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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木材加工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木材加工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木材加工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木材加工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木材加工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

中国木材加工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木材加工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木材加工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木材加工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木材具有重量轻、强重比高、弹性好、耐冲击纹理色调丰富美观、加工容易等优点，从古

至今都被列为重要的原材料，木材工业由于能源消耗低、污染少、资源有再生性，在国民经

济中占非常重要地位。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木业加工、木制品生产基地和最主要的木制品加工出口国，

同时也是国际上最大的木材采购商之一。我国的人造板、家具、地板年产量 已经位居世界前

列。近年来，我国木材工业呈现出投资主体多样、产业规模扩大、产业聚集度提高的良好趋

势，已初步实现3个战略性转变：由利用天然林为主向利 用人工林为主的转变；由扩大生产

规模的单一发展模式向扩大规模与节约使用并举的复合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利用一个市场、

一种资源向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转变。今后中国对木材及其制品的需求量

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快速增加。21世纪前3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主要在东亚，特别是中

国大陆及港澳台 地区，该区域对林木产品的需求增长将最快。预计中国在2015年前木材消费

量将以更快的速度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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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林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二章　2012-2013年国际木材产业及木材加工业分析 

2.1　世界木材产业发展概述 

2.2　北美洲 

2.3　欧洲 

2.4　亚洲 

2.5　非洲 

2.6　其他地区 

2.6.1　秘鲁木材出口概况 

2.6.2　海湾各国木材行业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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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我国木材工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3.1.3　中国木材行业面临的形势分析 

3.1.4　新时期中国木材行业发展的战略政策 

3.2　2009-2012年木材加工行业分析 

3.3　2013年木材市场形势分析 

3.4　木材加工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第四章　2012-2013年部分地区木材及木材加工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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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黑龙江省 

4.7　内蒙古 

4.8　其他地区 

第五章　2012-2013年人造板行业发展分析 

5.1　人造板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5.1.1　人造板的特点与分类 

5.1.2　全球人造板工业发展综况 

5.1.3　中国人造板行业发展现状 

5.1.4　中国人造板工业发展的意义 

5.2　2008-2013年中国人造板行业财务状况 

5.2.1　中国人造板制造行业经济规模 

5.2.2　中国人造板制造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5.2.3　中国人造板制造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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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中国人造板制造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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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竹胶合板模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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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09-2013年中国木材产品进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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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中国小木制品市场发展迅速 

9.1.4　中国限制生产一次性木制品 

9.2　2008-2013年中国木制品行业财务状况 

9.2.1　中国木制品制造行业经济规模 

9.2.2　中国木制品制造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9.2.3　中国木制品制造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9.2.4　中国木制品制造行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9.2.5　中国木制品制造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9.3　2012-2013年中国木制品出口分析 



9.3.1　2011年美国新规加大我国木制品出口压力 

9.3.2　2011年中国木制品出口状况分析 

9.3.3　2012年我国木制品出口概况 

9.3.4　2012年欧盟新指令抬高我木制品出口门槛 

9.4　2012-2013年部分地区木制品行业发展分析 

9.4.1　2011年昆山木制品及家具出口状况 

9.4.2　2011年张家港木制品出口大幅增长 

9.4.3　2012年苏州对美木制品出口创新高 

9.4.4　2012年丽水市木制品出口形势 

9.4.5　2012年河北沧州辖区木制品出口概况 

9.5　国外对中国木制品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分析 

9.5.1　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9.5.2　遭遇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原因 

9.5.3　应对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对策 

9.6　中国木制品行业拓展国际市场的策略分析 

9.6.1　应对出口国家的技术壁垒及国内政策调整 

9.6.2　提升产品竞争力 

9.6.3　采取多种营销手段 

9.6.4　帮助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9.6.5　加强企业的整合 

第十章　2012-2013年家具行业发展分析 

10.1　中国家具行业发展概况 

10.1.1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家具业制造中心 

10.1.2　我国家具企业发展的主要市场规律 

10.1.3　我国家具行业竞争局势分析 

10.1.4　中国家具行业迎来政策新机遇 

10.1.5　家具行业整体衣柜发展迅速 

10.2　2010-2012年中国家具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10.3　2010-2012年中国木质家具行业发展分析 

10.4　2008-2013年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财务状况 

10.4.1　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经济规模 



10.4.2　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10.4.3　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10.4.4　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10.4.5　中国木质家具制造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10.5　中国家具行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0.5.1　家具业难觅龙头企业症结剖析 

10.5.2　我国家具行业出口面临的问题 

10.5.3　我国家具产业面临的几大困局 

10.5.4　我国儿童家具行业发展面临的障碍 

10.6　中国家具行业发展的策略 

10.6.1　中国家具企业的竞争对策 

10.6.2　中国家具产品的组合策略 

10.6.3　家具企业拓展三级市场策略分析 

10.6.4　家具行业换购策略分析 

10.6.5　我国家具行业的发展方向 

第十一章　2012-2013年木地板行业发展分析 

11.1　中国木地板行业发展概述 

11.2　木地板行业竞争态势分析 

11.2.1　木地板行业竞争概况 

11.2.2　木地板行业品牌竞争环境分析 

11.2.3　产品创新成地板业竞争关键 

11.2.4　品牌木地板上演&ldquo;服务战&rdquo; 

11.2.5　实木与强化地板竞争形势严峻 

11.2.6　木地板企业价格竞争策略 

11.3　实木地板 

11.3.1　中国实木地板产业用创新迎接挑战 

11.3.2　中国实木地板市场发展综述 

11.3.3　国内实木地板市场广泛 

11.4　实木复合地板 

11.4.1　实木复合地板行业及产品特点 

11.4.2　我国实木复合地板生产概况 



11.4.3　实木复合地板渐成我国木地板市场主流 

11.5　强化木地板 

11.5.1　强化木地板行业发展综述 

11.5.2　强化木地板向厚度延深 

11.5.3　强化木地板消费市场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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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木地板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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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木地板企业积极应对税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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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　促进我国木地板行业低碳发展的措施 

11.7.5　推动我国木地板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策略 

11.8　中国木地板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1.8.1　中国木地板产业发展九大趋势 

11.8.2　我国木地板行业未来发展的五大方向 

11.8.3　未来我国木地板走品牌集约化路线 

11.8.4　未来我国多层实木地板的发展趋势 

11.8.5　中国实木复合地板市场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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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国木材加工行业投资分析 



14.1　中国木材加工业开展对外投资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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