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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情况



2018年张家港木材进口情况

• 1、进口情况（2018年）

• 据张家港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张家港占全省进口量的20%、全国进口量的5.6%；进口木材560万立方，

同比增13.3%；货值15.1亿美元，同比增幅28.4%;进口原木和进口锯材比例为10：1；此外，进口张家港

的木材，有84%的量通过港务码头流入。



历史及现状



1983年5月7日，第一艘巴拿马籍外轮“日本商人”号靠泊张家港港，卸下第一

批进口木材，标志着张家港木产业的开始。历经30多年发展，走出了以阔叶材为

主的发展模式，吸引了近5万的外来人口，为本地创造了2.6万个木材相关产业的

岗位。

1

金港（保税区）木材贸易的历史悠久



• 金港镇（保税区）已经形成了一套依托码头、海关商检、木材实验室、木材进口商、

木材市场、木材经销商、木材加工企业、金融机构等构成的产业链体系。最近5年

保持5%～15%的稳定增幅。目前，共拥有木材市场25家，总占地100多万平米，粗加

工厂44家，木材商贸企业接近2000户，产值近800亿元。

金港镇（保税区）木产品现状



• 名贵木材主要分原木和锯材，因各国标准不一，

国内也未出台统一的行业标准，交易方式还多

停留在现货、现金、现场“三现”交易模式。

随着支付习惯的改变，现金交易逐步趋向账户、

网银转账等形式。

• 全运通--木材外贸一站式服务

• 港务集团--本地港口木材咨询讯+口岸综合元素

平台

• 金港物流--基于ERP的实时大数据“木材驿站”

• 芬木网—木材交易供应链S2B平台

• 木头人--木材供应链金融P2P平台

• 等等

交易模式 创新样本



历年进口量



木材市场发展现状



据商检数据显示， 2016年张家港进口木材436.92万立方、货值9.29亿美元，货量增

幅达8.83%，位列全省第二；同期江苏省进口木材2311.83万立方、货值37.62亿美元，

货量增幅5.56%；全国主要口岸进口木材8023.3万立方、货值80.79亿美元，货量增

幅12.8%。张家港木材进口货量在省内位居第二，但是货值占比达到24.69%，省内遥

遥领先，全国占比也达到11.50%，可见张家港口岸以名贵木材进口为主。

张家港及周边港口木材进口情况



木材专业市场情况

• 目前各类木材市场约25家，较2012年的4家，增加了6倍多，仅2017年就新增7家。25家市场占地将近100

万立方米，其中占地在1万平米以上的有17家，占地9万平米以上的有7家。

• 木材市场的经营场所来源有租赁和购买两种，整体以租赁方式居多，大多靠租赁近几年闲置的厂房、仓库

等扩展业务规模，对用地的需求较大。各木材市场的用工人数在20至150人不等，中小规模市场的直接从业

人员较少，一般人数在20至50人左右，上规模市场的从业人员在50至150人左右。

• 木材市场经营者多来自福建、山东，而客户则来自全国各地，以长三角、广东、福建、四川等地的客户为

主。木材交易市场连接贸易商与最终生产商，原木板材的展销环节大多发生在市场，是盘活木材交易的关

键环节。



木材加工厂情况

目前有木材加工厂80余家，大多为锯板厂，锯板厂主要通过对原木切割、烘干制

成各种规格的板材，收取一定加工费。锯板厂的经营场所多为租赁，设备自有，

较为接近候鸟型企业。锯板厂技术含量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工人较多，

一般小型剧板厂工人都在20人左右。工厂切割工序易产生粉尘污染，烘干工艺较

为传统，涉及到动火，整体上工作环境恶劣、布置杂乱、存在安全风险等不利因

素。但同时也在服务木材交易、促进就业、带动区域经济繁荣等方面有着积极作

用。



木材贸易商情况

• 目前保税区（金港镇）从事木材贸易的人员众多，超过1700户（包括公司、个体工商户以及未注册的个

人）。

• 木材贸易商主要包括三大类型：

• 一是从事直接木材进口的各类贸易公司。主要是大贸易公司和掌握销售渠道的中小贸易公司，这些贸易公

司从国外进口后，再进行批发业务。值得注意的是大贸易商多数是外地人，货物从上海或者张家港进口，

找到下游买家后从总公司开票销售，只是在张家港进行仓储（上海仓储费用较高）；

• 二是专业在码头接货的中小贸易公司，从一级进口商处购买木材，再转到二级批发市场销售。也有一些外

地的家具加工厂，长期派人驻在码头，从一级进口商处采购原材料；

• 三是专业的黄牛、掮客，长期在码头及堆场附近看货，主要撮合供货商与居民就个人装修用材达成交易，

然后收取提成。因此，张家港实际上在木材产业链条中形成了一个进口-粗加工-仓储-销售的商贸加工模式。



税收贡献 行业发展情况

木材市场的从业主体有木材交易
市场、加工厂和贸易商。小的交
易市场、小的贸易商多是以个体
工商户的形式存在，每年缴纳定
额税1万元；大的贸易商，基本

都在外地注册，开票也是在外地；
加工厂很多业务是接受个人委托
提供加工服务，委托人不要求提
供发票；另外还有很多黄牛未进
行工商注册，难以进行认定和监
管，也无法形成税收。

随着上海木材行业的人工成本压力、
租金上涨以及环保整治影响，产业转
移不可避免，不少木材相关企业流向
张家港及太仓、南通，促成了木材产
业在保税区（金港镇）的增长趋势，
2017年木材市场预计成交额68亿元，
同比上升5%，但与化工、纺织、消费

品（含粮油、红酒）市场相比，所占
比重较小。另一方面，与周边上海、
太仓等地的木材产业类似，直接税收
贡献率也不多，但本地木材产品的销
售特点多为线下，吸引相对高端的客
户来港，带动了金港镇物流、餐饮等
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了木材行业就业
率，繁荣了港口经济。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