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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包装纸供应链的挑战与应对

过去数年，中国包装纸产业遭遇了价格暴涨暴跌、

进口废纸政策调整、中美贸易摩擦、消费量下降等多

种挑战。行业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暴露出纤维供应短板、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体量悬殊、印刷包装企业过于分散

等一众问题。2020 年伊始，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国。

和其他制造业一样，中国造纸产业在这场疫情中也遭

受到冲击。疫情考验之下，包装纸行业原本亟需调整

的短板更加凸显。

国废供应成为产业瓶颈

疫情爆发后，全国多地开启了一级响应，采取了

严格的人员流动和交通限制措施。这些措施严重影响

了国废回收前端工作的恢复，特别是居民社区渠道的

废纸回收几乎完全停滞。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 月下 

旬，华东、华北多地的国废打包厂日回收量较正常水

平减少了 75%。据称造成回收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人手不足和物流不畅。

作为中国造纸产业最主要的纤维来源，国废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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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缺对后端箱板瓦楞纸、白纸板、双灰纸、新闻纸

等再生纸种的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国废供应成为疫

情中再生纸产业恢复的最大瓶颈。

相较于再生纸厂遇到的原料困境，以木浆为主要

原料的白卡纸、铜版纸、生活用纸等纸厂的节后复工

显得更为顺畅。木浆供应链的稳定在其间起到了相当

大的作用。木浆供应商规模大且集中，且以进口浆为 

主，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小。另外，纸厂的木浆库存一

般多在 1 ～ 2 个月，足以应对短期物流危机。

与木浆相比，国废固然因为其非正常品的特性，

而存在回收途径分散、不易存储等客观问题。但不得

不说，前端打包厂规模小、数量多，无法应对疫情这

样的突发危机状况也是造成国废回收恢复迟缓的重要

原因。

疫情之后，相信此次掣肘于国废供应问题的再生

纸生产企业会更加慎重考虑纤维原料布局问题。

行业再现投机心态

从生产复工角度来看，中小规模纸企受疫情影响

更大。从春节前疫情爆发至今，无论是纤维原料和人

力的供给还是防疫控制措施的实施，大型纸企都凸显

出更大的优势，复工效率也显著高于中小纸企。复工

情况和纤维原料供应的不同，导致不同纸企对待成品

纸销售的心态出现分化。

在以木浆为主要原料的纸种领域，开工情况更好

的大型纸企在市场中占据了更大优势。但是在整体开

工率较好，反而下游出货受阻的情况下，白卡纸、铜

版纸、双胶纸等原生纸厂颇为谨慎。

在以废纸为主要原料的再生纸市场，情况显著不

同。由于废纸供应受限，箱板瓦楞纸成品市场供应也

日趋紧张。部分中小纸厂开工不足，仅维持库存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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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大幅提价。截至 2 月底，个别纸厂瓦楞原纸售价

竟较节前上涨了 900 元 /t。

中小纸企迅速提价的底气一方面是因为 2 月市场

供应吃紧，另一方面也是投机心态使然。2 月底 3 月初，

部分小厂纸价冲高后又快速回落。相比于中小纸厂的

激进，大型箱板瓦楞纸生产商较为保守稳健。

终端纸箱供应仍有不确定风险

2—3 月受到疫情影响，下游终端纸箱消费需求有

所压抑。随着后期疫情控制局势的好转，终端纸箱包

装消费需求预计将有一波集中性反弹。需求反弹的速

度短期内势必会快于供应链上游开工率的提升速度，

因此在疫情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纸箱包装供应链终

端或将再度面临纸箱供应压力。

纸箱供应的不稳定和纸价的大涨大跌，固然有疫

情这个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根源上也是因为纸箱包装

供应链不平衡问题仍未得到改善。

在原纸生产端，企业规模庞大，而且近几年行业

集中度仍在快速提升，在供应链中占有较强的话语权。

在包装加工端，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非常分散。业内

排名前十的大包装加工企业的市场份额总和不及全国

总量的 10%。包装加工企业对原纸价格的话语权非常

弱，只能被动接受纸厂提价。另一方面，面对下游也

较为强势的终端消费客户，包装加工企业向客户传导

成本上涨的速度较慢。在此情况下，降低开工率、减

少供货很可能成为包装加工企业的无奈选择。

供应链整合机遇

危机之下往往凸显机遇，从积极的角度考量，

2020 年初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相信会对中国包装

纸行业整合起到加速推动。在新一轮的市场激荡中，

业内相关企业若想在未来拥有更大立足之地，除了苦

练自身内功之外，还应抓住机遇，向纤维端、包装加

工端以及海外市场布局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