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胶纸周报（2015.6.8-2015.6.12）

一、中纸在线双胶纸指数

2015年 6月 12日双胶纸价格指数为 101.51，与上周持平，较基期最高点 106.89

（2012-3-28）比下跌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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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厂家 品牌 克重 出厂价（元/吨） 涨跌 备注

山东泉林纸业 泉林 70-140g 5300-5300 - 出厂价

河南白云纸业 云时代 70-100g 5700-5700 - 到货

山东银河纸业 瑞雪 70-120g 5800-5900 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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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0-6500 - /



三、双胶纸品牌地区报价一览表

四、双胶纸价格走势图

图 1:2012-2015年双胶纸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品牌 克重 华南 华东 华中 华北

地龙（太仓） 68克 - 5150 - -

地龙（东莞） 68克 5450 - - -

泉林 70克 5250 5300 5300 5250

云镜 70克 5850 5800 5800 5850

云时代 70克 5750 5750 5800 5750-5850

华劲 70克 5750 5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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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瑞雪 70克 5800 5800-5900 5850-5850 5800-5850

金球 70克 6450 6500 6550 6600

UPM丽印 70克 6400 6400 6450 6500

金太阳 70克 6400 6400 6450 6450



五、双胶纸市场分析及后市展望

造纸厂方面:

本周，双胶纸纸厂多按单排产，整体报价维稳，个别纸厂小幅提价，例如：山东沂

水鑫源纸业双胶纸报价上调，幅度 100元/吨。

市场方面：

本周双胶纸市场市场主流报价基本持稳。贸易商出货以直发终端客户为主，然下游

客户刚需采购为主，市场需求有所下滑，商家库存维持低位运行，并且根据市场需求调

整库存品种及所占比例。

总结来看，本周双胶纸市场稳定运行，市场报价维稳。预计近期内市场仍会持续目

前形势，不会有太大改观。

六、本周要闻回顾

6.1河北邢台一造纸厂废水不外排

核心提示：在人们印象中，造纸企业是污水排放大户。而位于河北邢台市开发区沙河城

镇的飞天农业特种纸厂，在厂内建起了蓄水池，直接将污水净化处理，做到污水不外排。“我

们对水资源是‘许进不许出’，循环再利用。”负责人张剑涛说。

在人们印象中，造纸企业是污水排放大户。而位于河北邢台市开发区沙河城镇的飞天农

业特种纸厂，在厂内建起了蓄水池，直接将污水净化处理，做到污水不外排。“我们对水资

源是‘许进不许出’，循环再利用。”负责人张剑涛说。

5月 29日，记者来到飞天农业特种纸厂。在造纸车间旁，3个陀螺状的大罐子架在空中。

张剑涛介绍：“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废水回收处理塔，还引进了超滤膜净化设备，对污水进

行处理。”

污水首先进入废水回收处理塔，通过快速沉降技术分离杂质，进行初步净化。随后，经

过厌氧池等进行生化处理，最后来到超滤膜净化设备中。据悉，过滤的杂质最小达到 0.02

微米。

在出水口，原本黑色的污水已经变成透明的清水。张剑涛指着污水监控显示屏告诉记者：

“设备上显示 COD为 14.62，比国家饮用水 I类标准还低。”

虽然达到排放标准，企业却并没有将水外排。张剑涛指着一根从蓄水池通向车间的管子

说：“这些水又用于生产环节，使用之后再次进行净化处理。”

据了解，企业每年生产纸张大约需要用水 10万吨。“如果污水全部排放出去，一年排



放的水汇集起来，差不多相当于 2000万桶 5L装的桶装水放在一起。”但经测算，如今企

业一个月耗费的新水不到 200吨，这意味着企业 99%以上的生产用水是在循环使用。

循环利用，让企业实现了水不外排，每年节约的水费在 40万元左右。

邢台市开发区环保分局沙河城环保所负责人说：“企业通过污水净化让水资源再利用，

实现污水不外排，是造纸行业的发展模式，我们也在积极推广这种循环模式。”核心提示：

在人们印象中，造纸企业是污水排放大户。而位于河北邢台市开发区沙河城镇的飞天农业特

种纸厂，在厂内建起了蓄水池，直接将污水净化处理，做到污水不外排。“我们对水资源是

‘许进不许出’，循环再利用。”负责人张剑涛说。

6.2山东造纸业转型升级调查史上最严环保标准倒逼出行业领军者

核心提示：水污染是造纸产业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记者近期在造纸大省山东调研

发现，在环保高标准的倒逼下，山东造纸业摆脱了脏、乱、散的局面，成为我国造纸行

业的领军者，实现环保与转型升级的双赢。

水污染是造纸产业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记者近期在造纸大省山东调研发现，在环

保高标准的倒逼下，山东造纸业摆脱了脏、乱、散的局面，成为我国造纸行业的领军者，

实现环保与转型升级的双赢。

环保高标准倒逼造纸业减排

以秸秆制浆造纸的泉林纸业地处山东高唐县。5月，行走在泉林纸业的污水涵养湿

地，水流清澈见底，成群结队的锦鲤在水草间穿梭，不时有水鸟从芦苇丛中惊起。这片

湿地是泉林纸业废水处理的最后一道关口，从湿地淌出的清水水质已符合国家和山东省

标准。

这样的景象，20年前却难以见到。“一家企业污染一条河。”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理事长王泽风说，上世纪 80年代，山东省造纸厂超过 1000家，产能普遍只有三五万吨。

生产麦草浆的高污染废水不经处理直接外排，导致河流黑水泛滥，臭不可闻，很多条河

流鱼虾死绝。

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山东加大对造纸行业的环保执法力度，倒逼纸企加大环保

投入。同一时期，山东大规模关闭污染较大的小造纸、小草浆企业，发展废纸浆和商品

木浆。

2003年，山东省率先发布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启动以环境标准倒逼“两

高”行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新思路。这一标准采取逐步加严的办法，到 2010年全省所有

企业执行统一污染物排放标准，即 COD(化学需氧量)重点保护区执行 60mg/L、一般保



护区执行 100mg/L，远远严于原国家标准。

王泽风说，环保标准提高产生两大效果：一方面，以晨鸣、华泰、太阳、泉林等为

代表的大型造纸企业纷纷加大在环保设施上的投入，污水处理标准远高于同行业企业;

另一方面，大批排放不达标、管理水平低的中小企业被关停，产业集中度逐年提高，山

东省造纸企业数量从 1000多家减少至不足 300家，造纸企业平均规模为 8.7万吨，是全

国平均水平的 2.9倍。

治污中找到转型升级路

环保高标准的步步紧逼之下，山东省一大批造纸企业倒下，也有一批企业不断加大

环保投入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适应日益收紧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此生机勃发。

国内最大的新闻纸生产商华泰纸业 1999年从德国引入第一条新闻纸生产线，当时

接近 5亿元的成本，对华泰纸业是不小的投入。华泰纸业总工程师张凤山说：“当时考

虑的因素是这套设备使用废纸制浆，排放 COD浓度低而且耗水少，能很大程度减轻原

料和环保压力。”事实证明，新设备环保效果好，经济效益同样出色。随后，华泰集团

又斥巨资引进三条生产线，一举奠定国内新闻纸“龙头老大”的地位。

“以前做环保是负担，现在做环保挣钱。”泉林纸业副总经理贾明昊说，泉林纸业

通过自主创新，不仅成功解决秸秆制浆和造纸的污染问题，还从中找到“变废为宝”的

新商机。

“我们改进了蒸煮工艺，提取秸秆纤维素的同时，对秸秆木质素进行磺化降解，产

生黄腐酸肥料，使传统制浆‘黑液’有了更高的利用价值。”贾明昊介绍，2.5吨秸秆

生产 1吨纸浆，同时产生 1.5吨黄腐酸肥料。“去年我们 100亿元的销售额中，肥料占

了 20多亿元。”他说，即便没有环保标准，泉林如今也舍不得把“黑液”直接排放掉。

由于环保效果突出，泉林吸引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注意。计划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建厂，

实施以自主创新技术为支撑的“泉林模式”跨国复制。

在企业为适应环保政策的转型升级中，山东省一跃成为我国造纸第一强省，纸和纸

板年产量占全国 15%以上，经济效益连续 20年位居全国第一，但 COD排放量仅占全国

行业的 5%左右。2013年，山东造纸业 COD排放量比 2005年降低约 80%，万元产值

COD排放强度和平均取水量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70%和 34%。

环保何以成为转型催化剂

以环保促转型，是山东省摆脱造纸业“脏、乱、散”局面、跃升为中国造纸业最强

省的“秘诀”。



年浆纸产能超过 400万吨的太阳纸业是中国造纸业龙头企业之一。太阳纸业董事长

李洪信说，没有严格的环保标准，就没有今天的山东造纸业良性发展的局面。他说，山

东省超前标准的倒逼让山东省造纸业实现优胜劣汰，既避免了“劣币驱逐良币”，又为

积极治污的企业腾出了大量的市场空间，让市场实现了良性发展。

“提高环保标准不是将企业逼进死胡同，而是倒逼行业凤凰涅槃的有效举措。”王

泽风说，回顾山东造纸业的发展，环保是重要的动力。他说，在环保压力下，山东造纸

企业改变了粗放发展、要效益不要环境的模式，通过引入新设备、研发新工艺、发掘新

产品来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和生产成本，最终实现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兼

顾。

如今，山东造纸行业已从“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变为“资

源—生产—废物利用—资源再生”的良性循环，中水回用、固废回收等技术在山东省造

纸企业中使用普遍，以泉林为代表的一批造纸企业已成为资源综合利用的典范。

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泉林纸业构建起“一草三用”和“生产过程污染物资源化”

相结合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以大量被遗弃的秸秆生产草浆，以草浆生产高档纸品，以

普遍视为处理难题的造纸黑液生产附加值高的黄腐酸肥料;不能进入制浆系统的叶、节、

穗、麦糠等杂质，经发酵后生产基质土;生产废水经过净化被再次利用……贾明昊说，

如今的泉林纸业，已经发展成为一家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先进设备在山东省造纸业提高环保水平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长期依赖于进口。记者走访多家造纸企业发现，德国、芬兰和日本

的设备垄断了大型造纸企业的生产线。

“由于前期研发投入过大和人才缺乏，国内造纸装备企业难以开发成套造纸装备，

一些零部件即便达到国外相同水平，也难于进入国内市场。”从事造纸设备生产的山东

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吉祥说，同等技术产品，国内产品投入市场之后往往能

将国外装备价格拉低 50%以上。国内造纸装备，迫切需要支持和政策引导，才能摆脱受

制于人的局面。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风险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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