预期泡

沫渐渐去除。”

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前期控制资本外

流的措施逐步生效、领导层预期引导、季节性

因素以及美元阶段性走弱，均利于资本外流下

降速度放缓。一些分析师进一步预计短期内资

本流动数据料继续改善，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

企稳甚至保持回升态势。

央行上月底转载中国货币网特约评论员文

章提出，2 月人民币汇率走势更多体现以市场

供求为基础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特征。今后中

间价将继续呈现“收盘汇率 + 一篮子货币汇率

变化”特点。

央行近来明显强化了中间价引导作用，在

美元阶段性走弱之际继续挤压人民币空头，淡

化贬值预期，强调人民币对篮子货币保持相对

稳定。

某外资银行外汇市场交易部负责人表示，

“最近人民银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特别是在

中间价的调控上面，中间价的定价模型基本上

是跟着一揽子货币走，所以日内的波动越来越

小，成交量也越来越小。”

近期做空人民币头寸已经不多

路透援引外资行交易员称，“3 月交易向

来活跃，但受中间价影响，自营还是比较少的；

接下来人民币波动率可能会上升，但应该不会

像之前那样的单边贬值方向了，近期做空人民

币头寸已经不多。”

此前“信心满满”的空头们现状如何呢？

根据彭博新闻社的统计，至少有 5.62 亿美元押

注人民币兑美元跌破 6.6 元人民币的期权在到

期时一文不值。按此趋势来看，未来 3 个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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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八大问题牵动着海外投资者的心

来源/搜狐财经

中金易峘、梁红根据北美地区中国宏观经

济路演总结道，总体而言大多海外投资者仍然

对中国经济增长较为悲观，并怀疑大宗商品价

格反弹和中国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此外，海

外投资者依然担心人民币潜在的贬值压力、中

国的不良贷款问题以及在亟需的供给侧改革上

的执行力。易峘、梁红在最新研报中指出，海

外投资者最关心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以下

八个方面。

问题一：2016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

会出现与 2015 年同样幅度的下滑，从而加大

人民币显著贬值的几率？

尽管 2 月份中国外汇流出放缓，但多数

投资者仍担心中国外汇储备的消耗速度。一方

面我们需要对中国外汇储备和政府外汇资产的

“真实规模”进行厘清（加回不包括在官方

外汇储备内的外汇资产之后，总外汇资产达 

4.3~4.4 万亿美元）并再次重申我们对人民币

仅高估 5~10% 的测算。

另一方面， 2016 年宏观环境可能出现的

如下变化或将缓解人民币汇率和 / 或外汇储备

的下行压力：

1. 美元指数可能不会重现 2015 年的单边

升值趋势（2015 年升值了 9.3%）。值得注

意的是，2016 年初至今美元指数已经贬值了 

2.2%，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人民币的贬值 压力，

并反手给中国外汇储备带来了约 300 亿美元的

正面估值效应。

2. 继中国名义 GDP 同比增速从 2014 年

的 8.2% 迅速下降至 2015 年的 6.4% 之后，

2016 年名义 GDP 增速可能有所企稳，从而减

轻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3. 2015 年中国外债币种结构的变化已经

缩小了由于清偿外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的潜在

空间——截至 2015 年 9 月，以美元计价的外

债余额占比已经从 2014 年年底的 80% 下降至 

42%，而在此期间，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债余额

占比直线上升至 47%。

问题二：中国银行目前的真实不良贷款率

是多少？中国能够避免银行危机吗？

由于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不良贷

款率明显偏低，因此，在不良贷款确认和清理

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投资者很可能会对中国

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保持高度怀疑。尽管中金宏

观组和银行组均认为中国目前的不良贷款率不

会高于 10%，并且中金银行组估算海外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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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数据显示出投资增速进一步企稳的

迹象，尤其是领先指标增长继续向好。其中新

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加了 41.1%， 延续

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反弹势头。领先指标的好

转主要受基建项目增加及启动、地产新开工趋

于活跃，及制造业补库存的需求带动。

问题四：“十三五”规划中哪个政策目标

影响力最为深远？

虽然大多数投资者的第一反应是试图从上

周末公布的“十三五”规划蓝图中寻找关于投

资增长目标的线索，但在我们分享以后，他们

大多也认同我们的视角，即“十三五”规划中

影响力最深远的可能是 2020 年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45% 的政策目标。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

增加 1.5 个百分点，是过去十年年均增幅的三

倍。中国所谓“实际城镇化”加速将对“十三五”

期间国内消费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项

消费和产业升级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问题五：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

是否带来了巨大的隐忧？

投资者担心，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呈现出

了一些“泡沫化”的征兆，高房价可能已是强

弩之末。由此推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担

心房地产“泡沫”破灭带来的潜在后果。

借路演的机会，我们与投资者分享了最近

一篇专题报告的结论，即长期来看中国的城市

住房可能面临的是供给不足的局面（而非现时

流行的“拐点已过、供给结构 性过剩”的观点），

并且中国大城市圈的人口集中度仍有相当大的

提升空间。虽然有些投资者认为这个观点独树

一帜并值得推敲，但大多数投资者依然对中国

房地产的长期需求持怀疑的态度，并且直观感

受到房地产库存水平“非常高”。

在此我们重申，我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研

究的结论有两方面：1）虽然政府可能针对一

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而重新出台抑制需

求的措施，但考虑到一线城市圈人口的进一 步

集中将是长期趋势，最佳的政策应对反而是增

加住宅用地的供应——另一方面，过去反复出

现的一线城市房价疯涨的情形反映的可能是供

不应求的市场现实，而非市场一次一次担心的

流动性泛滥带来的“资产泡沫”。

2）虽然市场一致认为长期来看中国房地

产可能供应过剩，但房地产市场的量价走势并

不支持这一观点——即使是在三线城市，1 月

房地产价格也已经环比止跌，表明市场在恢复

供需平衡上正取得切实进展。另一方面， 如果

政府继续通过抑制土地供应来加快去库存过程

（2000~2005 年间许多行业采取了类似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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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5 年中国红木行业发展

（一）红木原材料进口

2015 年 我 国 累 计 进 口 红 木 90.43 万 立

方 米（ 以 原 木 材 积 计， 下 同）， 同 比 减 少

56.01%；进口总额达 10.71 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 69.60 亿元（以 6.50 的汇率计算，下同），

同比下滑 59.43%。见图 1。

其中，全年累计进口红木原木 74.25 万

立方米，同比减少 57.17%；进口总额达 8.6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56.45 亿元，同比降低

61.04%。进口均价达 1169.67 美元 / 立方米，

同比下降 9.04%。见图 2。

图 1：2015 年我国红木进口形势同比图

2015-2016年中国红木行业发展报告

全年累计进口红木锯材 11.39 万立方米，

同比下降 49.78%；进口总额达 2.02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13.15 亿元，同比下降 50.70%。

进口均价为 1775.32 美元 / 立方米，同比下降

1.83%。见图 3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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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万立方米） 进口额（亿人民币）

2014年红木 205.56 26.39

2015年红木 90.43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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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5 年我国红木进口形势同比图（单位：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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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4-2015 年红木锯材进口形势（单位：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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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年进口形势来看，2015 年红木进口

减少近半。主要受市场供需矛盾加剧的影响，

尤其国内红木终端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对

原材料需求大幅减少。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

前国际红木原材料市场已成为买方市场，但我

国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话语权依旧较弱。

从红木资源进口来源地来看，2015 年我

国从“南洋地区”进口红木的达42.53万立方米，

占进口总量的 47%，进口总额为 7.14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46.39 亿元。从非洲地区进口红木

达 46.92 万立方米，占进口总量的 52%，进口

额达 3.3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1.62 亿元；

从中美洲地区进口红木 1.00 万立方米，占进口

总量的 1%，进口总额达 0.24 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 1.59 亿元。见图 4。

自 2014 年 7 月，我国从非洲地区进口红木

总量首次超过“南洋地区”，2015 年整年非洲地

区继续保持我国红木资源的第一大来源地，其来

源比重同比增长 10%。由于“南洋地区”产地红

木出口政策收紧，其所占进口比重下滑了 9%。

但“南洋地区”依旧是我国红木锯材最大来源地。

中南美洲地区因地理位置原因，所占比重均保持

在 1-2%。从进口价格来看，中国红木进口综合

价格指数（HIPI）显示，2015 年年均进口价格指

数为165.33，同比增长2.7%。尽管国际市场低迷，

但价格未出现市场期待的调整。其中 2015 年 8

月进口综合价格一度跌至 2013 年 5 月的水平，

创 27 个月来新低。但也从当月开始，在印度小

叶紫檀进口的拉升下，下半年红木进口综合价格

指数一路走高。除去小叶紫檀因素，其他红木树

种的价格基本稳定。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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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原材料交易市场

根据中国木材价格指数显示，2015 年国

内红木原材料交易呈现“高开低走”态势，尤

其进入 5 月，国内原材料交易价格降至三年来

最低；下半年红木原材料交易总体呈现相对平

稳态势。见图 6。

通过比较近年来国内红木原材料交易可以

发现，2015 年国内原材料交易市场经过深度

调整后，整体已趋于平稳，尤其交易价格波动

幅度较往年趋于稳定。见图 7、图 8。

（三）行业生产概况

据估算，2015 年我国有红木制品生产与

销售企业近 17000 家，同比减少近 35%；年

产值达 1000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 37.5%。

产业主要聚集以下地区：北京及河北地区、江

苏常熟及周边地区、上海、浙江东阳、福建仙游、

广东江门及大涌、山东淄川、云南瑞丽、广西

凭祥、江西广丰。见图 9。

（四）红木制品市场

全国红木制品市场景气指数（HPMI）显示，

2015 年年均市场景气指数为 94.46，同比下滑

15.56%；反映全年市场深度调整。2015 年全国

红木制品市场呈现高开低走态势，但呈现整体收

缩。尤其进入 4 月份，红木市场收缩至警戒水平

以下状态。进入 5 月，受季节性因素的印象，市

场交易小幅回升，但是难敌宏观环境压力。7 月

开始制品市场在收缩状态下运行企稳。见图 10。

 Focus
本期关注

100

600

1100

1600

2100

2600

31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图 6：2013-2015 年国内红木原材料交易价格走势（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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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红木产业主要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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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红 木 制 品 进 出 口 市 场 来 看，2015 年

我国进口红木制品 178656 件，同比增长了

42.47%，进口额达 2878.57 万美元，约合人

民币 1.88 亿元，同比增长了 16.07%；进口均

价下滑 18.52%。见图 11。

2015 年我国红木制品增长主要源于对东

南亚地区红木初成品的进口加工。受劳动与原

料进口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更多红木企业选

择在东南亚地区开设工厂，就地取材，在进行

深加工。

2015 年，我国出口各类红木制品 6899 件，

同比下滑 38.90%，出口额达 368.09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0.24 亿元，同比下滑 15.14%。出

口均价同比增长 38.88%。见图 12。

从数据可以看出，2015 年我国红木制品

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市场需求也相对减少。

二、 2016 年红木行业展望

从 原 材 料 进 口 来 看，2016 年 1 月， 中

国进口红木原材料 6.47 万立方米，同比减少

37.95%，环比增长 25.80%；进口额达 7227.61

万 美 元， 约 合 人 民 币 4.7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37.72%，环比基本持平。从进口形势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红木需求仍旧疲软。环比进口增长，一

方面说明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价格

调整的结果。从进口指数来看，2016 年 1 月，

中国红木进口综合价格指数（HIPI）为 173.5，

同比上升 20.9%，环比下降 21.1%。说明当前

红木原材料进口成本大幅增长，但受市场需求影

响，价格持续调整，整体趋于平稳。见图 13。

根据中国木材指数，国内红木原材料交易

指数在 2016 年 1 月和 2 月分别为 1253.9 与

1351.3，2 月份有微弱回升，但底部支撑不够，

未来几个月的行情不明朗。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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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14-2015 年我国红木制品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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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中国红木进口综合价格指数（H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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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国内红木原材料交易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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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红木市场来看，2016 年 1 月与 2

月的全国红木制品市场景气指数分别报 89.1 与

88.1。反映市场继续呈现收缩。1 月与 2 月的

景气指数受季节性因素与春节假期影响较大。

同时，近几个月来，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或将

对家居市场消费起到拉升作用，但其溢出效应

显现还有待时间考察。

2016 年 1 月我国进口红木制品 14313 件，

同比增加 23%，环比减少 30.46%；进口额达

256.38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666.46 万元，

同比增长 20.69%，环比下滑 33.93%。

1 月份我国出口红木制品 304 件，同比

减少 63.33%，环比减少 57.18%；出口额达

48.06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12.41 万元，同比

增加 54.46%，环比减少 34.05%。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受国内消费市场萎

缩的影响，我国在 1 月份减少了对初级红木制

品的进口；其次，受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的减少，

1 月份我国红木制品出现大幅减少。但生产成

本继续上升，出口价格出现了大幅攀升。

三、行业发展问题简析

（一）原材料进一步收紧

近年来我国红木市场爆发式增长，国际社

会对我国红木原材料消费予以极大关注。红木

原材料市场将呈现进一步收紧，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1. 管制红木树种将继续增加

2015 年，在塞内加尔的申请下，CITES

公约将非洲刺猬紫檀列入管制附录 III，并于

2016 年 5 月开始生效。这意味着，刺猬紫檀

的进口将需要进出口国家出具进出口许可证方

可进口。有消息显示，今年 9 月召开的第十七

届 CITES 缔约国大会将审议提升交趾黄檀、刺

猬紫檀、非洲崖豆木、中南美洲产黄檀类等红

木贸易管制等级，这意味红木进口成本将继续

增加。

2. 出产国加大对原材料出口的限制

目前在印度小叶紫檀的公开拍卖的影响

下，部分非洲国家有意向效仿对其出产的红木

进行统一拍卖，以期获得更大利润。

此外部分红木出产国还加大了对红木原木

出口限制，以发展本国木材加工业。

3. 原材料质量下降

由于前期对红木资源的无节制消费，导致

市场部分红木的大料好料难寻。因此，红木行

业应要加大红木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材施用，

减少资源浪费。

（二）产品创新设计能力有待提高

目前市场上红木制品设计单一表现突出，

近 90% 以上的红木制品属于仿古类产品，创

新意识薄弱。另一方面，产品设计简单抄袭严

重，使得大企业无意增加设计投入，而小企业

又无力承担设计成本。红木产品设计问题已经

影响到市场的进一步拓展。

因此，加大对产品设计的投入，增加对设

计人才的培养已变得尤为重要；行业企业应提

高申报设计专利意识，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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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创作品。

（三）终端消费人群的开拓

当前我国红木行业出现巨大调整，最重要

原因是消费人群的减少。作为消费品行业，产

品生产的最主要目标是实现有效消费。然而随

着近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和相关政策变化，

高端消费市场受到极大冲击。而红木作为高端

消费产品的一员，受冲击较为明显。因此，当前，

红木行业必须通过产品开发、营销创新、平台

建设等销售开拓新的消费群体，或是降低“身

价”以迎合大众消费的需求。

（四）售后服务有待改善

售后服务与产品营销关系密切。优质的售

后服务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消费者，提高企

业品牌建设与市场竞争力。

然而，当前我国红木企业现状，使得红木

行业的售后地域出现割裂，售后服务质量较

低，甚至零服务状态，从而抑制了消费者的

部分消费欲求。因此，加大对红木售后服务

的建设，提升售后服务质量，增强消费者的

消费信心，才能是红木行业建设之道和当务

之急。

2015 年红木行业出现了更为深层次的调

整。国家宏观经济的“新常态”也提醒行业

企业应该以更为警觉的目光看待行业现状与

未来走势。当前红木原材料进口与国内交易

基本趋稳，但在新的消费需求建立前，行业

建设与创新工作仍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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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政府 2015 年第 4 号法

令（8 月 14 日）颁布了新的国家森

林法，适用于国家森林、地方森林，

营林区、植保区、私人森林和团体

森林；规定了各类团体对于森林可

持续经营管理的义务；建立森林发

展基金；提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和湿地水资源保护下的工具

实施规则。 

此项法令取代了 1999 年的森林

法，并被赞比亚议会所批准。据有

关媒体介绍，这项法令对于涉及木

材方面的监管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但我们尚不了解会对赞比亚的对华

木材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赞比亚实施新的森
林法

马来西亚木材木制
品出口今年将保持
6.5%增速

据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 3 月 17

日报道，2015 年马木材及木材产品总

出口值为221亿令吉，同比增长6.5%，

其中家具出口收益为 91.4 亿令吉，同

比增长 14.1%，预计今年可维持该增

长动力。报道称推动马木材及木材制

品出口的主要因素包括：《跨太平洋

伙伴协议》将使马木质产品有更大的

市场，出口商也能受惠于较低的进口

关税，从而提高其盈利表现；同时，

亚洲中产阶级的人数将会从 2020 年

的 17.4 亿人，增加近一倍至 2030 年

的 32 亿人，带动亚洲经济及木材需

求上升；此外，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与减排措施，将对马木材与产品有很

大的需求潜力与增长空间。

News  Flash
木业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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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针叶材行业复
苏明显

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全球针叶材行

业会议上，有发言者称各个国家正在

以不同的速度走出低迷，而新的压力

正成为生产商增加产量、促进经济好

转的动力。 针叶材行业必须适应全

球市场变化或经济危机的形势，最显

著的是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是市场一个主要的驱动力。 数据显

示，全球针叶材行业整体复苏明显。

2010 年全球针叶木材贸易总量为 2.75

亿 m3，2014 年增长到 3.15 亿 m3，

消费量从 2.72 亿 m3 增长到 3.13 亿

m3。欧洲锯材组织表示，经济衰退最

坏的时刻已经结束，但他把复苏描述

为“市场像跌宕起伏的过山车”。同

时他对欧洲工厂产量过剩表示了担忧。

二连口岸一季度木材
进口量和价格回升

随着季节转暖，工程建设相继开

工，木材市场需求出现阶段性上升。

二连口岸进口木材在新年的第 1 季度

里出现量价齐升。据统计，二连口岸

一季度木材进口量约为 3109 车。1

月份到货量约为 1008 车，2 月份到货

量约为 1092 车，3 月份截止 22 日到

货量约为 1009 车，预计 3 月到货量

约为 1400 车，预估二连浩特 3 月份

比 2 月份到货量回升 28%；木材价格

同样出现小幅上涨。在经济大环境整

体低位运行的前提下，木材进口出现

量价齐升的局势是一个好的兆头和预

示，但是，木材的需求量短期内不会

出现迅猛的提升。当下的木材价格却

是下游加工企业的采购良机。 

我国满洲里口岸6年
后首次进口俄罗斯
橡木板材

近日，经内蒙古满洲里检验检

疫局查验合格，168.81 立方米、货

值达 58 万元人民币的俄罗斯进口橡

木板材在时隔 6 年后，首次经满洲

里口岸进口我国。

据了解，随着进口木材种类增

加，今年前两个月满洲里口岸木材

进口实现双增长。

木材进口总量为 152.5 万立方

米，同比增长 11.0%；货值 3.08 亿

美元，同比增长 43.7%。其中，原

木进口量为 80.8 万立方米，增长

1.08%， 货 值 1.28 亿 美 元， 增 长

19.0%；板材进口量为 71.7 万立方

米，增长 24.9%，货值 1.81 亿美元，

增长 68.4%。

News  Flash
木业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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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编制完成了《“互联网 +”林

业行动计划——全国林业信息化 “十三五”发

展规划》，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正式印发。

“十三五”时期林业信息化发展要全面融入林

业工作全局，“互联网 +”林业建设将紧贴林

业改革发展需求，通过 8 个领域、48 项重点工

程建设，有力提升林业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

支撑引领“十三五”林业各项建设。

重点工程的 8 个领域包括 “互联网 +”林

业政务服务、 “互联网 +”林业科技创新、“互

联网 +”林业资源监管、 “互联网 +”生态修

复工程、 “互联网 +”灾害应急管理、 “互

联网 +”林业产业提升、“互联网 +”生态文

化发展以及“互联网 +”基础能力建设。

计 划 提 出， 目 标 到 2020 年， 全 国 林 业

信息化率达到 80%，比现在的 62.25% 提高

17.75 个百分点。其中国家级林业信息化率达

到 90%，比现在的 75.3% 提高 14.7 个百分点；

省级林业信息化率达到 80%，比现在的 60.5%

提高 19.5 个百分点；市级林业信息化率达到

70%，比现在的 52.4% 提高 17.6 个百分点；

县级林业信息化率达到 60%，比现在的 35%

提高 25 个百分点。实现政务管理智能协同、

业务支撑精准高效、公共服务便捷惠民、基础

保障坚实有力。

　　

计划全文如下

一、总体思路“十三五”时期林业信息化

将顺应全球信息化大势，以国家信息化战略为

指引，以全面支撑引领林业现代化建设为目标，

紧贴林业改革发展、资源保护、生态修复、产

业发展等各项事业，大力推动“互联网 +”林

业建设。

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林业改革发展和加快信息化建设的系列决

策部署，以提升林业现代化水平为目标，全面

推进“互联网 +”林业建设，实现互联网思维、

立体化感知、大数据决策、智能型生产、协同

化办公、云信息服务，支撑引领林业改革发展，

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建设原则。在遵循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制式、统一平台、统一管理的“五个统一”

基础上，坚持开放共享、融合创新、提升转型、

引领跨越、安全有序的基本原则。

总体框架。“互联网 +”林业是互联网跨

界融合创新模式进入林业领域，利用云计算、

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推动信息化与林业深度融合，建立智慧化发

展长效机制，形成林业高效高质发展新模式。

建设目标。到 2020 年，全国林业信息化

《“互联网+”林业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来源/国家林业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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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80%，比现在的 62.25% 提高 17.75 个

百分点。其中国家级林业信息化率达到 90%，

比现在的 75.3% 提高 14.7 个百分点；省级林

业信息化率达到 80%，比现在的 60.5% 提高

19.5 个百分点；市级林业信息化率达到 70%，

比现在的 52.4% 提高 17.6 个百分点；县级林

业信息化率达到 60%，比现在的 35% 提高 25

个百分点。实现政务管理智能协同、业务支撑

精准高效、公共服务便捷惠民、基础保障坚实

有力。

二、重点工程“十三五”时期林业信息化

发展要全面融入林业工作全局，“互联网 +”

林业建设将紧贴林业改革发展需求，通过 8 个

领域、48 项重点工程建设，有力提升林业治理

现代化水平，全面支撑引领“十三五”林业各

项建设。

“互联网 +”林业政务服务。加快“互联

网 +”与政府公共服务深度融合，提升林业部

门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包括全国林业网上

行政审批平台建设工程、中国林业网站群建设

工程、林业智能办公建设工程、林业数据开放

平台建设工程、林业智慧决策平台建设工程、

全国林权交易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国有林

场林区资源资产动态监管系统建设工程、重点

林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程等 8 项重点建

设工程。

“互联网 +”林业科技创新。发挥“互联

网+”的创新集成优势，提供林业科技成果展示、

先进实用技术推介、在线专家咨询、林业标准

信息共享、生态监测和成果发布分析、科技平

台数据共享等综合科技服务。包括林业科技创

新服务建设工程、林业科技成果推广建设工程、

林业标准化建设工程、生态定位监测信息系统

建设工程、林业科技条件平台建设工程等 5 项

重点建设工程。

“互联网 +”林业资源监管。构建集森林、

湿地、沙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管于一体的“互

联网 +”林业资源监管平台，对全国林业资源

进行精确定位、精细保护和动态监管。包括生

态红线监测建设工程、智慧林业资源监管平台

建设工程、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应用建设工程、

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建设工程、古树名木保

护系统建设工程、林业智慧警务建设工程等 6

项重点建设工程。

“互联网 +”生态修复工程。将现代信息

技术全面融合运用于生态修复工程，加快推进

造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和重点工程核查监督，全

面提升生态修复质量。包括重大生态工程智能

监管决策系统建设工程、智慧营造林管理系统

升级建设工程、全国林木种苗公共服务平台建

《“互联网+”林业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Focus 
林产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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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015年11月东北地区木材到货情况走势图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铁路

2016年2月东北地区铁路运输木材情况

三大市场总结

因满洲里市场 1 月份的数据缺失，所以东

北地区的木材进出口货量同期的比值和满洲里

同期的比值缺失，但从绥芬河和二连市场同期

的数据可以看出，2 月份的木材到货量相对较

少，其中绥芬河铁路进口总量下降 13.37%  ，

二连铁路下降 4.31%。

但今年前两个月，二连口岸进口木材 13.4

万吨，上年同比增加 8%，增幅达 8.9 个百分点；

进口总值 1.7 亿元，增长 2.3%。同时，今年前

两月份绥芬河口岸进口原木 63.5 万立方米，比

上年同期增加 5.9%；价值 5.3 亿元人民币，比

上年同期增长 4.9%。

满洲里市场

2016 年前两个月满洲里铁路口岸木材进

口双增长。满洲里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木材进

口总量为 152.5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11.0%；

货值 3.0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7%。满洲里

口岸进口木材的附加值进一步提升，原因就是

各种规格的板材进口量增长明显，带动了进口

木材货值总量的增长（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段

摘自木材圈）。

落叶松、口料： 货量有增无减，销售较困

难，市场基本无变化落叶松口料比较稳定。

樟子松：目前市场樟子松价格持续保持平

稳，樟子松加工材进货多些， 小径樟子松檩条

走货快些，价格比较稳定。

2015年12月、2016年1月、2月东北地区到货量      单位：立方米

2015年7月-2016年2月东北地区到货量走势图         单位：立方米

（注：满洲里2015年12月、2016年1月数据取值为前一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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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市场

2 月二连市场到货量同比上月下降 4.31%。

市场还算稳定，口料到货比较多，价格基本无

多大变化。

樟子松：市场价格无变化，本月樟子松销

售比较困难，价格有所下滑且处于比较低的价

位，临近下旬的时候，价格开始稳定。

白松：白松暂时无人要货，销售很慢。小

径白松价格有所上涨，市场稳定，价格无变化。

2015年7月-2016年2月二连樟子松价格情况走势图    单位：元/立方米

2015年7月-2016年2月二连落叶松价格情况走势图    单位：元/立方米

数据来源： 绥芬河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绥芬河市场

2 月 绥 芬 河 市 场 到 货 量 同 比 上 月 下 降

13.37%，三峡和松林的货量现在还算稳定，并

没有增量，原有的几个货场还在持续的发货，苏

鲁克这个礼拜也开始到货，但也一样货量不大。

落叶松：落叶松到货量比较稳定，质量较

好，落叶现在小径销售较快，中径需求量孱弱，

大径现在总体需大于供，整体趋于稳定。

白松：白松的价格比较稳定，远东的白松

小径价格能稍微较高，白松的各种中径和小径现

在销售都比较快，现在除了工地发货比较迟缓，

其他的都比较稳定，市场行情也没什么变化。

樟子松：樟子松价格不是很理想，质量也不

是很好，而且货量不多，基本都是低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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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中国木材价格指数走势分析

一、下游厂家开工推迟，红木市场继续弱

势调整

春节假期效应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红木

市场，根据中国木材价格指数网监测数据显

示，尽管周指数走势较节前有些许好转，报

1242.49 点，但从日指数走势情况来看却不尽

人意，本周 7 个交易日，只有周日红木分类指

数勉强翻红报 1237.33 点，其余时间全线阴跌。

行业人士表示，受下游厂家开工推迟影响，红

木市场在短期内仍将处于弱势调整的状态，并

且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建议商家们还是多看少

动为宜。

具体来看，本周 9 个代表材种，虽然日

销量较节前有所好转，但大部分材种成交量依

旧不能摆脱个位数的僵局，三大市场中微凹黄

檀、奥氏黄檀、交趾黄檀、阔叶黄檀均是个位

数成交，市场交易气氛有限。而中低档材种刺

猬紫檀虽然节后迎来开门红，但源源不断的新

货供应却也让市场变得迷离起来，预计木材商

涨价愿望是要落空了，本周广州鱼珠市场刺

猬紫檀成交均价 3800 元 / 吨，上海福人市场

4150 元 / 吨。微凹黄檀广州鱼珠市场成交均

价 28800 元 / 吨，上海福人市场 47330 元 / 吨；

奥氏黄檀广州鱼珠市场成交均价 21800 元 / 吨，

上海福人市场 20280 元 / 吨。

二、需求延续节前疲软走势，原木指数创

年内新低

原 木 综 合 指 数 报 收 1039.02 点， 创 下

2016 年原木周指数新低。其中鱼珠原木周

指数报收 1013.31 点，福人原木周指数报收

1197.5 点，大西南原木周指数报收 865.55 点。

鱼珠进口原木指数本周报收 979.5 点。大

量家具厂家在元宵节后依然没有正常复工，户

外园林等新工程项目开工量不足，家装市场也

是以小打小闹为主，这导致市场需求继续维持

节前的疲软状态，成交量录得了休市外 2016

年至今的最低记录。

价格方面，商家的经营重心依然是清库存

为主，新货到港量并不足，在此心态下，价

格继续以平稳走软的走势为主，本周山樟成

交价报收 2950 元 / 立方米，铁木豆成交价报

2400 元 / 立方米，菠萝格成交价报 3750 元 /

立方米。

鱼珠国产原木指数本周报收 1109.16 点。

其中水曲柳成交价报 4200 元 / 立方米，柞木

报 4150 元 / 立方米。

上海福人原木指数本周报收 1197.5 点，

其中漆木报收 1593.77 点，成交价报 12640

元 / 立方米，科檀报收 876.7 点，成交价报

11130 元 / 吨。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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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中国木材价格指数走势分析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指数

三、市场参与力度增强锯材指数稳中走升

锯材分类指数报收 1028.54 点。其中鱼珠

锯材指数收于 971.73 点，福人锯材指数、大

西南锯材指数分别报收 1148.54 点、902.15 点。

基本面上看，伴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市

场人士全面回归，下游家装市场的陆续复工，

锯材市场交投氛围表现较为活跃，整体成交量

较之前明显上升。盘面上显示，本周进口锯材

市场整体走强，三大市场当中，大西南市场追

涨意愿最为强烈，成交量位居首位。其中，白

松、樟子松、加拿大松木、辐射松等收出天量，

成交价分别报收 1560 元 / 立方米、1098 元 /

立方米、1120 元 / 立方米、1110 元 / 立方米。

有分析指出，春节后下游户外基建、楼房建设

等工程陆续开建，对松木等建筑用材需求自然

也逐渐走升，后市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国产锯材市场方面，尽管目前市场未现大批量

采购潮，但是市场咨盘活跃度明显提升，贸易

商心态向好，多数交收品种量能稳中走升。其

中大西南市场代表品种杉木、马尾松，鱼珠市

场代表品种桦木、水曲柳等买卖气氛相对较浓，

成交价报收 1030 元 / 立方米、870 元 / 立方米、

5200 元 / 立方米。

四、厂商陆续开工人造板市场小批量走货

厂商陆续开工，人造板市场呈现小批量走

货。本周人造板分类指数弱势整理报收 933.78

点，该指数是中国广东鱼珠、上海福人、四川

大西南和山东临沂四大人造板市场指数的综合

指数。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广东鱼珠报收 1029.04

点，四川大西南报收 998.07 点，山东临沂报收

946.76 点，上海福人报收 821.87 点。从盘面

上看，本周四大人造板指数整体上无明显变化，

由于近日人造板厂商陆续开工，市场主要以小

批量走货为主，总销量趋于平稳。

2014年7月-2016年2月中国木材价格指数月指数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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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PMI显示： 购进价格回升，企业预期向好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陈中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

业调查中心发布的 2016 年 2 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0%，较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指数回落，主要是受春节因素影响，

生产指数、订单指数有所下降。但指数回落背

后也有新特点、新亮点，主要表现在购进价格

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升幅扩大，回升到 50%

以上，有利于改善企业效益，提高生产扩张动

力；企业新年普遍看好，预期指数回升明显，

节前备货较为积极，节后生产经营活动恢复陆

续加快；就业在淡季也保持相对稳定。总体来

看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内生增长动力增强。

     受春节因素影响，供需均有所回落。生产指

数 50.2%，较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新订单

指数为 48.6%，回落 0.9 个百分点。消费品行

业由于节日效应提前释放，回落较为明显。为

抵消春节假期影响，企业节前提前拿到一些订

单，增加了产成品和原材料库存。企业订单指

数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产成品库存和原

材料库存指数均明显上升，升幅超过 1 个百分

点。从调查来看，春节过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恢复陆续加快。综合来看，预计 3 月份以后供

需波动减小。

虽然受春节因素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

所波动，但整体来看制造业表现良好，有一定

的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两升一稳”：

一是购进价格回升。企业购进价格指数自

权威解读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指数

去年 12 月份以来，连续 3 个月回升，升幅扩大。

今年 2 月份上升 5.1 个百分点，达到 50.2%，

自 2014 年 8 月份以来首次回升到 50% 以上。

尤其是钢铁、有色行业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上

升较为明显。如果这种回升态势能够形成趋势，

有利于改善企业效益，提高生产扩张动力。

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大幅上

升。从以往数据来看，企业开年生产经营活动

预期指数一般会有所上升，今年升幅更大，达

到 13.5 个百分点。反映出企业对新年经济前景、

市场形势充满信心。

三是淡季就业保持稳定。从季节性规律来

看，春节前后是企业人员流动较大的时节，今

年 2 月份企业人员变化不大，从业人员指数回

落 0.2 个百分点，保持正常波动。从调查来看，

多数企业反映人员有进有出，整体保持稳定。

从业人员指数走势表现，反映出供给侧改革没

有明显增加就业压力。但当前也存在结构性的

劳动力供应矛盾，企业反映劳动力成本继续上

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急需的高级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招工难”。在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过程中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

另外，从我们对企业的调查来看，资金紧

张矛盾也有所缓解。反映资金紧张的企业数量

减少，比重下降。1 月份下降 1.5 个百分点，2

月份又下降 0.9 个百分点。

结合今年前两个月 PMI 表现来看，当前经

济运行仍有下行压力，但回落主要是新旧增长

动力转换和供需再平衡过程中的摩擦性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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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短期季节性回落。随着春节因素消退，随

着供给侧改革利好释放，随着市场主体自我调

整加快同经济环境变化磨合期缩短，预计经济

运行将逐渐恢复平稳，经济运行的质量不断提

高，内生增长基础不断增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
级统计师赵庆河

2 月份，制造业 PMI 回落主要有以下三方

面原因：一是受春节假日因素影响，部分企业

停工减产，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有所回落。

生产指数为 50.2%，比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

新订单指数为 48.6%，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

点，连续两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二是随着近

两个月生产经营活动的放缓，企业原材料采购

量继续下降。采购量指数为 47.9%，比上月下

降 1.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落，为近期低点。

三是由于企业员工集中返乡，制造业用工量有

所减少。从业人员指数为 47.6%，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虽然 PMI 有所回落，但也有一些积极变化。

受近期原油价格小幅回升，以及部分流通领域

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反弹的影响，本月主要原材

料购进价格指数比上月大幅上升5.1个百分点，

达到 50.2%，自 2014 年 8 月以来首次升至临

界点上方。随着国家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和提质

增效等政策措施的实施，企业信心有所增强，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7.9%，升至较高景

气区间，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49.9%，

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下；

中型企业 PMI 为 49.0%，与上月持平，仍低

于临界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4.4%，比上月

下降 1.7 个百分点，持续位于收缩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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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016年2月我国制造业PMI指数走势图

2014年11月-2016年1月我国制造业PMI指数及分类指数

PMI 生产 新订单 原材料
库存

从业人
员

供应商
配送时2014年11月 50.3 52.5 50.9 47.7 48.2 50.3

2014年12月 50.1 52.2 50.4 47.5 48.1 49.9

2015年1月 49.8 51.7 50.2 47.3 47.9 50.2

2015年2月 49.9 51.4 50.4 48.2 47.8 49.9

2015年3月 50.1 52.1 50.2 48 48.4 50.1

2015年4月 50.1 52.6 50.2 48.2 48 50.4

2015年5月 50.2 52.9 50.6 48.2 48.2 50.9

2015年6月 50.2 52.9 50.1 48.7 48.1 50.3

2015年7月 50 52.4 49.9 48.4 48 50.4

2015年8月 49.7 51.7 49.7 48.3 47.9 50.6

2015年9月 49.8 52.3 50.2 47.5 47.9 50.8

2015年10月 49.8 52.2 50.3 47.2 47.8 50.6

2015年11月 49.6 51.9 49.9 47.1 47.6 50.5

2015年12月 49.7 51.4 49.5 46.8 47.8 50.5

2016年1月 49.4 51.4 49.5 46.5 47.8 50.5

2016年2月 49 50.2 48.6 48 47.6 49.8

数据来源：中国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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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回落持续 , 春节因素和工业收缩双

重作用。2 月制造业综合 PMI 为 49.0%, 比上

月下跌 0.4 个百分点 , 创 2011 年 11 月以来的

最低值 , 连续七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由于农

历春节在 2 月 8 日 , 前后一两周的休假会对工

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扣除同期春节因素的影

响外 , 工业收缩的形势依旧严峻。财新 PMI 同

样验证了这一点 ,2 月终值为 48.0%, 比上月下

跌 0.4 个百分点。 

      需求疲软继续影响制造企业生产量的表现。

制造业生产量跌落 1.2 个点到 50.2%, 勉强保持

在 50% 的临界水平以上。各类企业 PMI 均位

于临界点以下 , 回落幅度不一 : 大型企业 PMI

为 49.9%, 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 ; 中型企业

PMI 为 49.0%, 与上月持平 ; 小型企业 PMI 为

44.4%, 比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需求疲软是

造成企业生产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 ,2 月的新订

单指数为 48.6%, 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 , 连

续两个月低于临界点 , 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低

迷的态势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后期工业生产积极性提升仍可期。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 较上月增

加 13.5 个百分点 , 达到 57.9%, 反映出企业

对于新年的经济和市场表现充满信心 , 积极

性比较高昂。

从订单和库存指数也可以表明企业对于后

期生产的准备工作基本到位 , 积压订单和新订

单陆续出货 , 产成品逐步消化 , 原材料库存稳

定。2 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7.2%, 比上月回升

0.5 个百分点 ; 积压订单指数为 43.9%, 比上月

回升 0.5 个百分点 ;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8.0%,

比上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 ; 产成品库存指数为

46.4%, 比上月回升 1.8 个百分点。同时 , 购进

价格逐步回升 ,2 月再度上升 5.1 个百分点达到

50.2%, 一旦趋势强化将有助于改善企业效益 ,

进一步提高积极性。 

      非制造业热度有减 , 但仍处在高位。2 月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 PMI 为 52.7%, 较上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 , 仍在荣枯线以上。表明非制造业的

扩张趋势并没有改动 , 只是热度有所下降。

建筑业和服务业的 PMI 数据也反映了这一

情况 : 建筑业指数为 55.2%, 比上月下跌 2.6 个

百分点 ; 服务业指数为 52.2%, 比上月回升 0.5

个百分点  房地产利好政策频出 , 建筑业预期创

新高。2016 年楼市迎来多项利好 , 降首付、降

商贷利率、调契税 , 商品房成交市场空前火爆。

虽然 2 月建筑业 PMI 有所回落 , 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增加7.6个百分点,达到去年6月以来新高,

未来有望迎来再一次的扩张式发展。 

      综合来看 , 季节因素对于 2 月 PMI 数据影

响较大 , 多项指标在临界线以下。企业对节后

的经济市场充满信心 , 工业收缩的情况有望得

到改善 ; 非制造业也将受益于国家政策 , 建筑业

迎来新一轮扩张。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指数

   机构解读

国联证券:春节因素影响PMI 经营预期指数向好

数据来源：中国物流中心

2016年1月海关进口数据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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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解读

国联证券:春节因素影响PMI 经营预期指数向好

单位：千美元

计量单位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原木 万立方米 366 623,654 366 623,654 -4.3 -20.4 -4.3 -20.4 383 782,906

锯材 万立方米 221 570,773 221 570,773 5.2 -15.7 5.2 -15.7 213 676,526

原木及锯材 万立方米 587 1,194,427 587 1,194,427 -1.5 -18.2 -0.9 -18.2 596 1,459,431

1月 1至1月累计 比去年同期±% 累计比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

排名（金额） 国家 数量（KG) 金额（USD)

1 俄罗斯联邦 859,673,006 111,294,781

2 新西兰 619,154,794 89,161,108

3 美国 283,110,409 62,391,204

4 巴布亚新几内亚 260,416,844 57,277,723

5 澳大利亚 332,719,802 38,732,992

6 老挝 23,955,332 26,701,891

7 莫桑比克 78,783,327 26,211,755

8 所罗门群岛 109,639,659 25,973,880

9 赤道几内亚 89,646,125 25,681,406

10 加拿大 122,495,457 23,277,696

1月进口原木共计 366万立方米 623,654千美元

排名（金额） 口岸 数量（KG) 金额（USD)

1 南京海关 1,153,261,389 235,434,546

2 青岛海关 488,528,961 76,413,895

3 上海海关 176,555,182 60,609,808

4 黄埔海关 161,336,367 56,685,148

5 满洲里海关 369,851,371 48,239,527

6 哈尔滨海关 319,589,837 40,978,710

7 深圳海关 92,604,467 17,213,201

8 厦门海关 128,830,787 16,472,782

9 广州海关 101,767,572 14,529,880

10 杭州海关 37,501,342 13,666,424

排名（金额） 国家 数量（KG) 金额（USD)

1 俄罗斯联邦 566,309,951 138,817,769

2 美国 140,753,594 101,879,880

3 加拿大 274,332,423 78,919,879

4 泰国 189,291,225 78,721,797

5 印度尼西亚 22,242,649 19,168,193

6 芬兰 32,908,083 15,805,744

7 加蓬 18,411,189 12,997,842

8 智力 26,466,448 12,257,426

9 越南 23,009,151 10,486,532

10 瑞典 23,440,948 10,045,320

1月进口锯材共计 221万立方米 570.773千美元

排名（金额） 口岸 数量（KG) 金额（USD)

1 上海海关 220,799,576 122,821,565

2 深圳海关 151,889,995 72,293,815

3 广州海关 161,745,945 67,832,748

4 满洲里海关 311,054,371 63,882,629

5 南京海关 177,571,947 57,882,282

6 青岛海关 87,532,235 44,799,852

7 哈尔滨海关 110,695,063 29,313,686

8 天津海关 39,840,161 18,512,366

9 江门海关 38,949,095 16,370,921

10 宁波海关 25,470,756 13,406,440

排名（金额） 国家 数量（KG) 金额（USD)

1 新西兰 560,200,745 79,073,925

2 澳大利亚 255,364,549 29,242,706

3 南非 500,000 53,481

1月进口辐射松原木共计 81.6万吨 108,370千美元

排名（金额） 口岸 数量（KG) 金额（USD)

1 南京海关 253,506,129 34,283,427

2 青岛海关 198,769,972 28,730,131

3 厦门海关 101,108,185 12,519,986

4 黄埔海关 63,586,253 9,298,709

5 广州海关 66,856,732 7,611,169

6 福州海关 44,700,657 5,322,330

7 南宁海关 26,579,560 3,507,419

8 上海海关 31,753,908 3,470,312

9 深圳海关 27,660,584 3,429,551

10 武汉海关 789,340 75,912

2016年1月中国原木进口主要国家TOP10 2016年1月中国原木进口主要口岸TOP10

2016年1月中国锯材进口主要国家TOP10 2016年1月中国锯材进口主要口岸TOP10

2016年1月中国辐射松进口主要国家 2016年1月中国辐射松进口主要口岸TOP10

2016年1月海关进口数据总表

2016年1月海关进口数据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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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木知多少

如北欧木材由于产于严寒地带，结构紧密，类

似硬木，因此心材部分大并具有天然防腐性，

防腐木的载药量较于其他速生林木材较低，但

使用性能较好，适合民用。

天然防腐——红雪松

红雪松，产地为美国西部及加拿大，是北

美等级最高的防腐木材。红雪松具有高度的

防腐蚀能力，来源于自然生长的一种被称为

Thujaplicins 的醇类物质 ; 另外一种被称为

Thujic 的酸性物质确保了木材不被昆虫侵蚀。

红雪松无需防腐和压力处理，不受昆虫及真菌、

白蚁的侵袭和腐蚀，稳定性极佳，使用期限长，

不易变形，对环境也不会造成污染。即使用于

特别干燥或潮湿的环境中，其使用年限也可达

30 至 50 年，是高品质的天然防腐木。红雪松

还是一种最轻质的商用软木，其隔音隔热能力，

以及易于运输、安装的优点更加出众。

防腐木，就是将普通木材经过人工添加化

学防腐剂之后，使其具有防腐蚀、防潮，防真

菌，防虫蚁、防霉变以及防水等特性。能够直

接接触土壤及潮湿环境，经常使用在户外地板，

工程，景观，防腐木花架等，供人们歇息和欣

赏自然美景，是户外地板、园林景观、木秋千，

娱乐设施，木栈道等里理想材料，深受园艺设

计师的青睐，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防腐

木已经非常环保了，故也经常使用在室内装修，

地板及家具中。

防腐木木材都有哪些 ? 适于防腐处理的木

材种类很多，如美国红雪松、南方松以及樟子

松等。制作防腐木，防腐处理很关键，但是也

不能忽视木材的选择。为了增强防腐木的性能，

一般都选择木质性能比较突出的木种作为防腐

木原料。可用于制作防腐木的树种有北欧赤松、

美国南方松、俄罗斯樟子松、中国樟子松等等，

不同树种的特点和适用场合存在较大差异。材

质本身决定对载药量的要求，决定防腐木的环

保性，因此对防腐木的木种也要谨慎选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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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流行——南方松

美国南方松由生长在美国南部四种树种群

( 长叶松、短叶松、湿地松以及火炬松 ) 组成，

其地理生长范围广，从德克萨斯州一直到佛

吉尼亚州。

美国南方松树种属于材质最强、用途最多

样的木材之一。由于其特殊的细胞排列，防

腐剂可达心材。

美国南方松具有特别的强度和结构力，在

木构造行业有“世界软木之王”美誉。其抗

弯能力出色，能以较小的规格尺寸来满足设

计规定的荷载力，从而在实际工程中木材的

使用量大大降低，减少了资金成本。美国南

方松接受高压注入防腐剂药剂的能力高，其

高度渗透性使南方松能免于水分、腐朽、白

蚁及海洋生物的危害，防腐能力可以保持 50

年。高度螺钉及钉子保持力也是南方松的特

性之一，这一特性用于建筑结构框架上尤其

重要。

中国突起异军——樟子松

樟子松树质细、纹理直，经防腐处理后，

能有效地防止霉菌、白蚁、微生物的侵蛀，能

有效抑制处理木材含水率的变化，减少木材的

开裂程度，使木材寿命延长到 40 至 50 年。樟

子松主要分布于夏凉冬冷且有适当降水的气候

条件，我国黑龙江大兴安岭、内蒙古海拉尔以

西的部分山区和小兴安岭北部有分布，俄罗斯

的樟子松资源极为丰富，是我国防腐企业主要

的原木进口基地。樟子松防腐木是中国防腐企

业从国外进口原木，自己防腐处理生产的，价

格适中，目前在中国防腐木市场颇受欢迎。

碳化木

炭化木是在不含任何化学剂条件下应用高

温对木材进行同质炭化处理，使木材表面具有

深棕色的美观效果，并拥有防腐及抗生物侵袭

的作用，其含水率低、不易吸水、材质稳定、

 Information
常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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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形、完全脱脂不溢脂、隔热性能好、施工

简单、涂刷方便、无特殊气味，是理想的室内

及桑拿浴室材料，成为卫浴装饰新的流行趋势；

其防腐烂，抗虫蛀、抗变形开裂，耐高温性能

也成为户外泳池景观的理想材料。

柳桉木

通长分为白柳安和红柳桉两种。白柳桉，

常绿乔木，树干高而直，木材结构粗，纹理直

或斜面交错，易于干燥和加工，且着钉、油漆、

胶合性能均好；红柳桉，木材结构纹理亦如白

柳桉，经切面花纹美丽，但干燥和加工较难。

柳桉在干燥过程中少有翘曲和开裂现象。柳安

木木制偏硬，有棕眼、纤维长、弹性大，易变性。

铁杉

铁杉是目前北美市场上最雅致、用途最广

泛的树种。在强度方面，略低于黄松，比较适

合做防腐处理。经过加压防腐处理的铁杉木材

既美观又结实，堪与天然耐用的北美红雪松媲

美。铁杉可以保持稳定的形态和尺寸，不会出

现收缩、膨胀、翘曲或扭曲，而且抗晒黑。几

乎所有木材经过长期日晒后都会变黑，但铁杉

可以在常年日晒后仍保持新锯开时的色泽。铁

杉具有很强的握钉力和优异的粘合性能，可以

接受各种表面涂料，而且非常耐磨，是适合户

外各种用途的经济型木材。

北欧赤松

北欧赤松生长于寒冷地区，慢生树种，木

质紧密，质量上乘的欧洲赤松，经过特殊防腐

处理后，具有防腐烂、防白蚁、防真菌的功效。

专门用于户外环境，并且可以直接用于与水体、

土壤接触的环境中，是户外园林景观中木制地

板、围栏、桥体、栈道及其他木制小品的首选

材料。北欧赤松结构紧密，类似硬木，因此心

材部分大并具有天然防腐性，防腐木的载药量

较于其他速生林木材较低，但使用性能较好，

适合民用。



           41  42       

木材信息快报
Wood Information

读者意见反馈

感谢您阅读《木材信息快报》杂志。为了切实提高本刊质量，多登读者期望的内容，为读者提供更贴近、更实

用的资讯，我们诚恳地希望您拨冗赐教。您的意见对我们极为重要，将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依据。请您认真

填写问卷 , 可以通过传真、E-mail 或者邮寄等方法，将已填写好的反馈表给到本刊编辑部。谢谢支持 !

您的个人资料 

       姓名：                                    电话：                                      Email:

       地址：                           

请在下面相应的□内打“√”

1．您对本刊总体质量的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差

2．您对本刊内容的评价：

　　□通俗易懂      □不易懂          □难懂

3. 您对本期杂志内容阅读程度是：                                            

             □全部都读        □大部分都读       □大约读一半内容       □只读很少一部分内容 

4．您认为本刊印刷装订质量如何？

　　□好            □较好            □一般            □差

5．您认为本刊排版设计如何？

　　□好            □较好            □一般            □差

6．你曾与多少人分享过我们的杂志？

　　□ 1 ～ 3 人           □ 4 ～ 8 人            □ 9 人以上

7．您认为本刊比较好的栏目是（可多选）：

　  □政经新闻    □全球视野     □本期关注   

            □最新资讯    □数据分析     □常用信息 

8．您认为本刊需要改进的栏目是（可多选）：

            □政经新闻    □全球视野     □本期关注   

            □最新资讯    □数据分析     □常用信息 

9．您认为本刊还应增加哪方面的内容？

10．您认为本刊需改进的地方及其他建议：

本刊联系方式

       邮箱：servers_wood@163.com 

       电话：021-34091160      传真： 34091163

       地址：上海徐汇区宜山路 425 号 1812 室

       联系方： 上海胜握胜林业有限公司 《木材信息快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