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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下为基
张 忱

投资像马拉松么？不像。马拉松可以

多次试验，反复尝试，直到找出一种合适的

方法。投资则要面临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

和持续冒出的新发现，不可能有重复试验的

机会。不过近期看到一个投资人写的马拉

松感受：“慢就是快，快就是慢。”才觉得这二

者确有相似之处，颇多好的投资是慢工细

活，急不来的。

据说，目前发达国家有机食品占国内消

费总额 2%，而中国境内有机食品销售仅占

食品销售总额的 0.02%，差距巨大。这种差

距有受收入水平限制的需求因素，但这并非

主因，笔者身边，经常有为孩子苦苦寻找安

全健康食材而不得的父母，说明需求是有

的，对价格也不甚敏感，供给端的不足很可

能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国内的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个性

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但是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情况？回到有机食品的问题上，国

内外巨大的差距，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明摆着

的，为什么供给跟不上？可能的答案之一就

是，好东西就是要慢慢做。就像马拉松一

样，起初有多快，透支有多大，后程就会有

多慢。

笔者最近走了一些地方，真正看到了喝

着泉水的鸡，在山野间奔跑的黑猪，这些以

自然的有机方式生长的动物，看起来都貌不

惊人，个头小小的，但其实际“年岁”已经不

小。一只鸡长成需要八九个月，只有 2 斤左

右，一头黑猪出栏则需要超过 1 年的时间，

其中的佼佼者也不过 100 斤左右。这与那

些工厂化养殖的动物差异巨大。

然而这“慢”还包含了另外的附加原

因。能培育“有机产品”的环境，很多都处于

偏远乡村，往往交通极不方便，走出村子到

最近的县城，往往要坐上几个小时的汽车，

也正因此，其优越的环境才能幸存。不过，

一旦成为有机产品的产地，冷链与物流马上

就都成了问题，这对于农民尤其是相对贫困

的农民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难题。

另外，随着种植养殖规模由小到大的扩

张，如何保证产品不被疫病摧毁，又怎样保

证有机的培育方式不变质。一路走来，笔者

已经看到了窝在猪圈中吃玉米的藏香猪，始

终在牛棚里生活的牦牛，在时间和数量的苛

刻要求下，品质如何延续，需要长时间的试

错，甚至多次推倒重来。

如果走得太快，反而会欲速不达。前几

年，某些南方的山区发现了猕猴桃的利润空

间，大面积放弃水稻，改种猕猴桃，但在品种

上又未慎加选择。如今，当时种下的绿心猕

猴桃确实开始丰产，但由于品质一般，沦为

了市场上的低价大路货，收益不高。市场需

求已经转向了高品质的红心和黄心品种；而

且，原本被放弃的水稻，反倒因为产量较少，

品质优良，成为了抢手品种。

老子说，高以下为基。做实下面的基

础，投资的每一步都按正确的方式去走，往

往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慢就是快，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快捷；反之，

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快就是慢，最终往往免

不了进退两难的尴尬。

近来，红木市场一改往日的红火行情，
原材料价格出现回落，一些品种甚至较前期
高点跌去大半。红木的价格为何出现回
调？对于红木投资者来说，目前的价位是否
意味着机会？

一度飙涨的价格

传统意义上的红木是指红酸枝，在我国
北方俗称“老红木”，而在南方则被称为“酸
枝木”。目前被大家广泛接受的红木品种包
括了《红木国家标准》（2000 年）中规定的 5
属 8类 33种木材。

距离北京市 170 多公里的河北省大城
县，以地利之便，传承了京作红木家具的精
髓。大城红木文化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主任
李润泽对记者回忆起了当年的情形：“上世
纪末，当地不少红木工匠奔走全国各地，冒
着严寒酷暑收购明清时期的老家具。当时，
很多人对红木的价值并不了解，在云南的一
个村子里，有人见过一个 3 米长的明代海南
黄花梨的案子，却被当地人用来剁菜，非常
可惜。按现在的价格，这样一件家具兴许能
卖到上百万元。”

“随着红木家具价格的逐年攀升，当
年工匠们收来的老家具现在基本都到了收
藏家的手中，有时候会出现在拍卖市场
上。市面上明清时期的老家具基本绝迹，
普通投资者购买、收藏的主要是仿古家
具，但就算是这些仿古家具，价格也涨得
很快。以 2000 年当地生产的老挝大红酸
枝书柜为例，当年的价格约为 2 万元，放
到现在可以卖到 40 多万元，15 年时间价
格涨了 20 多倍，收益非常可观。”李润
泽称。

除了几万元、十几万元这些普通投资者
可以企及的价位，一些“高端玩家”更是令人
瞠目。李润泽介绍说：“就在上月举行的香
港苏富比拍卖会中，一个海南黄花梨笔筒，
从 9 万元起拍价开始便一路‘狂飙’，出人意
料地被叫到 150 万元成交，成为该场的‘黑
马’；2010 年，在南京的一场拍卖会中，一把
明代的宫廷御制黄花梨交椅以近 7000 万元
的价格成交，被戏称为‘第一把交椅’。”

“一方面，红木生长周期漫长，有的需要
上百年，由于多年来过量采伐，珍贵的红木
资源逐年减少；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旺盛，自
然导致价格水涨船高，举例来说，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质地较好的海南黄花梨木料价格
每吨仅十几万元，而在近年红木市场红火的
时候，价格一度飙升至每吨 2000 多万元。”
河北廊坊陶然居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双
陶告诉记者。

2013 年，33 种红木树种中的 7 种又被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

录Ⅱ的红木材种，需持有进出口许可证或者
再出口证明才能进行国际贸易。而原材料
进口受限，更是引发了当年国内红木原木价
格的飙升。

“物以稀为贵。时至今日，中国红木市
场 98％以上的原料依赖进口。”在叶双陶看
来，原材料的稀缺性才是多年来红木市场整
体向好的主要原因。

在红木价格暴涨的背后，还有一拥而上
的追随者。

家住北京的陈先生是一位上班族，在
工作之余，常常光顾红木市场考察行情。
趁着红木市场的火热，跟几个朋友做起了
木材生意，也着实赚了不少。“2013 年市
场行情好的时候，原料价格隔几个月就会
上涨 20%左右。因为只涨不跌，甚至有不
少人借钱买料，只要识货，基本上都稳赚
不赔。”陈先生说。

市场遭遇小“寒冬”

往日熙熙攘攘的场景似乎还在眼前，如
今的红木家具市场却门可罗雀。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大红木的价格均
较前期高点有所回落，一些品种原料甚至出
现“腰斩”。据叶双陶介绍，以小叶紫檀为
例，2008 年初，小叶紫檀每吨价格 60 万元
左右，2009 年初降至每吨十几万元；2009
年下半年又开始一轮上涨行情，2013 年最
高涨到每吨 150 万元左右，3 年多时间涨了
近 10 倍；而 2013 年底又开始回落，目前的
价格是每吨 60万元左右。

“2013 年红木原料价格的飙升，使得许
多红木企业一哄而上，整个行业缺乏足够理
性。”叶双陶估计，目前有六成以上的红木家
具经销商销量下滑，甚至有的亏本经营。

北京一位从事红木生意多年的商人李
启明正切身感受着市场的寒意。“前些年我
囤积了不少赞比亚血檀，当初买入的成本大
约是每吨 3 万多元，现在市场价却只有每吨
2 万元多一点，再加上保存费用，算是严重
套牢！不知道市场什么时候能好起来？”他
向记者感叹。

根据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红木
流通专业委员会的数据，2015 年 9 月份，中
国红木进口综合价格指数为 145.4，同比下

滑 12.2%。
叶双陶认为，市场行情冷淡主要有三

方面原因：一是红木市场产能阶段性过
剩，在市场相对饱和之后，价格必然面临
回调；二是部分热钱撤离导致价格回落，
在市场上出现其他投资品种之后，会对红
木市场的资金形成挤出效应；三是虽然近
几年红木整体市场发展很快，但家具质量
良莠不齐的现象并没有改观，以次充好、
以假乱真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也导致很
多买家不敢轻易下手。

据业内专家介绍，目前，红木家具造假
的手段很多，有些造假手段甚至就连资深的
红木收藏家都很难鉴别出来。

由于红木家具年代越久、色泽越深，色
泽乌黑发亮的效果要比刚成型的家具价格
贵上好几倍，有不少厂商会使用“着色油”造
假，为家具增加“年龄”；还有在原木阶段直
接造假的，如明明是老挝红酸枝，却标上越
南红酸枝，明明是非洲草花梨，却标上越南
花梨木。

李润泽告诉记者，从红木木材价值的角
度看，印度小叶紫檀以及黄花梨堪称顶级材

料，红酸枝次之，而缅甸花梨、非洲血檀，尤
其是亚花梨则属于入门级材料。另外，龙眼
木、红檀木并非红木，但纹理、木质与酸
枝、花梨很相似，只要挂上相应的标牌，
价格就能翻上好几倍，而血檀、科檀等冒
充小叶紫檀，如果是外行人，一般都是看
不出来的，有时候甚至不少有经验的商家
也上当受骗。

另外，产品同质化突出、无序竞争激烈
等问题也制约整个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具
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席邓雪松表
示，“目前古典家具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
在款式和工艺风格上，一半以上的产品在相
互模仿”。

红木企业绝大多数是小而散的家庭作
坊，缺乏设计人才，一直模仿较为畅销的设
计样品。产品同质化导致了价格上的恶性
竞争，特别是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一些
企业为了回笼资金不惜亏本出售产品，更是
加剧了价格的回落。

整体回暖尚需时日

不同于普通家具，红木家具集艺术性、
观赏性和收藏价值等特质于一身，是很多消
费者选择购买红木家具的主要原因。在一
些收藏者看来，红木家具不仅经久耐用，还
可以传承传统文化，提升家居品味。作为传
统文化和艺术的载体，红木家具凝聚着几千
年中华民族的智慧。明式家具简洁大方，反
映木材的天然之美；清式家具精雕细琢，给
人以雍容华贵之感。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保值增值也是选择
红木家具的重要原因之一。记者在北京市
朝阳区古典家具城内遇到了前来选购家具
的鲍先生。他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红木家
具，不仅因为摆在家里感觉有面子，更重要
的是红木可以保值增值。

目前，随着价格的下降，红木家具对购
买者的吸引力似乎正在增强。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红木的价
格变化，其中不乏一些刚置业装修的年轻
人。市场中，一些入门级的品种，如花梨
木、酸枝木等因为相对较低的价格，销量还
算稳定。

“低价木料的木材特性同样优良，又
因其市场储备稳定，投资门槛低，对普通
消费者而言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廊坊木
华堂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领认
为，“红木家具的价值是由原料稀缺性以
及手工艺复杂性所组成，当前红木原材料
价格正处于低谷阶段，加之市场上产品供
过于求，厂家更加注重提升产品加工质量
来吸引消费者，因此目前正是红木家具投
资入手的好时机”。

在邓雪松看来，决定红木价格最重要
的还是原料。“因为目前红木资源绝大部
分依赖进口，国外的批发价格和国内的销
售价格之间的价格空间并不多。在全球
名贵木材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国外的木材
批发价格不会因国内的市场冷暖而发生
明显变化，因此红木家具价格回调的空间
也很小。”

“从工艺上讲，红木家具通常为手工制
作，制作周期长，工艺复杂，每一道工序都很
精细，特别是家具必须使用榫卯结构，这种
结构要求不能像普通家具那样使用金属钉
和大量胶水，因此，人工成本也很难降下
来。”叶双陶认为，“目前，市场行情整体冷
淡，在一些低端红木家具清仓、抛货的带动
下，当前市场上红木家具大多数是在卖材料
的成本价。从长期来看，红木市场的上涨仍
然是大概率事件”。

红 木 失 色
本报记者 曹力水

红木家具由于其保值增值

功能和艺术鉴赏价值受到不少

消费者追捧，在高端艺术品拍卖

市场上经常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家具市场上的价格也逐年水

涨船高。然而，眼下红木家具市

场却遭遇了寒流，前期涨幅过快

或许是价格回调的原因。究竟

需要多久才能走出目前的价格

低 谷 ，成 为 市 场 各 方 关 注 的

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