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原木的分类 

我国目前木材的交易品种主要分为原木与板材，原木从大类上，主要分为硬木与软木两

大类，就其树种、分布、适合地区都有所不同，具体分析及对如下： 

1、硬木 

1）定义：硬木即为阔叶树材，指由被子植物门的树所生成的木材。 

2）特点：硬木一般密度较高及较硬实，但硬木及软木的真正硬度差异很大，有大比数品种

互相重叠，有时硬木（如轻木）比大部分软木更软。 

3）代表种树及主要分布 

硬木适合生长在环境在极寒或极暖地区，主要分布于赤道附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

门、非洲或高纬度叫寒冷的欧洲、俄罗斯等国家。 

市场 代表树种 主要分布地区 

中低端 硬杂木 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等地 

中端 橡木、柚木 欧洲等 

高端 紫檀、红木及血檀 非洲等 

 

2、软木 

1）定义：与硬木相对应，软木即为针叶树材。 

2）特点：密度较低，质地相较硬木较软，易塑形、易切割。 

3）代表种树及主要分布 

其代表树种主要为松木、杉木等针叶树林，主要分部冷热适中的北美、欧洲、澳洲、新

西兰、俄罗斯等地区。 

代表树种 主要分布地区 

辐射松 新西兰 

铁杉、花旗 北美 

云杉（即白松） 欧洲中部 

樟子松 俄罗斯 

 

二、 原木的用途及价格 

硬木市场和软木市场，在产地、树种、价格波动、用途方面都有较大区别，对其进行分

别分析。 

1、硬木 

1）用途：用途相对有限，通常用于地板、家具及景观塑造等； 

2）价格区间：硬木的整体价格高于软木，其价格波动非常剧烈，以小斑马为例（又名黑檀

木、乌金木），去年以来价格在 2000 元—5000 元/方之间波动，目前价格在 5000 元/方左右。 

3）影响价格的因素：因为受到国家产区、地形、树木品种的多种因素影响，价格差异较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94%E5%8F%B6%E6%A0%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2%AB%E5%AD%90%E6%A4%8D%E7%8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BB%E6%9C%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94%E5%8F%B6%E6%A0%91


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价格波动也较大。 

①国家因素：例如俄罗斯因运输便利，可砍伐森林资源充足的原因，价格相对较低；欧洲因

运输时长、环保政策等影响，价格相对较高； 

②地形因素：产区地形因平原及山地，砍伐的价格差异造成终端价格不同； 

③树木品因素：种根据上方介绍，中低端、终端及高端的硬木价格相差很大。 

 

2、软木 

1）用途：用途相较硬木更为广泛 

①建筑口料：消耗品，需求量大，其需求量与建筑行业开工率直接相关； 

②松木家具：对塑形有一定要求的家具如拱门，或者对软硬度有一定要求的家具，如婴儿床； 

③旋切后制成人造板或胶合板:我国旋切工艺为世界领先水平，最薄可达 30 丝（100 丝=1 毫

米），由于其旋切率较高、原木利用率高，故成本较世界其他国家更低，甚至被欧美国家指

责为倾销； 

2）价格区间：整体来看，平均价格低于硬木，价格波动也对先对较小，直观的来说在 1000

元/方左右。 

3）影响价格的因素：与硬木大致相同 

 

三、 原木的产地特点 

我国进口软木的产地主要以北美、欧洲、俄罗斯、新西兰为主，以往北美为进口最为主

要的国家，但收到中美贸易战影响，今年以来，北美进口量锐减，新西兰、欧洲进口量大幅

增加，具体分析如下： 

1、欧洲： 

①现状：欧洲本身因运输时间久、运输价格高等特点，在我国进口木材份额中占比不高。但

由于 2019 年 8 月欧洲爆发森林虫害（树皮甲虫），该类害虫以啃食树皮为生，并将虫卵置于

树木中繁殖，所到之处树木皆为死木。其中受害严重的国家有德国、意大利及捷克等，如果

按照受威胁的地区乘以平均库存量(261 立方米/公顷)来估计，如果不能有效地阻止虫害，这

些森林中可能有 1.3 亿立方米的树皮甲虫木材。因此这些国家政府鼓励砍伐，德国甚至给予

伐木场相应补贴，使得欧洲出口木材产量上升，软木价格下跌，于是陆续进口至我国。 

②优势：虫害威胁之下，政府补贴，导致价格下降；法制健全，政体稳定，信用良好； 

③劣势：运输港口条件较差，只能通过集装箱运输，会增加一定成本。 

 

2、俄罗斯： 

①现状：俄罗斯一直以木材价格低、运输条件方便（海陆皆可）的优势，在过去占据我国原

木进口的最大份额，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对我国出口原木关税的不断提高导致木材价格持续上

升，同时因为俄罗斯供应商要求预付比例较高、信用一般的原因，进口份额不断下降，但是

目前价格仍具有一定竞争力，在我国进口原木市场依旧占据重要份额。 

②优势：木材价格低、运输条件好，铁路运输国内有一定一带一路补贴。 

③劣势：关税持续增加、预付比例高、法律环境较查、信用一般。 

3、新西兰： 

①现状：一直以木材质量良好、产量输出稳定、贸易成熟、贸易商集中等优势，目前在我国

软木进口市场占据最大份额。 

②优势：除上述之外，中林集团在新西兰拥有自己的林地，故此在林木资源上有一定优势。 

③劣势：暂无 

4、美国： 



①现状：美国此前在我国进口木材份额中占比一直较高，主要木材品种为铁杉与花旗。但受

到今年中美贸易战影响，国内目前基本停止从美国进口木材。 

②优势：木质良好、行业成熟、港口运输条件好，法律环境健全，产业集群效益明显，传统

木材出口大国； 

③劣势：受贸易战等中美关系政治因素 

 

四、 我国进口木材概况 

1、木材行业现状：国内限伐、依赖进口 

我国目前林木仍处于重保护，慢慢发展阶段，且我国商业林地的林木资源多以桉木为主，

其主要特点为生长周期短（5-8 年）、吸水能力强生存能力较强，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破坏性。

为迎合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林木资源需求量大的特点，我国商业林地对林木生长进行人工催

化，使得桉木成为生长周期最短的木材。同时因为人工催化过度，林地金属含量超标，导致

林场在种植完桉木后无法种植其他木种。 

而国内自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起，所有天然林都纳入保护范围，限砍限伐，封山育林。

2018 年我国木材行业交易量达万亿元，因此面对我国对木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我国进口

木材需求增加，目前国内大部分的木材都依赖于国外木材进口。 

 

2、进口量分析： 

①进口市场规模：我国 2018 年进口软木总计约 4000 万方、硬木约 3000 万方，按照软木均

价 1000 元/方、硬木均价 5000 元/方估算，我国进口软木市场交易量为 400 亿元人、进口硬

木交易量为 1500 亿元，进口木材交易量总计占比我国木材交易量的约 20%。 

②软木进口国家分布：我国 2018 年进口软木共计约 4000 万方，其中主要组成为新西兰约

1300 万方、澳洲约 350 万方，俄罗斯约 1000 万方、欧洲约 400 万方、南美约 400 万方。 

③硬木进口约 3000 万方，具体金额数据可获得性、真实性不高，主要由于硬木单价相对非

常高，进口商通常在报关时低报策略，降低了海关数据可信度。 

 

五、 我国木材进口行业产业链及成本构成 

1、 产业链： 

目前我国从海外林场进口软木，最终将原木用至国内终端客户手中，大概的产业链环节如下： 

 

海外林场 → 海外代理商 → 进口商 → 经销商 → 终端用户 

 

2、产业链中的主体： 

海外林场：位于新西兰、德国、意大利、捷克等森林资源充足的林场，与国内的林业资源国

有化不同，国外的林场大部分为市场化，林场主大多为海外大基金（海外养老基金、哈佛教

育基金等），林场可挂牌交易。 

海外代理商：由于林场主为海外基金，不会涉及林场的实际经营，一般会雇佣代理商代其进

行木材销售，负责帮助林场主打理林场基础事务，包括寻找外包公司、寻找采购商等，然后

收取每方固定金额的代理费用。像新西兰这种木林产业较为发达完善的国家，代理商集中度

较高， 

基本有五到六个大的代理商为主，包括知名的太平洋、TPT 等。 

外包商：国外林木产业的高端专业化分工的，对各个环节、各项工作都进行了细致分工，贯

穿于海外林场至海外港口过程中。主要工作分为林管公司、运输公司、打包公司、装卸公司

等，负责整片林场的种植、砍伐、装卸及运输到港口皆有专项外包公司负责。 



海外港口：各国木材运输港口，负责将木材运往世界各地，离港口越近、运输条件越好的林

场，其估值越高，相反地，如果林场距离港口太远，位于内陆，其木材外运会有较大问题，

销售价格甚至无法覆盖运输成。 

进口贸易商：负责向海外代理商采购木材，并对国内下游经销商进行销售。 

下游经销商：从贸易商手中采购木材，并向终端进行销售的下游各级经销商，分布在全国。 

终端：家具生产商、建筑施工队等使用木材进行生产制造的商家。 

 

结论：在整个贸易链条中，利润大头在两端，林场主以及终端商能够赚取较大毛利，其他

环节毛利润较低。 

 

六、 产业链中贸易商 

1、 贸易商的作用 

从上述成本构成分析中，贸易商在整条产业链中，利润空间并不高，木材产业链的利润

主要集中在前后两端，主要为林场主及终端市场中，然而，贸易商的地位不可替代，主要原

因如下： 

1） 林地所属及林地代理 

前端林场主主要为海外大基金，林业投资仅属于其投资板块的一部分，其主要管理职能

都会交由海外代理商；终端家具、建筑市场的家具建筑公司，其主要目标在于市场，如果还

要负责上游的进口采购，加大企业资金成本及人力资源。因此贸易商的地位尤为重要，前端

对接海外代理商，后端对接国内经销商。 

2） 涉及海外进口渠道 

海外木材进口渠道门槛高，对于代理商集中度较高的产区而言，其一般会根据公司名来

判定是否进行合作，新贸易公司开拓海外市场难度较大，因此海外进口渠道尤为珍贵，也证

明了贸易商的重要地位。 

3） 资金占用量大 

因涉及进口木材及上面说的进口渠道门槛的问题，进口木材的资金占用较高，例如预付

比例大、市场不稳定、木材市场是个相对封闭市场、主要交易依据经验和行业人脉等特点，

新进入的贸易公司往往会持续亏损。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大型贸易公司才能稳定发展。 

 

2、 贸易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毛利较低 

 贸易商在整个产业链环节中毛利较低，毛利润大概在 2%左右。 

2） 挖掘利润点 

贸易商由于利润较低，大的贸易商在不断寻找降低成本的方法，联动港口板块，利用出

货量的优势，降低装卸、仓储价格，挖掘更多利润点。 

3） 行业整合，趋向集中 

目前国内大大小小的贸易商非常多，但随着后续行业整合，小型的贸易商会逐渐消失，

最终像新西兰一样，集中在几家大型贸易商手中，他们将拥有更多信息渠道、谈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