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胶纸周报（2014.5.4-2014.5.9）

一、中纸在线双胶纸指数

2014年 5月 9日双胶纸价格指数为 101.81，与上周比下滑 0.02，较基期最高点

106.89（2012-3-28）比下跌 5.08。

二、主流双胶纸厂家出厂价格一览表

表 1：双胶纸厂家出厂价信息

厂家 品牌 克重 出厂价（元/吨） 涨跌 备注

山东泉林纸业 泉林 60-140g 5200-5200 - 出厂

河南银鸽纸业 银鸽 60-120g 5300-5300 - /

河南白云纸业 白云天中 55-100g 5600-5600 - 到货

山东银河纸业 瑞雪 70-120g 6000-6100 - 到货

山东太阳纸业 华夏太阳 70-100g 6000-6000 - 出厂

山东太阳纸业 金太阳 70-100g 6200-6200 - 出厂

芬欧汇川 UPM 70-100g 6500-6600 - /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三、双胶纸品牌地区报价一览表

表 2：双胶纸品牌地区报价一览表

品牌 克重 华南 华东 华中 华北

地龙（太仓） 68克 - 5250 - -

地龙（东莞） 68克 5400 - - -

泉林 70克 5300 5300 5400 5400

欢歌啸宇 70克 5350 5350 5400 5400

一鹭鸣天 70克 5450 5450 5500 5500

晨鸣云镜 70克 5800 5800 5850 5850

白云云时代 70克 5750 5750 5800 5750-5850

华劲 70克 5600-5700 5650-5750 - -

华夏太阳 70克 5800-5850 5800-5850 5850-5900 5900-6000



银河瑞雪 70克 5850 5850-5900 5850-5950 5900-6000

金球 70克 6500 6650 6650 6700

UPM丽印 70克 6500 6550 6600 6600

金太阳 70克 6500 6500 6500 6600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四、双胶纸价格走势图

图 1:2012-2014年双胶纸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五、双胶纸市场分析及后市展望

节后，双胶纸市场呈稳中偏弱走势，整体纸价平稳，局部地区稍有波动，经销商出

货情况劣于前期。

造纸厂家开机正常，按单排产，订单尚可，新增订单甚少，均维持长期客户。截止

发稿前，还未发布价格调整信息，多维持前期水平，部分中小型纸厂对后市信心不足，

心态复杂，观市为主。

地区报价稍有波动，广东地区部分经销商下调纸价，幅度50元/吨。江浙沪地区商

家对外报价平稳，部分品牌实际成交价小幅下滑。节后，下游需求有所减弱，商家出货

略显缓慢。

市场的走弱无非是需求的较少，价格的下滑，目前市场已略有迹象，短期内预计双

胶纸市场稳中趋弱的走势仍将持续，纸价或有明稳暗跌的现象，幅度偏小。



六、本周要闻回顾

6.1 印刷行业进入互联网或成为行业热点

中国印刷业曾经30年随着 GDP高速增长，近年来开始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供大于

求使得印刷企业竞争激烈，互联网思维的适时出现，使得优质的印企可以借此“凤凰涅

槃”，步入印刷网络化时代。在网络印刷年代，印刷全面供大于求，精益生产仅仅是必

要的基本能力，互联网营销能力成为拿到订单生存的关键。这需要有互联网思维和意识，

以及了解互联网的人员，这恰恰是中国印刷企业的弱项。印企的惯性思维决定了改变起

来很难。

6.2 纸企转型升级有馅饼也有陷阱

对于产业界来说，近年来最耳熟能详的词语莫过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这

八个字了。与全国企业一样，造纸企业也在加紧“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自2004

年以来，十年间造纸及纸制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2936亿元，年均增长22.54%。在

巨额资金支持下，自制浆产量增加了，高档纸比重提高了，产量与质量世界一流了。但

行业运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造纸产量徘徊不前接近零增长，纸浆行业连续两年巨额亏

损。与投资时的美好愿望相比，纸业的发展现实很 “骨感”、很无奈。

6.2 “史上最严环保法”难解粗放增长困境

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

该部新法规定对违法排污企业无限期按日连续处罚，罚款上不封顶，同时建立“黑名

单”制度，将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等等。因此，业界普遍称

其为“史上最严环保法”。

“史上最严环保法”不严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现实挑战，因为这种挑战哪怕仅仅

按经济尺度来衡量，其倒逼下的压力也已经大到全社会无力继续承受边缘。据世界银行

最新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至

12%。中国连年高增长的成本支出，因环境污染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6%。

基于形势所迫，新环保法相比修订前尤为注重实现“该收的能收得上，该罚的能罚

得到，该管的能管得住，该停的能停得下，该关的能关得了，该治的能治得好”。应该

说，这种强化管制的基本思路，正切中此前环保执法偏软偏弱基本症状，俟其施行当可

期待显著成效。

不过新环保法待解难题依然巨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生态恶化源起于粗放



式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又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驱动并一路强化所致，其中有些因素根系

之深、纠结之广，绝非一部环保法所能根除。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成因，无疑是资源价格过于低廉，而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

原因，则在于我国资源产权界定不清，无论在土地、水流、矿产、能源还是环境污染等

方面，均未建立起真正反映稀缺程度以及与成本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倘若这种价格

扭曲不能被彻底矫正，市场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实现绩效性制度变迁。

其二，地方政府间的政绩“锦标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关键性的变量，

而围绕这一变量，近年来较为可喜的变化是，GDP至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开始逐渐被弃

用。但由此接踵而来的新问题则是，政府政绩所应涵括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环境保

护等之间的关系， 必然需要长时间的摸索才能逐渐形成期待中更合理的均衡。

当然，环保问题之于中国挑战之大，除了上述人为因素盘根错节，可能还有一些更

棘手的客观因素交织其中，譬如中国煤多油少的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再譬如中国巨大的

就业压力决定了结构调整的容忍度相对较低，而凡此种种，共同决定了中国面对日益收

紧的环境制约，必须立足打一场全民性的持久战。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风险自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