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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纤维板、胶合板基础知识概述 

    人造板（wood based panel），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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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花板和纤维板等品种，其延伸产品

和深加工产品达上百种。 

1.1 纤维板概述 

    纤维板又名密度板，是以木质纤维或其他植物素纤维为原料，施加脲醛树

脂或其他适用的胶粘剂制成的人造板。制造过程中可以施加胶粘剂和（或）添

加剂。纤维板具有材质均匀、纵横强度差小、不易开裂等优点，用途广泛。制

造 1立方米纤维板约需 2.5～3立方米的木材，可代替 3立方米锯材或 5立方

米原木。 

    纤维板木质匀细，抗弯强度大，易于加工，尤其适合曲面及异形设计。避

开了疖子、虫眼等缺陷，胀缩性小，不翘曲不开裂，表面平滑便于粘贴薄木，

不存在加工缺陷，黏结力强，握钉能力强，是性价比较高的优质家具板材。纤

维板的缺点在于纤背面有网纹，造成板材两面表面积不等，吸湿后因产生膨胀

力差异而使板材翘曲变形；硬质板材表面坚硬，钉钉困难，耐水性差。 

1.2 纤维板生产工艺 

    纤维板生产基本流程报过纤维分离、浆料处理、板坯成型、热压、后期处

理等，生产工艺主要有湿法、干法和半干法三种。湿法生产工艺是以水作为纤

维运输的载体，其机理是利用纤维之间相互交织产生摩擦力、纤维表面分子之

间产生结合力和纤维含有物产生的胶结力等的作用下制成一定强度的纤维板。

干法生产工艺以空气为纤维运输载体，纤维制备是用一次分离法，一般不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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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需施加胶粘剂，板坯成型之前纤维要经干燥，热压成板后通常不再热处理，

其他工艺与湿法同，是目前主流的纤维板生产工艺。半干法生产工艺也用气流

成型，纤维不经干燥而保持高含水率，不用或少用胶料，因而半干法克服了干

法和湿法的主要缺点而保持其部分优点。 

1.3 胶合板概述 

    胶合板是由木段旋切成单板或由木方刨切成薄木，一组单板通常按相邻层

木纹方向互相垂直组坯胶合而成，通常其表板和内层板对称地配置在中心层或

板芯的两侧。用涂胶后的单板按木纹方向纵横交错配成的板坯，在加热或不加

热的条件下压制而成。层数一般为奇数，少数也有偶数。纵横方向的物理、机

械性质差异较小。 

    胶合板是以木材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人造板，由于其结构的合理性和生产过

程中的精细加工，可大体上克服木材的缺陷大大改善和提高木材的物理力学性

能。胶合板吸音性能好，温差适应力强，在不同气温地区，板材形状变化不大，

不易变形。表面粗糙、粘力强、粘贴木皮效果好。比中纤板轻、受压能力强，

吸水膨胀性差。但握钉力弱。胶合板生产是充分合理地利用木材、改善木材性

能的一个重要方法。胶合板的缺点在于稳定性差，这是由于其芯材材料的一致

性差异，使得细芯板的变形可能增大。此外，相对纤维板而言胶合板的价格相

对较高，性价比略低于纤维板。 

1.4 胶合板生产工艺 

    胶合板由优质天然的木板方经热处理后，加工成一定规格的木条，再由拼

板机拼接成木板，两面各覆盖两层优质单板，再经冷、热压机胶压后制成。生

产主要流程有木方烘干处理、削切、芯板拼接、胶压、砂光、裁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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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链介绍 

人造板产业是提高我国木材资源综合利用率、扩大人工林种植面积、增

加森林碳汇、保护森林资源、促进农民就业和增收、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性

产业。其产业链上游按原料的不同涉及林业和石化行业，下游则主要以房地

产建筑装饰业为主。人造板是以木材或其他植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板材，

我国人造板各主要板种中，胶合板是产量最大的板种，纤维板次之。纤维板、

刨花板对原材料要求较低，多为三剩物（即采伐剩余物、造材剩余物和加工

剩余物）、次小薪材、秸秆、甘蔗渣等，而胶合板对原材料要求较高，一般以

大径原木为主。除此之外，由于纤维板和胶合板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甲醛、

尿素、石蜡等石化辅料，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石化下游，但由于石化辅

料的使用量和成本远低于木材，人造板产业受其影响较小。 

人造板物理稳定性强，不存在天然木材的树节、虫眼、开裂等缺陷，能使

劣质原料变成幅面宽阔的优质板材，可作阻燃、防潮、耐磨等各种功能性处理，

提高了木材的综合利用率并已成为天然木材的主要替代品，广泛应用于家具制

造、建筑装饰、地板制造等领域。国内人造板需求主要包括家具生产、建筑装

饰、包装和集装箱地板、木制地板以及出口等，其中人造板直接出口不到总产

量的 10%。在实际消费领域中，家具生产（包括办公家具、家用家具、橱柜

等）用量约占 65%，建筑用量（包括室内装饰、隔断隔板、建筑模板等）约

占 15%，包装和集装箱地板约占 7%，木地板用量约占 5%。 

纤维板通常按产品密度分非压缩型和压缩型两大类：非压缩型产品为软质

纤维板，密度小于 0.4克/厘米³；压缩型产品有中密度纤维板（或称半硬质纤

维板，密度 0.4～0.8克/厘米 3）和硬质纤维板(密度大于 0.8克/厘米 3)。根

据板坯成型工艺可分为湿法纤维板、干法纤维板和定向纤维板。按后期处理方

法不同又可分为普通纤维板、油处理纤维板等。 按密度的不同，可分为高密

度板、中密度板、低密度板(中密度板密度为 550 公斤-880 公斤/立方米，高

密度板密度≥880公斤/立方米以上)。中密度纤维板结构均匀，密度和强度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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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较好的再加工性。产品厚度范围较宽，广泛运用在家具以及门板、隔墙

等家装领域，是纤维板中用量最大的品种，占总量的比例接近 90%。 

纤维板市场中以中密度纤维板规模最大，尤其是 15mm 和 18mm 家具用

中密度纤维板，约占市场总额的 45%，产值超过 400 亿元。胶合板细分市场

中产量规模最大的为建筑模板，但产品多较为低端且混乱，而占第二大规模比

例的细木工板产品价值高、标准化程度最高，15mm 和 18mm 厚度规格产品

占总量的 70%，产值亦超过 400 亿元。 

胶合板按板芯结构分实心和空心细木工板；按板芯拼接状况分胶拼和不胶

拼细木工板；按表面加工状况分单面砂光、双面砂光和不砂光细木工板；按使

用环境分室内用和室外用细木工板；按甲醛释放量等级分 E0 级、E1 级和 E2

级；按厚度规格则一般有 3、5、9、12、15、18mm等；按树种有：山樟、柳按、

杨木、桉木等。胶合板主要用于家具、建筑装修、交通工具和工业包装等。其

中，胶合板中的建筑模板用量最大，用途为在建筑混凝土浇筑过程中起临时性

支护作用，价值较低且品种规格较为混乱。而作为胶合板期货合约标的物的细

木工板是胶合板细分品种中的第二大子品种，广泛应用于板式家具制造（如衣

柜、橱柜等）和建筑装饰（如门套、吊顶、隔墙等）等领域。 

上游木材资源是胶合板行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国每年木材产量

在8000万立方米左右,进口量约为国产量一半左右,锯材市场也有三分之一是进

口产品。我国木材原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在短时间很难得到改变。2002 年我

国启动速生丰产林工程,杨树人工林的发展带动了民营胶合板企业的发展。杨树

产业的发展、旋切技术的进步和市 场的驱动,使我国走出木胶合板原料面临衰

竭的困境,发展成为杨木资源富裕的胶合板制造大国。目前,我国速生林杨树的

人工种植面积达667万hm2,分布也很广,可年产杨树木材近1亿m3。我国木胶合板

原料用量中杨木占70%,杨木已成为我国胶合板生产用材的主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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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纤维板、胶合板市场走势回顾 

胶合板、纤维板期货于 2013年 12月 6日重新上市。主力合约分别为 BB1405

和 FB1405。交易不到一个月，胶合板持仓量达到 6 万多手，纤维板持仓量达

到 5万多手。两板期货价格都在经历了几天震荡后持续下跌。现货市场方面，

11 月人造板市场在长时间持续低位运行后，总体出货量有所放大，呈上升趋

势，市场迎来久违上行局面，表现良好。分品种来看，胶合板销量回升至去年

同期水平，市场行情亦较为平稳，而中纤板部分规格价格则呈小幅下滑的态势。

进入 12 月份后，胶合板价格依然保持高位，而纤维板价格继续震荡回落。12

月 5日，广州鱼珠市场 15mm细木工板均价为 102元/张，与上月同期基本持平；

15mm中纤板均价为 78元/张，较 11月初跌幅在 4元/张，跌幅仅 5%。 

市场销量方面，胶合板市场表现良好，需求未受季节影响而出现明显回落，

整体销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据了解，目前胶合板市场销售主要集中在中低

端、价格偏低的品种上，合资、进口等价格较高的高端胶合板销量相对偏小。

中纤板销量与上月同期基本相当，部分规格得益于市场降价促销，销量环比有

所放大。目前看来，人造板市场处于旺季尾声，库存在经历了近几个月的消耗

后有所减少，但是库存量仍旧较大。后市随着旺季的告终以及冬季传统销售淡

季的逼近，人造板市场或将呈现加速下行的趋势，价格下跌的空间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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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鱼珠中纤板及细木工板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 通联期货 

 

四、生产成本 

纤维板、胶合板等人造板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木材原料成本、脲醛树脂

等胶水成本以及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 

4.1 原木成本 

除了作为造纸材以外，原木是家具用材和建筑装饰材料的主要原料。纤

维板和胶合板的生产很大程度依赖于木材原料的稳定供应，其中纤维板对原

材料要求较低，多为三剩物（即采伐剩余物、造材剩余物和加工剩余物）、次

小薪材、秸秆、甘蔗渣等，而胶合板对原材料要求较高，一般以大径原木为

主。我国人造板市场以胶合板产量最大，因此对原木的需求也较高。 

我国森林资源丰富，全国森林面积为 17491 万公顷，位列世界第五位，

森林覆盖率 18.21%，位列世界第 130 位。由于多年来不断的鼓励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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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砍伐，因此我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森林覆盖率不断上升的国家。国内有

五大主要林区，分别为：东北内蒙古林区，面积约 3778 万公顷；西南高山

林区，面积约为 3911 万公顷；东南低山丘陵林区，面积约为 479 万公顷；

热带林区，面积约为 1030 万公顷。此外，中国的人工林面积约为 5365 万公

顷，占全世界的 28.7%，位列世界第一。 

由于 1998 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天然了保护政策，限制了森林的砍伐，

导致木材产量急剧下滑，2009 年全国木材产量仅为 7068.29 万立方米，较

2009 年减少了 12.83%。但随后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又逐步回升，

2012 年我国木材总产量达到 8174.87 万立方米，较 2011 年增长 0.36%。 

此外，尽管中国森林面积不断扩大，木材资源持续增长，但仍不能满足

国内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尤其是部分木材仍需依赖进口。2012 年，我国进

口原木数量达 3789 万立方米，尽管较 2011 年下降了 10.49%，但仍占国内

木材总产量的 46%。我国原木进口主要依赖俄罗斯、美国、新西兰、加拿大

等国家，其中俄罗斯是我国最大的木材进口对象，2007 年我国进口的木材中

超过 90%来自于俄罗斯。2008 年在俄罗斯政府提高了原木出口税后进口量

逐步缩减，但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原木进口来源。除此之外，新西兰我国的

第二大原木进口国家，在 2009 年超过韩国成为新西兰最大的出口贸易国，

近几年来进口量不断提升，超过 200 万立方米/年。 

由此看来，原木的产量和进口量是影响原木供给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内

原木产量近两年较为稳定，波动主要来自于进口量的变化，从而对国内原木

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作为人造板的主要原料，原木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左右

人造板成本，进而对人造板出厂价和市场价形成较为明显的影响。 

4.2 胶水成本 

除木材成本之外，胶水在各类板材中也被广泛应用，包括 502 胶、单成分白乳胶、

双组份拼板胶等。其中，纤维板和胶合板中使用的胶水主要为脲醛树脂，是尿素、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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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胶得宝在催化剂作用下，缩聚成初期脲醛树脂，然后再在固化剂或助剂作用下，合成

的一种无色透明的胶粘剂。胶合板一般以多层木材压合而成，用胶量比较少，每立方米

胶合板用胶水量约为 0.06-1.13 吨，受胶水价格波动影响较小。细木工板材质更接近实

木，里面用木块做龙骨，正反两面用三合板制作，木材含量较大，胶水用量更少。而纤

维板（又称密度板）是依靠大量胶水和锯末、土等固体物搅拌高压而成，所以用胶量非

常大，且纤维板密度越大使用胶水量越多，一般每立方米纤维板所需的胶水用量约 0.2

吨左右。 

08 年以来国内甲醛价格快速回升，从不足 1000 元/吨一路上涨至最高 1600 元/吨

左右，近两年涨势有所放缓，目前国内甲醛均价在 1300-1500 元/吨区间徘徊。相比之

下，国内尿素价格受产能过剩和下游工业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下波动较为频繁。2012

年二季度国内尿素价格冲高至 2400 元/吨附近后开始持续回落，今年四季度已跌至 1700

元/吨下方，累计跌幅接近 30%。因此，尽管在总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但随着

人造板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胶水价格的波动也将成为影响企业利润的主要因素之一。 

图 2：甲醛价格维持震荡  图 3：尿素价格冲高回落 

 

 

 
资料来源： wind 通联期货   

4.3 其他成本 

除了原材料成本之外，影响纤维板、胶合板价格的还有水电、人力、物流等成本。

与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比较，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

同时，伴随着不断要求提高劳动力报酬的声浪，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已经使得劳动力

优势的前景不容乐观，导致制造业成本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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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内外供需介绍 

国内人造板市场供给以胶合板和纤维板为主，在 2012 年全国 2.86 亿立

方米的人造板产量中，约有 1.43 亿立方米胶合板和 0.56 亿立方米纤维板，

合计约占人造板市场总量的 70%。供给格局上，尽管我国人造板产量占据世界

总产量的一半，是全球人造板第一大国，但是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我国人造

板市场发展依然尚未成熟。我国现有人造板企业 4000多家，其中 90%的企业

年产规模在 1 万立方米以下，仅有少数企业能达到年产 2 万立方米以上的规

模，且分布较广。以纤维板为例，目前全国拥有 800 多条纤维板生产线，分

布在 20多个省市区。家庭作坊遍地开花、企业产能规模小、集中度低下、技

术相对落后是国内人造板行业的特征。此外，由于资金进入门槛较低，大量

的民营资本涌入市场，尤其随着近几年下游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刺激上游

板材行业产能盲目扩张，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竞争更为激烈，企业关停现象出

现的较为频繁。 

需求方面，由于家具制造消耗人造板约 65%的供给，因此家具需求对人造

板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随着国内房地产及装饰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木材家具需求量将持续上升。此外，在新型城镇化和

保障房建设等战略的刺激下，长期来看木材加工业需求将保持旺盛，预计到

2020年木材需求量将达到 8亿立方米左右，木材供给缺口将达到 4亿立方米，

这将为人造板行业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家具出口市场，

金融危机后全球家具消费格局的转变将成为推动我国家具出口的契机。传统意

义上来讲，我国家具出口主要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但随着世界经济

格局的转变，东盟地区、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家具需求正在加速增长。

从 2012年各地区的家具消费增速来看，新兴国家要远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带动全球家具需求量增幅至 3%左右。根据意大利米兰家具工业中心（CSIL）

发布的《2013年世界家具展望》报告，2013年全球家具消费或将维持 3-4%的

增速增长，其中新兴国家的家具消费增长态势将更为强劲。据预测，2013 年

国际家具贸易额将达 1280 亿美元，中国将依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具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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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5 年我国的纤维板消费量仍将平稳增长, 纤维板消费量占全部人造板消

费量份额将维持在 28%-30%之间。 

 

 

图 4：近年来国内原木产量保持平稳  图 5：进口原木数量增长 

 

 

 
资料来源：wind 通联期货   

 

图 6：新兴市场引领全球家具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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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通联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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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情展望及操作建议 

6.1 行业政策 

    由于我国人造板市场集中度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行业竞争激烈，近

几年来人造板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维持在 5%上下，其中主要利润则是来源于

国家增值税退税。由于人造板行业，尤其是纤维板、刨花板等在环保、节能、

提高木材利用率等方面卓有贡献，因此得到国家的政策扶植，其中最主要是

便是退税政策。2011 年出台的财税[2011]115 号中规定，对以三剩物、次小

薪材和农作物秸秆等 3 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生产的木（竹、秸秆）纤维板、

木（竹、秸秆）刨花板、细木工板等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80%的政策，有效改

善了人造板企业经营的同时也成为了人造板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在新

一届政府大力提倡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推动下，预计人造板行业退税政策

将长期保持。 

细木工板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受到国家环保政

策的支持。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目录》（2011）年本指出，鼓励国内速

生丰产林和工业原料林工程的建设，鼓励木基复合材料及结构用人造板技术

开发，限制 1 万立方米以下胶合板及细木工板生产线的上马，这将有利于行

业快速健康发展。 

6.2 房地产调控政策 

    由于人造板主要用于家具、建筑装饰材料等行业，这些行业消费一般在

房屋竣工之后，因此人造板需求与房屋竣工面积的关联度较高。从图中可以

看到，纤维板及胶合板产量增速与房屋竣工面积增速的走势较为相关。2012

年一季度房屋竣工面积增速冲高回落，从而也带动了纤维板、胶合板产量增

速的回落。房地产竣工面积主要受新开工面积和施工面积的影响，而新开工

面积由受制于销售开发商的投资热情，而这些要素往往受到房地产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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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较为明显，从而形成了房地产和人造板两个市场的影响逻辑。 

 

图 7：人造板需求与竣工面积增速相关性较高 

 

资料来源：wind 通联期货 

 

图 8：房地产竣工面积、新开工及销售面积 

 

资料来源：wind 通联期货 

近几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第一,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加大资金 投入,通过 3 年时间增加 200 多万套廉租房,400 多万套经济适用

房,220 多万套林、农、 矿区的棚户区改造;第二,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使“三

农”发生彻底改变,加大城市化进程;第三,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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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国家财政已经开始向上述地区倾斜,加上民营资本投入,在未来相当一

段时期内,上述地区房地产业、家具制造业将会得到蓬勃发展;第四,家电下乡

的推进和建材与家具下乡活动实施,农村市场的消费规模将成为不可忽视的

一个重要领域。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淡化房地产行政性调控，以市

场化为取向的推进思路，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日渐清晰，给房地产行业

定下未来发展的主基调。而土地改革、金融创新、自贸区、新型城镇化试点、

养老概念等都将是三中全会后房地产市场重点关注和推进的。 

6.3 操作建议 

与多数建材类品种一样，纤维板、胶合板等人造板的需求也随下游房地

产建筑业开工的季节性变化而周期性波动。一般来说，一年中人造板需求最

旺盛的时间是在上半年的 5 月份前后和下半年的 9、10 月份。其中，下半年

的旺季需求增长较为明显，因此也素有“金九银十”的说法，人造板价格也

往往随之冲高。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复苏，人造板的需求一定会不断提高。虽然现在受

到目前春节前后消费淡季的影响，两板市场以下跌行情为主。但在生产成本

的支撑下，中长期依旧看多两板，建议在低位多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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