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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 certification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ed in the world since 1990s and has had more and 
more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f forest product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in the world’s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f forest produ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Although China’s forest products production and trade has leapt to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 proportion of certified forest products trade in forest products is relatively small. In 
2014, Chinese forest certification system h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mutual recognition with 
PEFC of certification of forest products, so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growth of trade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products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he 
world and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coun-
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of China’s fores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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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认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林产品国际贸易发展。

本文梳理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森林认证的发展动态，分析森林认证背景下的林产品国际贸易发展。虽

然目前我国林产品生产和贸易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我国认证森林在林产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

2014年中国森林认证体系成功与PEFC实现了互认，我国认证林产品贸易在未来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基于对森林认证背景下的世界及中国林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分析，提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林产品对外贸

易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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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全球森林问题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对此表示了极大关注，

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森林认证作为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一种市场机制出现并

得到了广泛发展。它力图通过对森林经营活动进行独立的评估，将“绿色消费者”与寻求提高森林经营

水平和扩大市场份额，以求获得更高收益的生产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随着森林认证的认可度的提

升，在国际贸易领域，部分国家为了维护其本国产业利益或因其他原因设置障碍阻碍林产品进入该国市

场，而森林认证体系也成为林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一种贸易壁垒，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林产品贸易的

格局和未来的发展。 
2001 年我国正式启动了中国森林认证体系建设工作，并于 2014 年 2 月成功与世界上最大的森林认

证体系 PEFC 实现了互认，中国森林认证体系真正走上了国际舞台。基于这个背景，追踪世界森林认证

发展动态，分析森林认证背景下的林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对于更好地促进我国林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世界森林认证发展动态 

截止到 2014 年底，全球由 FSC 和 PEFC 认证的森林面积总计为 4.46 亿 hm2，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增

长了 1.4%，(PEFC，2014；FSC，2015；胡延杰[1]，2015)。由于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

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原因，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森林认证发展的情况也大相径庭。 

2.1. 认证面积最大的地区——北美和欧洲地区 

北美和欧洲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在森林和环境等方面有着严格的立法，非法采伐量很少，因而欧洲

和北美地区也是世界上经认证的森林面积最多的两个大洲。根据世界两大森林认证体系 PEFC 和 FSC 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底，欧洲和北美洲经 PEFC 认证的森林面积占 PEFC 认证总面积的 92%；经 F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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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森林面积占 FSC 认证总面积的 83.35%。其主要原因有： 
 大的森林经营单位可以提供重要的规模经济效应； 
 高水平森林管理经验及竞争力； 
 全面的、执行力强的森林经管法律法规； 
 拥有对公众意见敏感的林产品供应链及完备的市场； 
 主要出口林产品的森林经营者贯彻森林管理认证来提高森林管理水平、维护市场准入以及向消费

者保证自己的产品来自经营良好的森林。 
图 1是按国家划分的 1990年到 2015年间森林面积年净增长/净减少(公顷)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 1990

年到 2015 年欧洲和北美地区相对而言森林资源保护状况优于其他各大洲，除加拿大以外，森林面积均出

现了净增长。 
 

 
来源：FAO 2015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2]。 

Figure 1. Annual net increase/decrease in forest area by country 1990-2015 (Hectare) 
图 1. 1990 年到 2015 年间按国家划分的森林面积年净增长/净减少情况(公顷) 
 

2014 年，PEFC 认证面积前十位国家中有 8 个是北美和欧洲国家，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top ten countries of PEFC certification area of 2014 (Hectare) 
表 1. 2014 年 PEFC 认证面积前十位国家(公顷) 

国家 认证面积(公顷) 

加拿大 121,143,276 

美国 33,110,782 

芬兰 20,619,716 

瑞典 11,263,434 

澳大利亚 10,398,358 

挪威 9,142,702 

乌拉圭 8,842,500 

法国 8,100,208 

德国 7,353,177 

波兰 7,287,169 

数据来源：2014 年 PEFC 全球统计数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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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森林认证比例最低的地区——非洲地区 

非洲地区森林认证面积相对其他洲而言非常少，95%以上的森林都没有经过认证。截止到 2014 年，

只有喀麦隆和加蓬提高了本国的森林认证标准，并且通过了 PEFC 认证。然而在 PEFC 公布的 2014 全球

森林认证统计数据中，缺失非洲森林认证统计数据，PEFC 在非洲地区只颁布了 1 个产销监管链认证。根

据另一大森林认证体系 FSC 公布的 2014 年度全球森林认证统计数据，FSC 在非洲认证的森林面积为

5,672,979 公顷，占 FSC 认证总面积的 3.1%，有 45 家森林经营单位获得了认证。FSC 在非洲开展认证的

国家主要有：喀麦隆、加蓬、刚果(布)、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家，但

是在上述国家 FSC 认证的森林比例非常低。此外，非洲地区的森林正面临着退化的危险。1995 年到 2015
年，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森林面积都出现了负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非洲地区每年消失的森林面积达 490
万公顷，占全球的四分之一[4]。二十世纪之后，每年损失的森林面积有所降低，但每年仍有 340 万左右

的森林消失。 

2.3. 亚洲地区森林认证发展动态 

亚洲地区的森林资源主要集中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洲地区每年损

失森林约 70 万公顷，但 2000~2010 年期间，每年增加了 140 万公顷，这主要是中国、印度和越南等过都

制定了大规模造林目标。图 2 给出了 1990 年至 2015 年亚洲地区森林面积的变化图。 
 

 
来源：FAO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 

Figure 2. Forest area of Asia 1990-2015 (unit: million hectares) 
图 2. 1990 年至 2015 年亚洲地区森林面积(单位：百万公顷) 

 
尽管亚洲地区森林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在 FSC 森林经营认证方面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北美和欧洲地

区(表 2)：另一大森林认证组织 PEFC在亚洲认证的森林面积只有 FSC在亚洲认证的森林面积的一半左右，

截至 2014 年年底，PEFC 在亚洲地区认证的森林面积为 470 万公顷，约占其总认证面积的 2%。2013 年，

马来西亚是 PEFC 在亚洲实现互认的唯一国家，也是其开展森林认证的主要国家。2014 年年底，中国、

印度尼西亚及日本实现与 PEFC 互认；2015 年 11 月，印度成为 PEFC 第 40 个成员国。同时，马来西亚

木材认证会员会领导的马来西亚木材认证体系 MTCS 在热带木材认证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除上述地区以外，FSC 也已经在南美及加勒比海沿岸的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秘鲁、

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家开展森林认证工作。截至 2014 年年底，PEFC 在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森林认证

面积达 460 万公顷，占其全球森林认证总面积的 2%，颁发了 202 个产销监管链认证。 
从全球来看，认证森林的分布并不均匀。欧洲和北美拥有全球最大的认证森林面积，但是其认证面

积的增加潜力并不大。以加拿大为例，其超过 70%的商品林已经完成了认证，因此未来的认证面积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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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幅度将相对有限。而亚洲和非洲各国虽然目前认证面积较小，但随着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等问题凸显，

进行认证的潜力很大。在中国，随着中国森林认证体系 PEFC 成功实现互认，中国的认证森林面积尤其

是 PEFC 认证将有望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Table 2. Overview of FSC certification in Asia from 2012 to 2015 
表 2. 2012 年至 2015 年 FSC 在亚洲地区认证概况 

年份 认证面积(公顷) 占 FSC 认证面积百分比 

2012 5,576,250 3.29% 

2013 8,959,685 4.10% 

2014 9,496,830 5.09% 

2015 8,244,126 4.40% 

数据来源：根据 FSC 年度统计报告整理[5]。 

3. 森林认证下林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分析 

3.1. 森林认证背景下的世界林产品贸易 

2013 年，全球原木(木质燃料、工业用原木)产量 35.91 亿立方米，出口量 1.37 亿立方米，约占总产

量的 3.8%；锯木全球产量为 4.13 亿立方米，出口量为 1.24 亿立方米，占总产量的 30%；木质纸浆、回

收纸及纸板、纸及纸板的全球出口量分别占总产量的 33%、26%和 27.4%。全球每年大约有 25%的林产

品进入国际市场。目前，全球林产品贸易明显地分成三大贸易区域集团，即亚太地区、北美地区和欧洲

地区[6]。主要进口国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德国和法国既是世界上主

要的林产品出口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主要的林产品进口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林产品出口占全球林产品出

口的 31%。如果加上芬兰，瑞典和德国，这 5 个国家的林产品出口就占到全球林产品卖方市场的一半以

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在全球林产品进口额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主要进口的林产

品为原木和半成品，经深加工后再出口至国际市场，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林产品贸易中的地位逐步上

升。 
在出口方面，俄罗斯、新西兰、美国是世界上工业用原木的主要出口国，主要进口国为中国；加拿

大、俄罗斯和瑞典为锯木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和美国为锯木的主要进口国；木质人造板的主要出口国为

中国、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纤维板材的主要出口国家为美国、加拿大和巴西，中国为纤维板材的最大进

口国，在世界纤维板材的进口中占有较大比重。 
从认证林产品的贸易看，认证林产品的需求主要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占认证林产品贸易总量的 80%

以上。然而经认证与未经认证的林产品之间的差价为 4%~12%之间。另外，某些欧洲国家已将森林认证

作为林产品进口的一个必要条件(如荷兰)。某些国家将认证林产品采购纳入政府采购中，如英国政府宣布

通过新的采购政策采购经过认证的林产品，禁止使用非法采伐的木材或来历不明的木材。为了推动认证

林产品贸易，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建立了全球森林与贸易网络，会员包括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林产品

公司及各大商业连锁店(如美国的家居仓储和瑞典的宜家家居等)。 
目前，认证林产品市场也在不断发展。认证林产品潜在的供应量每年达到 3 亿立方米。在欧美市场，

经过认证的林产品相对于未经过认证的林产品体现出越来越大的竞争优势，很多销售商也逐渐转变为只

经销经过认证的林产品了。2014 年 FSC 报告显示，有 81.5%的森林认证者认为森林认证提高了他们产品

的价值，经过认证的森林能够增加 43.5%的潜在市场和客户。截至 2015 年中旬，全球通过 FSC 认证的森

林面积达 1.849 亿公顷，覆盖 80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 PEFC 认证的森林面积达到了 2.683 亿公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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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敏感国家或地区对林产品的进口设置了“绿色贸易壁垒”，在进口的林产品中要求其经过森林认证，

木制家具在林产品的“绿色贸易”中最为明显，并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发展中国木制家具很多不符合

发达国家森林认证的标准，发展中国家家具出口在欧美国家相对减少，而区域内的家具贸易得到了深化

欧盟以及挪威、瑞士和冰岛，76%的贸易发生在该区域内的这些国家之内，仅 24%发生在区域外的世界

其他国家。在 NAFTA 地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约有 27%的家具贸易发生在这三个国家，而 73%
贸易是同该区域之外的国家。在亚太地区，约有 39%家具贸易发生在本地区之内。 

总的来说，由于全球经过认证的森林面积和林产加工企业的数量呈上升的趋势，所以全球经森林认

证的木材及林产品的供给量增长潜力是巨大的。 

3.2. 森林认证背景下的中国林产品贸易现状 

2015 年，我国林业产业总产值达 5.81 万亿元，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 1400 亿美元，分别是 2010 年

的 2.6 倍和 1.5 倍，中国林产品生产和贸易跃居世界首位(国家林业局，2016 [7])，在锯木的生产方面超过

了加拿大，在锯木消费方面超过了美国。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最大的木质人造板以及纸的最大生产和

消费国。在进口方面，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用原木、锯木以及纤维板材的最大进口国以及木质人造

板的最大出口国，中国的工业用原木以及锯木进口量在 2013 年激增了 18%，进口量达到了 6918.2 万立

方米，在 2014 年达到了 7684.9 万立方米。2013 年，中国的工业用原木消费量为 2.15 亿立方米，是世界

第二大工业用原木消费国，大约 20%都是依赖进口，进口量居世界首位，为 4600 万立方米，主要进口国

为澳大利亚、加拿大、白俄罗斯、刚果等；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锯木消费国(消费量为 8800 万立方米)
和进口国(进口量为 2500 万立方米)；中国也是木质人造板的第四大进口国和纤维板材的第一大进口国，

2013 年进口量超过 4500 万吨。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林产品贸易的进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在森林认证方面，截止到 2015 年 11 月，中国通过 FSC 认证的森林面积为 1,238,629.36 公顷，获得

认证的企业为 4300 多家，截止 2015 年 6 月，中国通过 PEFC 认证的森林面积达 5,315,445 公顷，认证总

面积约占森林总面积的 3.15%。因此，我国认证森林面积在林产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但是从

我国的进口来看，主要的进口国为澳大利亚、加拿大、白俄罗斯、美国等森林认证程度较高的国家，虽

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结合我国在世界林产品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中的地位和所占的较高比

重，我们可以推测，有较大一部分认证林产品流入我国。 

3.2.1. 森林认证背景下中国与金砖五国的林产品贸易现状 
金砖五国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五个国家各有优

势，进行深入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在林产品贸易中，其余四国都是中国重要的林产品贸易伙伴。

巴西主要向中国出口木片和木材废弃物，2013 年出口量为 54.7 万立方米，锯木和工业原木的出口量为

19.2 万立方米，占总进口量的不到 1%，中国向巴西出口的林产品较少[8]；印度则是中国林产品的净进

口国，主要进口贴面板和新闻用纸，2013 年的进口量分别为 3.5 万立方米、2.9 万立方米；俄罗斯主要向

我国出口木质纸浆，2013 年的出口量为 110.1 万吨，同时从中国进口纤维板；而南非主要从中国进口木

质纸浆和纤维板，是中国林产品的净进口国。虽然中国与其他四国在林产品贸易方面进出口额相对较小，

但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四国之间相互的林产品贸易量远远低于各自与中国的林产品贸易量。因此，

从林产品贸易量来看，中国在金砖五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林业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和巴西进口林产品，

向印度和南非出口林产品。 
金砖五国中，俄罗斯、巴西、中国、印度四国都是世界森林总面积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五国的森林

总面积达 159,667.5 万公顷。而且，金砖五国在 FSC 和 PEFC 两大认证体系中的总认证面积达到了 6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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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大约占两大体系认证总面积的 14.9%，有充足的认证森林供给，随着日后五国之间经济的不断

发展、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认证林产品发展的趋势，认证林产品贸易在五国林产品贸易中也会越

来越重要。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五国中认证面积排名第三，低于森林面积广大的俄罗斯和巴西；而

从认证比例来看，中国排名也是第三，低于南非和俄罗斯，高于印度和巴西。总体而言，金砖五国作为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代表，森林认证比例相对较低。 
 
Table 3. Forest certification area of the five countries of the BRIC countries, the proportion of certification and ranking 
表 3. 金砖五国森林认证面积、认证比例及排名 

国家和地区 
认证面积(单位：万公顷) 按认证 

总面积排名 
森林总面积 

(万公顷) 
认证比例 

(%) 
按认证 

比例排名 PEFC 认证面积 FSC 认证面积 总认证面积 

俄罗斯 376.9 4050.3 4427.2 1 81,493.1 5.43 2 

巴西 244.6 658.9 903.5 2 49,353.8 1.83 4 

中国 531.5 116.6 648.1 3 20,832.1 3.11 3 

南非 - 145.4 145.4 4 920.3 15.80 1 

印度 - 81.85 81.85 5 7068.2 1.16 5 

数据来源：根据 FSC《FSC 2015 事例和数据报告》、PEFC《2015 全球认证统计数据》及 FAO《2015 世界森林资源评估报告》的数据整理

得出。 

3.2.2. 森林认证背景下中国与 G20 国家的林产品贸易现状 
20 国集团(G20)包括了全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强国和经济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其成员国涵盖面广，

代表性强，该集团的 GDP 占到了世界经济的 90%，而贸易额占到了全球的 80%。在林产品贸易方面，其

中涵盖了世界上工业用原木最大的 4 个出口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法国。2013 年这几个国家工业

用原木的出口量接近 6400 万立方米，占世界总出口量的约 50%；锯木的最大出口国加拿大、俄罗斯，总

出口量为 4900 万立方米，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40%；占世界木质人造板出口量约 26%的中国和加拿大以及

木纤维的最大出口国美国。同时，该集团内还有林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和消费国：中国、德国、加拿大、

美国、日本，以及木材深加工和家具制造业生产和进出口较为发达的意大利和德国等。因此，该集团的

林产品贸易也在世界林产品贸易中极具代表性。 
从森林认证来看，该集团内的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都是环境敏感市场，对于

贸易中的森林认证产品具有较高的要求，这些国家的森林认证比例和总体认证面积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甚至很多都达到了 50%以上，而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森林认证的比例较低，大部

分不足 5%，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的认证面积和认证比例低于大多数的欧美发达国家，高于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9]。因此，中国的林产品如果要在认证林产品贸易中获得欧美国家的市场准入，还需要

不断加强森林认证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森林认证比例。 
在 G20 国家中，包含了 2014 年世界 GDP 前十位的国家：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

巴西、印度、俄罗斯和意大利。其中的三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和印度，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却有与高经济增速不太相称的森林认证面积，认证比例分别为 3.11%、1.83%和 1.16%，这也能看出发

展中国家整体的森林认证程度较低，在环保发展的主题之下，可能会面临欧美国家更为严苛的市场准

入。 

4. 结论与对策 

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乐于选择有森林认证的产品；一些民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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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组织和团体也自发的在林产品生产和销售中不断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作用[10]，再加上发达国家政府政策

的推动森林认证在贸易中的实施，从而使得具有“环境敏感市场”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的市场越来越受到森林认证的影响。森林认证使得林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环保要求较低、未经过严格认证的林产品可能会受阻，从而退出欧美市场；而符合环保要求，

通过森林认证的林产品则会在欧美市场有较高的接受度。比如，森林认证体系之下，欧盟各国可能会减

少从非洲、东南亚等认证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进口，而增加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进口量，使得欧盟成员国之

间的林产品贸易流动更加频繁；热带森林认证体系之下，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林产品将会很难出口到欧美

市场，从而减少了对于欧美国家的出口，可能会更多的向环保要求较低的亚洲市场转移，而东亚的部分

进口也会受到热带森林认证的影响，将进口地由东南亚变为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由此来看，

森林认证在改变林产品贸易流向的同时，将弱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使得发达国家之

间的林产品贸易得到了深化和加强。 
虽然目前我国林产品生产和贸易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我国认证森林面积在林产品贸易中所占的比

重相对较小[11]。从全球林产品价值链的视角来看，全球范围内林业产业的分工模式已形成以全球林产品

链为纽带的生产网络模式，发达国家拥有研发、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而我

国大多数林产品借助国外厂商品牌与销售渠道等方式间接进入国际市场，因而我国林业产业尚处于价值

链的低端；同时，我国林产品的出口市场仍高度集中于欧美等环境敏感市场国家，欧美国家极易利用我

国企业出口的林产品是否取得相关认证来限制我国的出口。随着我国与 PEFC 成功互认，我国的认证森

林面积尤其是 PEFC 认证将有望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欧美国家对我国林产品的

限制。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以森林认证为代表的林产品贸易壁垒，反映了资源环境约束下各

国对全球林业资源的利益之争，因此木材产业升级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跨越各种贸易壁垒的

关键所在。中国林业产业应当从资本和高级生产要素积累等方面进行自我提升，促进林产品贸易增长速

度与质量的协调，进而突破发达国家主导的 GVC 驱动型产业发展“低端锁定”困境，才能在林业资源的

全球竞争和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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