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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我国造纸企业创新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核心提示 : 本次调研针对规模以上主要造纸企业

开展创新发展情况的专项调研，基于收集到的有

效数据，运用统计学、计量学和情报学的方法，

从企业创新的微观层面，定量分析和评价我国造

纸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反映造纸企业的创新

现状，为行业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依据，为企业制

定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1 调研背景和研究方法

1.1 调研背景、目的和意义

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

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我国造纸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到底

如何，需要通过广泛调研、科学研究和客观评价，以

判断造纸企业创新能力所处的水平，根据存在的短板

有的放矢地提出有效建议方案。

现代造纸业作为基础性原材料行业，在国民经济

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要素成本上升、

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能过剩持续，国内市场疲软以

及国际市场竞争的多重挤压，迫切需要创新升级、数

智转型。我国在追赶中持续发展现代造纸业，经过多

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造纸生产国和消费国，

但我国造纸产业仍然不能称为造纸强国的根本原因在

于在创新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现在制造业规模是世界

上最大的，但要继续攀登，必须靠创新驱动来实现转

型升级，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在产业链上不断

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制造业是孕育创新发展的根据

地，造纸业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要实现

向新型制造业的转变，必须重视创新引领，加强科技

创新，加快改造提升，推进新时代造纸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推动造纸产业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为此，本次调研针对规模以上主要造纸企业开展

创新发展情况的专项调研，基于收集到的有效数据，

运用统计学、计量学和情报学的方法，从企业创新的

微观层面，定量分析和评价我国造纸企业的创新能力

和水平，反映造纸企业的创新现状，为行业合理配置

资源提供依据，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1.2 调研对象、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企业创新是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通过调整资

源配置、发挥优势资源，获得创新收益，进而提高效

益的发展战略。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一个组织的

创新能力发展状况，监测创新的核心要素。

本次调研将对象企业限定为 2022 年产量或产能超

过 15 万 t 的科技型企业①。为了确保评价结果能全面、

客观、准确地反映我国造纸企业创新能力现状，本次

调研按照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重要性、可比性

的原则，遴选和确定相关指标，搜集汇总相关数据，

最后得到 185 家有效造纸企业数据。

本次调研分析和创新评价指标的各项数据，主要

通过国家统计局、企业信息数据库②，以及造纸企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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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技企业的类别包括获得以下称号的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技术中心、科技小巨人企 
业、雏鹰企业、众创空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创新示范企业、隐形冠军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独角兽企业。

② 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主要包括企查查、爱企查、天眼查等。公开数据来源主要包括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中国商标网、国家版权局官方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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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资料查询获得。基于收集到的数据，从创新系统理

念出发，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中国造纸企

业创新指数评价体系，包括 6 项一级指标和 30 项二级

具体指标，并结合等权平均法和德尔菲法设定各项指

标的权重。

为了消除原始变量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项具体

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本调研报告采用阈值法，对正

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分别采用不同公式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并根据各级、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最后得

出企业的创新综合指数。

2 我国造纸企业创新发展基本情况分析

根据统计，185 家被调研规模以上造纸企业 2022

年合计造纸产量③为 11 662.26 万 t，占 2022 年全国造

纸总产量④的 85.18%，基本能体现我国造纸企业的总体 

情况。

2.1 造纸企业创新结果不佳，两级分化比较严重

根据综合评价的结果，造纸企业创新指数平均分

值为 24.90 分，不足百分值的 1/4，显示我国造纸企业

总体创新情况并不乐观。对比各企业创新指数，最高

值为 59.63 分，最低为 6.59 分，显示我国造纸企业创新

情况差距明显，两极分化严重。

2.2 企业创新与产业规模一致，大型企业表现突出

根据企业的行业分类，其中 84 家是包装用纸企业，

生活用纸企业 36 家，综合类企业 17 家，浆纸类企业

17 家，特种纸企业 16 家，文化用纸企业 15 家。企业

分布与细分行业的产量比例基本一致，大型企业的创

新指数相对较高。

2.3 企业创新与集群密切相关，沿海地区相对集中

根据造纸企业的地区分布，24 个省市区中有 9 个

地区超过 10 家企业，其中山东 34 家，广东 21 家，江

苏和江西 16 家，浙江、湖北、四川 14 家，福建、河

③ 由于部分企业 2022 年产量数据没有公开，无法获得，用产能数据代替。

④ 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我国机制纸及纸板产量为 13 691.4 万 t。

南 10 家。15 个地区的企业低于 7 家，其中山西 6 家，

河北 5 家，重庆、广西、云南均为 4 家，安徽、辽宁、

陕西均为 2 家，贵州、海南、黑龙江、甘肃、湖南、天津、

云南均仅有 1 家。

综合来看，我国造纸企业创新发展存在明显的两

极分化，大型综合造纸企业和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具

有创新优势，大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不高，需要企业

坚持创新理念，持续开展创新活动，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整体创新水平。

3 我国造纸企业创新发展综合情况及问题分析

造纸企业创新的意义在于勇于突破企业自身局限，

立足现有条件创造更多适应市场环境的新体制、新举

措，打造领先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在日趋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企业创新是一个系统工

程，体现在多个方面，基于创新系统理论，在调研数

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3.1 造纸企业创新基础总体薄弱，企业差异比较明显

创新基础是企业产能规模、技术中心建设、科技

创新含量等方面的集中体现。

根据调研，45.95% 的造纸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25.41% 是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9.19% 的

造纸企业没有获得认定。在企业技术中心等级认证方

面，仅有 3.24% 的造纸企业是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1.08% 获得省级认证，23.24% 获得市级认证，52.97%

的造纸企业技术中心没有等级认证。

从科技创新总含量来看，仅有 5.41% 的造纸企业

超过 100T（“T”是技术含量单位，科技创新总含量是

根据企业发明公布专利、发明授权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外观设计专利 4 项进行单位换算出来，仅作为参考），

13.51% 的企业在 50T ～ 90T 之间，18.92% 的企业在

20T ～ 50T 之间，43.24% 的企业低于 20T，18.92% 的

企业没有获得相关数值。

综合来看，大部分造纸企业有一定的创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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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比较薄弱，大企业的创新基础相对较好，但企

业间的差距比较明显。

3.2 造纸企业创新环境整体较好，部分企业有待提升

创新环境是影响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各种外部因

素的叠加，良好的创新环境够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

根据调研，79.46% 的造纸企业注册资本超过 1 亿

元，有较充足的资金确保创新活动的开展。91.89% 的

造纸企业是纳税 A 级企业，显示企业经营状态较好，

奠定了创新条件。

48.65% 造纸企业的环保信用等级为绿牌企业，但

也有 41.08% 的造纸企业没有认证，环境信用评价缺失。

92.43% 的造纸企业为员工做了社保缴纳，营造了

创新工作氛围。综合来看，大部分造纸企业具有了一

定的创新环境，但部分企业仍有待继续提升改善。

3.3 造纸企业创新生态基本建立，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创新生态能够促进创新主体与创新要素的高效耦

合和互动，通过协同、共享、合作等，形成可持续的

创新发展模式。

根据调研，大部分造纸企业在企业诚信、管理体

系建设，以及规避风险方面表现较好，63.24% 的造纸

企业诚信分值超过 50 分，其中 85.41% 的造纸企业通

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83.78% 的造纸企业通过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61.08% 的造纸企业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

但仅有 37.84%的造纸企业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1.35% 的造纸企业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5.95%

的造纸企业没有获得相关有效资质证书，25.41% 的造

纸企业曾受到过环保处罚。造纸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

断完善创新生态，但在公司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方面

仍有待继续提升。

3.4 造纸企业创新成效参差不齐，小型企业积淀不足

造纸企业获得各级科技创新类奖项荣誉，不仅是

造纸企业建立竞争优势和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成果，也

是体现造纸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表现。

根据调研，43.24% 的造纸企业上榜过各种榜单，

其中 11 家企业上榜国家级榜单，27.03% 的造纸企业上

榜省部级榜单，30.27% 上榜市级榜单，有 56.76% 的造

纸企业没有上榜过任何榜单。

86.49% 的造纸企业获得过荣誉成果，其中 71.35%

的造纸企业获得国家级荣誉，68.11% 获得省级荣誉，

34.60% 获得市级荣誉。但仍有 20% 的造纸企业没有获

得相关奖励，超过 60% 的造纸企业科技成果数量较少。

从调研数据来看，大型造纸企业的奖项和科技成

果较多，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科技创新持续时间较长，

技术积淀深厚。中小企业创新指数分值得分不高，排

名比较靠后，需要更加重视创新发展。

3.5 造纸企业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国际布局严重缺失

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成果的直接体现，是表征企

业创新能力和实力的重要指标。

根据调研，只有 11.35% 的造纸企业进行了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认证，显示出造纸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整

体比较薄弱。

具体到专利方面，12.43% 的造纸企业专利总数

超过 100 件，19.46% 的造纸企业专利数在 50~100 件，

但依然有 12.43% 的造纸企业低于 10 件，甚至还有

15.68% 的造纸企业没有专利。

不过造纸企业逐步认识到专利的重要性，2022 年

有 66.49% 的造纸企业有新专利获得授权。但是仅有

9.89% 的企业申请过国际专利，专利国际布局意识亟待

提升和付诸行动。

此外，仅有 18.38% 的造纸企业有作品著作权，

23.24% 的造纸企业有软件著作权，42.16% 的企业没有

注册过商标。

综合来看，持续重视创新的企业获得了较好的产

出，大部分造纸企业有了一定专利积累，并更加重视

专利申请，但在国际专利、著作权和商标方面仍存在

比较明显的缺失。

3.6 造纸企业不够重视标准制订，近半企业从未参与

标准的制订不仅意味着一个行业的规范与成熟，

更为行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依据。技术标准已成为市

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造纸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是企业持

续创新的成果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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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47.02% 的造纸企业从未参与过标准制

修订。其中，71.89% 的造纸企业没有参与过国家标准

制修订，90.27% 的造纸企业没有参与过行业标准制修 

订，71.35% 的企业没有参与过团体标准制修订，72.43%

的造纸企业没有现行有效企业标准制修订。2022 年仅

有 25.41% 的造纸企业参与了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造纸企业没有对标准

制修订给予足够重视，大型造纸企业的参与度相对较

高，但中小企业没有机会或能力参与，需要造纸企业

从观念、认识和行动上加以改善。

4 我国造纸企业创新发展的建议

随着创新理念日益受到重视，各个层面都在加大

创新工作的开展，我国造纸企业创新发展正在呈现较

好的增长，创新成效和成果持续提升，但通过综合调

研分析，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业界企业共同努力

加快改善和提高，根据当前造纸产业创新发展现状和

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建议。

4.1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是建议进一步确立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造纸

企业创新体系，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通

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研发核心装备技术，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促进造纸企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 

力军。

二是建议造纸企业提升制造水平，培育发展新技

术、新产品，大力推动造纸产业向绿色化、数字化、

智能化方向升级。建议鼓励和推动新技术、新理念与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培养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推动

造纸产业向高质量、可持续方面发展。

4.2 优化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加强创新基础建设

一是建议相关部门从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造纸

产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支持。鼓励造纸企业建立创新

机制，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打好造纸企业创新发

展基础。加强创新战略宏观统筹，加大创新政策落实

力度，引导资金、资源要素投向具有较高创新水平的

造纸企业。

二是建议加强规划引导，促进造纸产业集群科学

发展，提升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作用，强化专业化协作

和配套能力，鼓励造纸及上下游企业集中创新资源，

为造纸企业营造创新发展环境，支撑造纸企业协同转

型升级。

4.3 加大企业创新投入力度，强化创新人才培养

一是建议造纸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做好企业技术

中心建设，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建议相关部

门政策引导造纸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

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产品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

二是建议建立政府、造纸企业和高校共同构建造

纸产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

升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建议造纸企业加大人才培训

投入，完善人才培育、引进、支撑体系，优化教育资

源配置，推进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4.4 重视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一是建议制定和落实鼓励性政策，完善造纸企业

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机制，打造创新共同体和利益共同

体。建议造纸企业多渠道吸引资金投入，为科技成果

转化提供资金保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技术创

新的协同发展。

二是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

和保护企业的创新行为，加强执行力度，保障创新企

业的权益。建议企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参

与专利申请、标准制修订，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

治环境。

4.5 搭建造纸企业创新平台，促进企业融合发展

一是建议围绕重大项目和造纸产业发展需求，通

过加快造纸企业、产业园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努力形成一批实验基地和研发中

心，搭建科技创新平台，积聚科技创新核心力量。

二是建议搭建造纸行业的专利、标准、人才、成果、

产品数据库，构建造纸企业竞争情报支持系统，建设

具有行业特色的公共检验、测试、试验平台建设，激

发造纸企业创新创造的动力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