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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因

其独特的使用价

值和艺术、收藏价

值，近年来受到越

来越多消费者的

青睐。 但是，红木

家具以次充好、以

假充真的现象屡

禁不止，成为红木

市场的顽疾。 据

悉，新国标《红木

家具通用技术条

件》将于 8 月 1 日

正式颁布，其最大

的特点是要求每

件红木家具必须

配一张《红木家具

产 品 质 量 明 示

卡》， 业界人士称

它为红木家具的

“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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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投诉量激增

10年前，北京的消费者王先生在朋友的带动下开

始购买红木家具，久而久之，他成了红木家具的超级

“粉丝”，黄花梨圈椅、红酸枝罗汉床、花梨木书桌、黑

檀茶几、紫檀笔架等等，都是他多年“淘”回来的宝贝。

最近红木一直在升值，朋友们提醒王先生不妨趁机鉴

定一下藏品的价值。 于是，王先生把一张红酸枝罗汉

床送去鉴定，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初花了 40 多万

元买回来的红酸枝罗汉床被鉴定为“白酸枝上漆后的

仿品”。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近几年红木家具的投

诉量激增，去年其受理的红木家具投诉量占全部家具

类投诉的 31.85%。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红木专

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红木委）秘书长车畅对本报

记者表示：“目前从市场上的情况来看，红木家具的用

材是鉴定的难点，因为红木原料的产地很多，同类树

种在不同产地的质量和价格都会有所不同，有的甚至

差距很大。 ”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人士介绍，在购买红木家

具时，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消费者的辨识能力薄弱，不

法经营者常常利用这个漏洞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 另

外，商家在给消费者开具的发票上常不写明其所购买

的红木家具的材质，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很难维护

自身的权益。

红木产地造假难识别

一位从事红木家具生产 10 多年的厂商告诉本报

记者，有位消费者曾把一张红木圈椅送去鉴定，鉴定

显示圈椅前面的材质为交趾黄檀，后面的材质是奥氏

黄檀， 但是其销售单上却只标注了交趾黄檀一种材

质 。 依 据 2000 年 颁 布 的 国 标 《红 木 》

(GB/T18107-2000) 相关规定， 红木包括 5属 8 类 33

个树种，其中红酸枝类就有交趾黄檀、奥氏黄檀、赛州

黄檀、绒毛黄檀等 7 个树种，这些树种之间价钱相差

悬殊，比如，交趾黄檀每吨约为 6 万元，奥氏黄檀每吨

仅为 2万元。“红木树种产地造假很难识别。 ”这位厂

商对记者透露，由于不同产地的红木树种价格相差较

多，因此红木树种产地造假的现象十分严重。 以红酸

枝类为例，东南亚的红酸枝生长周期长，木材的密度

和硬度都非常高，而非洲的红酸枝质量稍差，两者的

价格相差 10倍左右。 于是，不法商家便将树种产地张

冠李戴，明明原产地在非洲，却标明为东南亚；还有些

厂商只标明红木的学名和树种， 根本不标明产地，给

消费者造成了困惑。“传统的东南亚红木树种和非洲

红木树种比较好辨认，但是，很多新引进的树种产地

比较难鉴定。 ”从事 40多年红木家具制作的北京市龙

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司老师傅杨福岭对记者表示。

据记者了解， 红木中价格最贵的要属海南黄花

梨，其次是紫檀。 因为海南黄花梨和紫檀树种近年来

几乎濒临灭绝，而越南红酸枝性价比较高，价格大约

为 12万元 /吨，因此近年来红酸枝成为市场的新宠。

根据中国红木委发布的《中国红木进口形势分析

报告》1月份至 4月份的数据显示，基于珍贵阔叶树木

的珍稀性，以及自然环境保护等原因，部分非洲国家

与东南亚国家加强了对红木材料的出口控制，红木价

格小幅上涨。 目前，紫檀价格约为 30 万元 / 吨，大叶

紫檀价格约为 10 万元 / 吨，非洲紫檀价格约为 2.3 万

元 /吨。“制作一套 8件套的条纹乌木红木家具，成本

超过 5 万元。 但是，如果采用与其木材纹理相近的风

车木做基材，按每吨原料 4000 元至 5000 元的价格计

算，成本不超过 2万元。 ”一位家具商对记者坦言，“在

价格和利润的驱动下，红木树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的现象不断升级。 有的红木家具只在表面部分使用紫

檀，里面填充了其他树种；还有一些商家用红木包皮，

里面填充杂木甚至水泥。 ”

红木家具将有“身份证”

据了解，新国标《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将于 8

月 1 日正式出台，对红木家具的范围、术语和定义、要

求、质量明示、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更精准、严格的

定义。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新国际是为了顺应消费需

求与市场发展而出台的， 与 2000 年颁布的国标《红

木》（GB/T18107-2000）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每

件红木家具必须配一张《红木家具产品质量明示卡》，

业界人士称它为红木家具的“身份证”。 红木家具生产

企业须在明示卡上详细注明家具的产品执行标准、工

艺分类、质量等级、适用范围、主要用材、涂饰与装饰

工艺等信息。 另外，新国标还要求销售商必须提供产

品保修、退换等相关售后服务，并明确超出保修条件

及保修期的产品维修收费标准。

“新国标明确要求红木产品在销售时必须向消费

者提供全面的信息，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个利好。 ”红

木消费者刘先生表示，“新国标可以让消费者明明白

白消费，让不法商家无法投机取巧。 ”

部分专家认为新国标仍须完善

红木新国标虽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做出了

相关规定，但是，部分业内专家认为，新国标仍须完

善。“新国标首次对红木家具的定义进行了明确规范，

要求以产品主要使用木材的树种名称来命名和标识

红木家具，这对消费者是利好。 但是，新国标扩大了红

木树种的范围， 一些新的树种容易让消费者感到迷

茫。 ”业内专家表示。“新国标扩大了红木树种的涵盖

范围，这涉及多方面利益。 南方的家具厂商多使用非

洲红木，北方的家具厂商多使用东南亚红木，而新国

标扩大了非洲红木的树种， 势必有利于南方家具厂

商。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对记者说。

2000年颁布的国标《红木》（GB/T18107-2000）第

一起草人杨家驹对本报记者表示：“红木家具是一个

历史和文化的概念，不宜泛化。 全世界范围内可供开

发和使用的红木新树种有很多，但是，在目前市场秩

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新国标轻易增加了红木树种，

不仅会增加在树种检测和鉴定方面的难度，还会令消

费者感到迷茫。 ”

从事 30 多年红木生意的赵先生表示， 新国标的

实施效果如何尚须时间检验，其能否立竿见影地解决

红木市场的乱象，关键要看新国际的相关规定能否落

实到位。

（据《中国消费者报》）

红木家具有了新国标

《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8月 1日颁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