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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更钟情于原木 
——对中国倾向于进口未加工木材的解释 

 
Robert Kozak1, Kerstin Canby2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已跃居全球最大的木材产品进口国行列；原木增长量占据木

材产品进口增长的绝大部分。然而，简单地从经济学角度上看， 进口原木并非效益最
佳，尤其是考虑到资源变的越发短缺、木材价格上涨和不断攀升的运输费用的影响，
那么， 如何解释中国为什么倾向于进口原木而不是木制品成品呢？ 

 
1997～2006年，中国木材进口材积总量（圆木当量）接近翻了四倍，从大约1250

万立方米增长到了4500多万立方米，目前已是全球第一的木材产品进口国。近年来，
因为来自木材加工业获益不断增加，中国进口木质林产品的特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图1描述了1997～2006年中国木材产品的进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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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199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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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几年里，中国进口了大量的胶合板；而今，几乎全部木材产品进口的增长都是
由大量原木进口推动的，极少量进口的加工木质产品也接近停滞了。 

中国国内木材资源不足助长了对进口木材的需求，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造成的
以下两个事实：首先，过去的不可持续木材生产造成资源退化，而整个国家需要生态稳定；其
次，目前国内木材资源存有量远不能满足木材加工业巨大且不断上升的需求。但问题是，为什
么中国更倾向于原木而非加工材，以维持其国内木材加工业和满足不断上升的国内和出口需
求？ 

某些情况下，从非常遥远的产地进口原木的经济学意义并不像粗略计算的那样显而易见。
尤其是，考虑到全球木材价格上涨与来源紧缺、不断攀升的运输成本、木材潮湿且体积大、以
及加工成为锯材在木材产品价值链中是附加价值最低的一个阶段等因素， 是什么促使中国钟情
于原木进口就不得而知了，这完全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值得注
意： 

进口关税：谈及进口关税，显然要从对比原木进口和加工木材产品进口的关税开始。事实
上，中国的进口关税倾向于照顾原木进口，但也只是微乎其微的差别。更多情况下，原木进口
关税是象征性的或不存在，而中国进口加工程度更高的木材产品所征关税也相当低。比如，对
于来自于“最惠国待遇”国家的原木，进口关税（对于）为零，而目前进口大多数其他加工木材
产品所征关税一般少于10％，更多情况下仅在3～4％的范围浮动。进口关税差别是解释市场扭
曲和某些进口产品偏好的有力证据，但在这里不能完全用来说明中国为什么偏好原木进口。 

相对效率：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中国进口原木进而生产木制品的行为似乎具有合理性，尤
其是在中国国内生产企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因而生产成本较
低，对于能够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与激励项目或存在规模经济优势的商业企业更是如此；对于后
者来说，中国的锯木厂，特别是分布于中俄边境新兴的出口导向型大规模锯木厂，许多是全球
最大和效率最高的锯材生产企业。事实上，在规模和效率上，邻近的俄罗斯同行缺乏竞争力。 

除了满足来自国内二级木材加工业和市场迅猛增长的需求外，中国对最初原木转化过程中
的副产品（如木片、刨花和锯末等）需求量也非常大。这些副产品不仅用于维持中国庞大的纸
浆、造纸和新闻用纸业（估计2010年产量达到8000万吨）和不断成长的 林产工业，而且由木质
废弃物生产的大量燃料一般被作为制造业重要的能源来源。尽管农作物剩余也可用于产生能
源，但木材加工副产品是首选，因为生产过程中需要较少的能源输入和水（两者都是中国短缺
的），另外它也是比煤清洁的能源生产方式。 

社会政策：中国进口原木也可看作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政策手段，特别是能够增加就业机
会。对于中国来说，在整个木材产品加工价值链中尽可能多吸收劳动力的需求尤为突出，其国
内市场充满活力，生产能力过剩催生了积极的出口计划。努力增加未加工木材产品的国内加工
程度，被认为是缓解国内失业压力的一种策略，而形成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人口结构变
化和日益提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木材加工（尤其是家具制造）业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每

2 



 

 

年约可提供1200～1500万个就业岗位，这就使得木材加工企业有极大的动力持续生存下去，
即使效率低下，甚至不能盈利，通常是靠政府补贴（对植树造林和购买现代、昂贵机器设备
的补贴）、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债务豁免或其他激励措施来支撑。虽然原木加工成锯材产
品的过程不像家具生产一样能够吸引劳动力，但持续向下一级木材加工企业供应大量减免关
税和干燥的原材料也成为增加原木进口的另一个强烈诱因。 

极易获得：与木材加工品对比，从供给国进口未加工木材相对容易，因为这些国家基础
设施落后，资源需求不多，且很容易获取资源。对于最后一点，原木贸易中的腐败行为通常
远比木材加工生产中普遍，非法采伐的原木比加工产品更容易转运到国外。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更多证据表明，如果将贿赂成本和其他因素考虑在内，非法采伐并不比合法采运便宜许
多。无论如何，不考虑可持续性因素而保障获取权，可能只对特定生产者获得高额收益大有
帮助。 

与俄罗斯邻近：中国紧邻世界上最大的原木产地，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拥有丰富
的针叶森林，那里的加工能力不及实际采伐量的1/5，因而剩余部分暂时只能以原木的形式出
口。虽然俄罗斯制定了针对原木出口的关税递增计划，目的是在未来两年里促进本国木材产
品加工业，但其实施的程度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目前，中国的原木进口大约有2/3来自俄罗斯，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积极向中国出口原
木，尤其是那些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直接出口原木是向其本国经济注
入资金的快速易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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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全球贸易数据，由James Hewitt整理  

图 2. 喀麦隆的木材出口（199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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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与中国的林产品贸易几乎仅限于原木，即便当地也有加工生产的能力，如喀麦隆（图
2）和刚果（图3）。虽然这些国家的锯材生产和贸易也在增加，但其产品主要是欧盟指定生产
的（通常是欧洲生产企业利用在非洲的木材租约加工生产）。相反，与中国的木材贸易几乎完
全以原木形式，换句话说，中国在此的原木进口与非洲缺少工业加工设施无关，仅仅是市场选
择的结果，即前面提到的原因。 

 

 

非洲生产者愿意向中国出口原木并非表明他们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由于没有了增
加财富和创造就业的潜力，非洲出口原木等同于丧失了努力发展经济的机会。那么为什么非洲
生产者宁愿将原木卖到中国而不将附加价值留在国内？许多情况下，其答案仅归结为获利率。
特别是对于某些生产者来说，出口原木比锯材或其他木制品获益更多，原因在于当地生产过程
的效率低下（木材回收利用率、副产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较高；同时，卸空的货船返航时较
低的运费（以避免空载返航）和中国对特定材种（如奥古曼okoumé）较大的需求量，构成对效
率低下的非洲生产者直接向中国出口原木的进一步激励。尽管一些国家（如喀麦隆）颁布了局
部的原木出口禁令，以减少因原木出口而丧失的经济增长机遇，但其他中部和西部非洲国家政
府很少愿意采用此类保护措施，原因在于，政府可以从原木出口较高水平的税收中很快、很容
易地积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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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全球贸易数据，由James Hewitt整理 

图3. 刚果共和国的木材出口（1993-2006) 

0 .0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出
口

量
（

百
万

立
方

米
，

圆
木

当
量

）

原木 锯材 其他
中国 欧盟 全球其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