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版纸周报（2015.6.15-2015.6.19）

一、中纸在线铜版纸指数

2015年 6月 19日铜版纸价格指数为 103.73，与上周持平，较周期内最高点 110.74（2012-
4-25）下降了 7.01。

二、主流铜版纸厂家出厂价格一览表

表 1：铜版纸主流厂家价格一览表

厂家 品牌 克重 价格 周涨跌 备注

镇江金东纸业 神盾 128g~157g 5450 - 出厂

镇江金东纸业 长鹤 128g~157g 5650 - 出厂

镇江金东纸业 东帆 128g~157g 5850 - 出厂

山东晨鸣纸业 雪鹰 128g~250g 5600~5600 - 到货

山东晨鸣纸业 雪兔 128g~200g 5300~5300 - 到货

苏州紫兴纸业 紫兴 157g~250g 5700 - 出厂

山东太阳纸业 华夏太阳 157g 5500~5600 - 到货

山东泉林纸业 泉林 157g~250g 5100 - 出厂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三、铜版纸品牌地区报价一览表

表 2：铜版纸品牌地区报价一览表

品牌 克重 华南 华东 华中 华北

华泰牡丹 128-157克 5100-5150 5200-5200 5200-5250 5200-5200

晨鸣雪兔 128-157克 5100-5100 5150-5200 5200-5300 5200-5250

太阳天阳 128-157克 5200-5250 5300-5300 5300-5350 5300-5350

金海鲸王 140-157克 5100-5100 5150-5200 5300-5300 5250-5300

华夏太阳 128-157克 5600-5600 5600-5650 5600-5650 5600-5650

金东长鹤 128-157克 5400-5450 5500-5500 5650-5650 5650-5700

紫兴 128-157克 5750-5800 5750-5850 5800-5850 5800-5850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四、铜版纸价格走势图

图 1:2012-2015年铜版纸价格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纸在线信息部

五、铜版纸市场分析及后市展望

造纸厂方面：

本周铜版纸纸厂仍维持上周报价，出货情况一般。厂家报盘虽稳定，实单价格尚有

较大的洽谈空间。小型纸厂则按单生产，借此来应对淡季。但后期形势尚不明朗，多数

厂家对后市发展表示忧虑。

市场方面：

本周，铜版纸市场交投气氛冷清，成交量一般。市场价格维持稳定，商家对后市多持悲

观态度。进入淡季，铜版纸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加之前期铜版纸产能过剩的问题未能

得到彻底改善，因此导致了目前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仍然存在。

总结来看，本周铜版纸市场走势平稳，交投一般。预计近期铜版纸市场依然弱势盘整，

调整可能较小。

六、本周要闻回顾

6.1 33家造纸企业退出水乡 获预付款 3.01亿元

核心提示：在造纸企业退出方面：现已有 45家造纸企业签订关停协议、占总数

78.95%，拟奖励资金共 14.28亿元，其中：35家造纸企业已实现停产，并完成员工遣散



和设备拆除等工作，或实现转型发展;33家造纸企业已获得预付款共计 3.01亿元。

6月 16日，水乡经济区“两高一低”企业全面整治与引导退出专项工作小组在市环

保局召开了工作会议，通报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研究部署后期工作。

据统计，水乡地区纳入年度引导退出的“两高一低”企业共有 104家，其中造纸企

业有 57家，非造纸企业 47家。在造纸企业退出方面：现已有 45家造纸企业签订关停

协议、占总数 78.95%，拟奖励资金共 14.28亿元，其中：35家造纸企业已实现停产，

并完成员工遣散和设备拆除等工作，或实现转型发展;33家造纸企业已获得预付款共计

3.01亿元。但是仍有 6家属于退出任务范围的造纸企业没有申报退出。非造纸企业退出

方面：目前已有 13家关闭或取消污染工序，1家已停产，总体完成进度为 27.66%.

会上，专项工作小组组长、市环保局局长方灿芬对下来的工作进行具体部署。按照

既定的计划安排，扎实推动“两高一低”企业引导退出;营造高压监管态势，各专项工

作小组相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过最严厉的联合执法措施，倒逼、引导

尚未申报退出的企业主动退出;积极协助企业及各镇街转型发展，全力配合各镇街协助

企业科学谋划退出后的转型发展，以及推动优化各镇街的产业发展格局。

目前，专项工作小组已收集各镇街“两高一低”企业退出后空置厂房的有关信息，

待完善后将统一报市政府，以此进行统一招商，助推水乡经济区各镇街发展。

6.2、江苏镇江民企跻身“热敏纸”国内三强

核心提示：万宝瑞达无论企业占地面积,还是人员规模都不显眼。然而,就是这么一

家只有 200来人的生产型企业,却占据国内“热敏纸”市场前三的位置。万宝瑞达是凭什

么“法宝”创造了发展奇迹的?

万宝瑞达无论企业占地面积,还是人员规模都不显眼。然而,就是这么一家只有 200

来人的生产型企业,却占据国内“热敏纸”市场前三的位置。万宝瑞达是凭什么“法宝”

创造了发展奇迹的?近日,记者来到这家坐落在镇江新区机电工业园一隅的民营企业采

访。

法宝之一:抢乘互联网经济快车

在高校快递代收点工作的王莹,每天都有一项特殊内容需要完成:记录快递包装袋上

热敏纸上的收件人信息,然后一一通知这些快递的主人前来取件。

与王莹被动接触热敏纸有所不同,作为万宝瑞达高管的钟冬平几乎每天都要主动去

关注热敏纸的进库和出库信息。进库反映的是生产情况,出库反映的是销售情况,这是他

掌握企业运行状况的一个途径。



热敏纸广泛应用于快递标签、彩票、火车票、电影票、登机牌、各类票据、心电图

记录纸、银行 ATM、不干胶标签、收银机、传真机等领域。

“电子商务行业掀起了电商仓储物流管理的变革大潮,快递业的爆发式增长带给热

敏纸市场足够的空间。”钟冬平对记者说。

4月末,国家邮政局发布的“年度快递市场监管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快递业务量首

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快递大国,达到 139.6亿件。据介绍,万宝瑞达由快递业带来的

订单已经占到全部热敏纸市场的 65%以上。

正是适时搭乘了“互联网经济”的快车,万宝瑞达以年销售 4万吨热敏纸的总量占据

全国前三的位置。

“不仅中通快递、当当网是我们的产品用户，在金融、民航、彩票、医疗等领域我

们也都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钟冬平介绍说。

法宝之二: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万宝瑞达前身是东海纸业,专做纸张分切加工,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2004

年,公司斥资亿元上马 4条无碳复合纸生产流水线，开始向技术型企业转型。

“虽然企业掌握了技术,但是仍然不能掌握市场。”钟冬平回忆起当初情形感慨万千,

因为大众技术缺乏竞争力,无碳复合纸并没有带给企业预期的希望。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公司明确了一个目标:打造企业自主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研发“人

无我有”唯一性技术。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象征过去的东海纸业成为了历史,代表未来的

万宝瑞达诞生。

热敏纸是无碳复合纸的“终结者”,与无碳复合纸一样应用广泛,谁掌握了热敏纸的

生产技术,必将掌握未来的市场。一直以来,全球热敏纸的尖端技术都为日、德所垄断,国

内能够生产热敏纸的企业长期徘徊在个位数上,特种热敏纸生产企业更是少之又少。热敏

纸国内市场几乎为日、德两国品牌所占据、瓜分。

这一市场格局的显著变化出现在 2012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内品牌“金枪鱼”以

1.3万吨的市场份额引起行业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因为当年全国热敏

纸需求量不到 12万吨。

“金枪鱼”就是万宝瑞达一手缔造的特种热敏纸品牌。

万宝瑞达通过“招才引智”闯进了热敏纸这个全新的领域,经过 5年的“闭关修炼”,

甚至负债搞研发,最终迈过了普通热敏纸生产技术门槛。技术领先才有优势可言。镇江新

区政府宣传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评价认为,万宝瑞达的示范意义在于,企业通过自主创新,



完成了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实现了转型升级,开启了一片新天地。

法宝之三:走适合自己发展道路

走进万宝瑞达的厂区,三辆重型拖挂运输车满载着货物即将起程。

钟冬平告诉记者,这些特种热敏纸将发往台湾、香港、韩国。目前,在亚洲,“金枪鱼”

已经稳稳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在日本也博搏得了市场份额。“这在 4年前,还只是我们

悬挂在墙上的一个追求目标。”

2014年,特种热敏纸技术在与江苏大学携手成立的联合实验中心里,实现了就地转化,

技术成熟。有技术、有市场,企业成功进入了一个产值倍增的通道。然而,万宝瑞达没有

盲目扩大产能,也没有加大对热敏纸高端市场(高附加值)的追求,而是锁定大数据集成、互

联网经济、现代物流三个领域,进行市场拓展。

钟冬平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电商发展符合国家产业化政策,把握住了这个切入点,

就能在这个产业链上分得一杯羹。事实也是如此,春节过后,企业订单呈爆发式增长,以至

于不得不修订年前的市场预测数据;其次,作为民营企业要量力而行,走差异化竞争的路

子。虽然万宝瑞达占据国内“热敏纸”市场前三的位置,但是每年只有 4万吨的产能,而

雄踞方阵的冠亚军,两者产能之和超过了 20万吨,万宝瑞达与之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走适合企业发展的道路,以实现目标追求。按照计划,万宝瑞达 7月份进行设备升级,

特种热敏纸与普通热敏纸产量比将调整为 65%:35%。调整的意义在于，万宝瑞达将跻身

高端市场进行角逐，这里市场更广阔，利润更丰厚。“显然，产品结构调整需要技术支

持，这也表明走技术创新路线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钟冬平如是说。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风险自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