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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信息：

美国商务部宣布反倾销税(AD)及

反补贴税(CVD)的最终裁决

今年 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反倾销税(AD)及反补贴税(CVD)的最终裁决。

商务部认定，来自中国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在美国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出售

木制橱柜和名贵产品，价格从 4.37%到 262.18%不等。此外，商务部确定，中国

生产商和/或出口商获得的反补贴率从 13.33%到 293.45%不等。2018 年，从中国

进口的木制橱柜和名贵物品价值约为 44 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最近发布了对中国进口木质橱柜和虚饰的最终关税决定。反倾销

和反补贴税税率如下:大连美森 269.91%，最高税率为 122.1%，过期税率为

13.33%，其他税率为 58.89%。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中国制造商现在面临的 AD/CVD

合并现金存款率约为 59%。

在 2019 年 10 月，初步反倾销税从 4.49%到 262.18%不等，大多数中国生产

商面临 39.25%的反倾销税。这些反倾销税是在早些时候征收的，自 2019 年 8 月

起生效的反补贴税平均为 16%。由于这一最终决定，所有从中国进口的木制橱柜

和装饰物将继续收取保证金。

（来源：木材云）



行业动态：

【权威报告】

新冠疫情究竟会怎样影响我国木材产业？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转向高质量发展，木材产业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

阶段，而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无疑给木材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受

到延长假期、推迟复工等影响，木材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贸易往来也受到较为

严重的冲击。目前，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生产停滞或开工不足的现象。据

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协会（2020）调研数据显示，有近半数企业反映疫情对其生产

影响很大，经营几近停顿。大多数企业面临着原材料库存紧缺、劳动力不足、流

动资金匮乏和运价上涨等问题。在木材和木制品出口贸易方面，疫情致使运输和

港口卸货效率下降，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的出口订单明显减少。而全球疫情蔓延的

风险增大也给企业恢复生产和现金流带来了不确定性。

为了减缓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积极的应对

政策，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改司就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林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下一步，如何更精准地出台帮扶政策，助推木

材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准确量化评估新冠疫情对木材产业的影响路径及政府宏观

经济应对措施所产生的影响。

受到停工停产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木材产业的产出受损较为严重。新冠疫情

导致木材加工业、家具业和造纸业的产出分别下降 2.30%、2.48%和 1.91%。其中，

企业停工停产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起主要作用，使行业产出平均下 1.78%；

逐步复工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使行业产出平均下降 0.55%，两者共同作用导致

木材行业产出平均下降 2.33%。这主要是由于木材产业作为典型的制造业，依赖



劳动力、机器设备等实质的生产投入，一旦一个环节中断将引发连锁反应。相应

地，疫情过后通过延长工时工期来弥补产能也要依赖于产业链各环节的配合，因

此对疫情期间产能损失的弥补较为有限。此外，木材产品主要是满足工业生产、

基建、装饰装修及家具需求，疫情期间的居家模式对这方面的需求形成了抑制。

同时，出口需求的下滑也使得木材加工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导致木材行业产出

萎缩。

疫情推高了我国木材产业的生产成本，产品价格竞争力被削弱。新冠疫情导

致木材加工业、家具业和造纸业的产品价格分别上涨 0.51%、0.78%和 1.03%。这

主要是由于受到延长假期和推迟复工等影响，很多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无法正常运

转和盈利。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降低了木材加工品的价格竞争力，这对主要依

靠数量增长的我国木材产业将带来冲击。尽管居民消费、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

减少对于拉低国内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影响，但是生产效率下降导致的生产成本提

高对推高木材产业的产品价格起到了主导作用。

疫情抑制了我国木材产业的贸易往来，国际市场占有率下滑。新冠疫情导致

木材加工业、家具业和造纸业出口分别下降 2.07%、3.29%和 3.44%。这主要是由

于疫情抬高了木材产业的生产成本，导致木材产品出口供给不足，从而降低了木

材加工品、家具和纸制品等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值得关注的是，产业链的上

下游关联效应也会加大疫情对木材行业的冲击。例如家具业是出口导向型行业，

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为 39.2%。因此，受到运输效率下降和贸易成本增加影响，

国外消费者对我国家具需求减少，加剧了家具行业产出规模的缩减，从而降低了

其对上游木材加工业产品中间投入的需求，导致木材加工业的产出也进一步下

降。



减免增值税对缓解木材产业的负面影响较为有效，而投放流动性则会对木材

产业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措施的出台能够

缓解木材加工业、家具业和造纸业的产出损失分别为 0.28%、0.07%和 0.10%。需

要指出的是，央行投放市场流动性主要刺激了建筑业等投资品生产行业的投资需

求和产出扩张。相反，木材产业属于典型的传统制造业，不属于资本逐利的对象。

市场流动性的增强不仅没有缓解木材产业的融资压力，反而抬升了其劳动力成

本，使得木材加工业、家具业和造纸业的出口进一步下降 6.19%、5.17%和 3.97%，

从而不利于木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以上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方面识别了疫情对我国木材产业可能产生影响

的路径，分析了政府实施宏观经济应对措施对木材产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新冠疫情推高了木材产业的生产成本，导致木材产业的平均产出损失

2.23%，高于所有行业平均产出损失水平（1.75%），导致出口需求下滑 2.93%。

其次，政府采取经济应对措施后，木材产业的平均产出损失为 2.61%，较无应对

措施提升了 0.38 个百分点。从采取应对措施产生影响的异质性看，减免增值税

对减缓木材产业的负面影响较为有效，而投放流动性对降低木材产业融资成本的

作用有限。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推动木材产业供应链各环节企业协同复工复产。?

企业复工复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动配合，如果一

个环节卡壳，则可能导致整条链条运转不畅。由于新冠疫情对木材产业生产经营

的直接冲击较大，且通过行业溢出反馈效应对产业链各环节企业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建议国家林草局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全面梳理木材产业链各关键



环节，精准打通供应链堵点难点，构建产业链协同复工“同盟军”，有效提高全

产业链复工率。

第二、加大对木材产业出口企业尤其是家具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生产效率下降给木材产业带来了较高的生产成本，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随

着全球疫情蔓延范围的不断扩大，全球供应链将受到冲击，这会导致我国出口导

向型木材加工企业特别是家具企业海外订单进一步下降。因此，可以通过对木材

产业出口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以及简化贸易手续等，减轻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同

时，注重加强木材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实现由“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

变，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三、进一步减轻木材经营加工企业的税费负担。?

应继续针对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减免企业

相关法定税费和服务费，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及社保缴费等，进

一步降低运营成本。鉴于木材产业多是以林业产业园区形式存在，应考虑降低园

区生产成本，对房屋租金等提供补贴或鼓励出租方减免租金。

第四、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有融资困难的木材经营加工企业。?

由于木材产业属于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政府宏观经济应对措施下，市场

流动性的增强对于降低木材产业融资成本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要针对木材产

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专项贷款、专项政府资金、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帮扶政策，

鼓励社会资金流向木材产业相关的实体经济，帮助木材经营加工企业渡过难关。

（来源：北京林业大学）



江山动态：

深耕“一扇门”，补齐产业链！

江山产业集群发展点燃“新引擎”

“疫情挡不住发展的步伐！”这几天，浙江开洋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庆德

正为项目扩建忙碌。“上市企业友邦吊顶主动寻求合作，注入资本，投资 2亿元

占地 110 亩的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建设。”毛庆德自豪地说，有了大公司的支持，

发展更有信心，公司计划投资22.5亿元建成占地1090亩的开洋全屋定制产业园，

产品涵盖木门、橱柜、衣柜、护墙板等整木定制的全产业链。

这几年，除友邦吊顶外，百源建材、万源家具、国顺木业等知名企业慕名而

来，落户江山，补齐了门业产业链，做大了产业规模。“江山门业产业配套完善，

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这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相信在这里能够

大有所为。”友邦吊顶相关负责人说。



“门业是江山传统产业，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江山最具发展潜力的

特色块状经济之一。”江山市经信局局长吴松高介绍，近年来，江山下大力气抓

门业产业培育，争列中国木门行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市，创建省级木门产业创新

服务综合体、门业检测中心，做好企业上市培育、智能制造、全产业链打造文章，

涌现出全国首家门业上市企业江山欧派，王牌家居、开洋木业、金凯门业等一批

龙头骨干企业，百源建材、万源家具等一批配套企业。目前，江山门业企业 300

多家，已形成集交易、制材、加工、制造、综合利用为一体，涵盖家具、厨具、

板材、地板等全产业链产品的完备体系，并逐步向整木家居、全木定制方向发展。

“以前千方百计找投资商，现在客商主动过来联系。”江山市经济技术协作

中心主任周秋林介绍，3月 17 日，国内知名门业企业确定在江山成立星尚住宅

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投资 25 亿元上马高端门业产业园项目。



门业产业集群发展是江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江山通过打造集群发展点燃产

业发展“新引擎”，本土企业内生动力也不断被激发。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

在建成智能工厂项目后，追加投资 1.5 亿元建设互感器智能组合生产线，力求实

现产品的全方位智能化；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后，经过 3轮融

资，募集资金 1.8 亿元，助推企业转板 IPO;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引

进江山虎、同景集团等战略合作伙伴，引进资本 9000 多万元……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个产业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据悉，今年，

江山已经成功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2 个，在谈和对接的 5亿元以上项目 10 多个、

亿元项目 30 多个。

（来源于：江山传媒集团）


	（来源：木材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