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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人造板（wood based panel），以木材或其他非木材植物为原料，经一定机械加工分离成各

种单元材料后，施加或不施加胶粘剂和其他添加剂胶合而成的板材或模压制品。主要包括胶

合板、刨花（碎料）板和纤维板等三大类产品，其延伸产品和深加工产品达上百种。人造板

的诞生，标志着木材加工现代化时期的开始，使过程从单纯改变木材形状发展到改善木材性

质。这一发展，不但涉及全部木材加工工艺，需要吸收纺织、造纸等领域的技术，从而形成

独立的加工工艺。此外，人造板还可提高木材的综合利用率，1立方米人造板可代替3～5立方

米原木使用。  

      人造板行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企业管理水平低，

产品合格率较低；资源短缺，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为此，发展人造板行业要根据行业的实

际情况实施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扩大规模生产；规范化经营管理等措施，提高中国人造板行

业的整体水平。

      行业的产品结构会更趋向合理，产品质量会稳步提高，劣质产品逐渐退出市场，产品价格

会更趋向理性。再加上中国人造板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在过去的一、二年中大都进行

了修订，水平有新的提高，使我们的产品质量更加接近世界水平，指标更为合理。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造板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数据显示：2015年10月中国人造板制造出口交货值2,731,054.00千元，同比下降9.3%；2015

年1-10月中国人造板制造出口交货值24,716,460.00千元，同比下降12.4%。

 2015年1-10月中国人造板制造出口交货值统计表     月份   出口交货值_本月(千元)   出口交货值

同比增长_本月(%)   出口交货值(千元)   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2月   &mdash;   &mdash;  

4,030,099.00   -0.25       1-3月   2,435,503.00   -9.82   6,494,314.00   -6.73       1-4月   2,461,874.00   -10.14  

8,970,722.00   -8.15       1-5月   2,465,334.00   -13.73   11,441,912.00   -9.37       1-6月   2,546,741.00  

-17.36   14,144,967.00   -10.03       1-7月   2,437,373.00   -17.51   16,560,561.00   -11.11       1-8月  

2,554,813.00   -14.57   19,172,497.00   -11.62       1-9月   2,659,337.00   -14.66   21,960,311.00   -12.66      

1-10月   2,731,054.00   -9.3   24,716,460.00   -12.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人造板制造市场前景研究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

》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本行业的

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

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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