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胶纸周报（2015.6.22-2015.6.26）

一、中纸在线双胶纸指数

2015年 6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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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双胶纸纸厂仍维持上周报价，但出货情况未有改观，多按单生产。部分纸厂因资金

等压力增大，实际成交价格商谈空间增大。

市场方面：

本周，造纸行业尚处淡季，市场整体交投一般，需求低迷，贸易商报盘稳定，多按需补

仓，暂无大量囤货计划，观望气息浓厚。

总结来看，本周双胶纸市场行情偏稳，报价维稳，出货情况一般。预计短期内预计后期

价格持稳可能性大。

六、本周要闻回顾

6.1 “两高一低”造纸企业近七成停产

核心提示：23日，东莞环保局发布了水乡经济区“两高一低”企业全面整治与引导

退出工作情况。目前，57家造纸企业中，有 38家已完成停产，有 32家已完成员工遣散

工作，有 21家已注销排污许可证，有 23家已注销锅炉使用登记证，有 2家尚未签订关

停协议。

23日，东莞环保局发布了水乡经济区“两高一低”企业全面整治与引导退出工作情

况。据悉，“两高一低”企业共有 104家，包括造纸企业 57家，非造纸企业 47家。目

前，57家造纸企业中，有 38家已完成停产，有 32家已完成员工遣散工作，有 21家已

注销排污许可证，有 23家已注销锅炉使用登记证，有 2家尚未签订关停协议。47家非

造纸企业中，有 13家已关闭或取消污染工序，退出总体进度为 27.7%。

在“两高一低”企业整治方面。经统计，水乡经济区原有洗水、漂染、印花、电镀、

制革五大重点污染行业企业共 223家，自开展环保原地保留整治工作以来，有 71家企

业已关闭或取消污染工序，有 59家已搬迁入环保专业基地，有 59家经整治后获得环保

原地保留，有 7家在整改中并有望达到环保原地保留，剩下 27家不符合环保原地保留

须于今年年底前搬迁入园或关闭。

据东莞环保局相关人员介绍，通过大力推进“两高一低”企业全面整治与引导退出，

水乡经济区环境质量呈稳步改善态势。饮用水源水质保持稳定达标，麻涌水道、淡水河、

道滘水道、倒运海水道、洪屋窝水道、东莞水道水质有所改善。

东莞环保部门表示，将督促相关镇街对尚未签订关停协议书的 2家造纸企业及尚未



完成停产的 19家造纸企业实行“一厂一策”管理，加大政策宣讲力度使企业明确退出

时间节点，严格按照时间表引导造纸企业在 6月底前完成停产。对于尚未签订关停协议

的造纸企业，若能在 6月底前签订关停协议并申请退出，专项工作小组将报请市政府将

其纳入奖励退出范围，确保顺利完成造纸企业引导退出工作。

如果企业未及时退出，东莞多个监管部门将用最严厉的监管手段倒逼企业退出。例

如，环保局将全面核查企业违法行为，包括环保手续、排放标准等方面进行核查。再如，

东莞市国土局将加快违法用地案件查处进度，6月底前完成所有“两高一低”企业违法

用地的立案查处工作。届时，税务、水务、质监等部门也将通力合作，加大打击监管力

度，倒逼企业退出。

6.2、中小型印刷企业的生存之道

核心提示：如今的印刷行业中，印刷企业因为原材料成本上涨，印刷人力成本上涨

等原因，进入了一个艰难发展的时期，中小型印刷企业如何存活已成为印刷界的重点课

题。

如今的印刷行业中，印刷企业因为原材料成本上涨，印刷人力成本上涨等原因，进

入了一个艰难发展的时期，中小型印刷企业如何存活已成为印刷界的重点课题。

中小型印刷企业首先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上缴五险，为劳动者带来了更大的利益与保护，即便如

此，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印刷企业的员工流动性仍然高于其他行业，这不仅给企业带

来了用工荒，也增加了人力资源的成本，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其次，印刷企业面临着

材料成本的压力。在印刷业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首要任务是实现绿色发展，推

动绿色革命，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促进行业发展模式的转变，这就要求印刷企业在发展中遵循绿色生产的方向。印刷油墨

具有挥发性，有较浓的刺激性气味，会污染环境并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有机溶剂易燃

易爆，存在着生产安全隐患。印刷企业在绿色转型中要选择达到绿色环保标准的油墨、

纸张、润版液、洗车水等耗材产品。但这些产品往往价格比较高，可选择空间少，无形

中又增加企业的成本。原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环境保护部于 2012年 4月 6日共同

发布了《关于中小学教科书实施绿色印刷的通知》，规定必须委托获得绿色印刷环境标

志产品认证的印刷企业印制中小学教科书。这就让一部分中小印刷企业被排除在有限的

市场之外，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最后，传统的印刷方式面临着时间成本过高的制约，

从排版、发排、照排、胶片冲洗、拼版、PS版晒版、PS版冲洗、打孔等近十道工艺，



传统印刷冗长的生产周期不仅推高了人工成本也使时间周期过长。

占中国印刷业近 80%的中小印企，正是缺少政府扶持，缺少运作成本的群体，如何

用“低投入”赢得“高效益”?困境求生的艰难和对转型升级的困惑，使不少中小印刷

企业慌不择路，他们在这场转型升级的大潮中地位尴尬，国家有限资源与政策上的扶持

都是针对有实力的大型印刷企业，而且中小企业在资金实力上也无法与大企业相抗衡，

这使得他们在转型的过程中步履艰难。绿色环保印刷、数字印刷对于中小型印刷企业来

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照搬大型企业的发展模式，投入巨资采购新设备，投资

成本大，收益又不是既定的，没有分析过自己的产能和业务组成就盲目进行投入，显然

无法将企业带出荆棘之地。承接更多的订单，就意味着人与设备的双双升级，这样的成

本投入也许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当前，印刷企业的数量不断地减少，规模在不断地扩大，活源不断地向有实力的印

刷企业集中，中小型印刷企业如何在这个艰难环境中走出自己的生存之路?除了寄望于

政府及社会，更要自己求生存、谋发展。如果思路还是局限于提供印刷业务，而不是拓

展传播业务，那么未来将会非常艰难。必须改变思维模式，着眼于拓展业务而不是因循

守旧的工作。还需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改变与客户沟通的

方式。当前出版印刷前景黯淡，商业印刷正在变革，大幅面合版印刷正在取代小幅面印

刷，小型合版云印刷系统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包装印刷前途光明，数字印刷发展迅猛，

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新的盈利模式。中小型印刷企业转型必须适应网络数字化、智能自

动化、标准模块化、专一规模化、绿色环保化几个发展趋势，而专一规模化是中小型印

刷企业转型发展的选项之一。

由此可见，中小印刷企业要寻求更专业、更精通、更富差异、更新颖的发展之路，

差异化定位，对市场进行细分，确定开发优先次序，把主要资源集中在主要的市场上，

学会战略选择和放弃，走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化之路。更多广告制作服务请继续关注广

告门户网。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风险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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