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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和国家林业局林产品国际贸易研究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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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合法性认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木材合法性认定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企业木材来源合法性的原则以及控制方式、

认定标识等。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林产工业所包含的森林经营和木材加工与贸易企业，对于同时具有森林经营和

木材加工与贸易企业，执行本标准的全部内容，对于没有森林经营活动的企业，只有木材加工或贸易

的企业执行产销监管链木材合法性标准。 

本标准以及中国木材合法性认定标识具有各自的知识产权。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林产工业企业 （forestry industrial enterprises） 

以木材或相关的森林产品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的企业。主要林产工业企业类型：锯材

类、人造板类、木家具类、木地板类、木门类、其它木制品类；木浆及纸与装饰纸类、林产化工类等

企业类型。 

2.2 

木材合法性 （timber legality） 

木材合法性是指木材的采伐、运输、加工和销售木材及其产品均需符合所在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所在国已经签署的相关国际协议等的规定和要求，经营者需承担必要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

会责任。 

2.3 

木材合法性认定(timber legality verification) 

按规定程序对森林经营单位或木材加工及销售企业木材的合法性进行评估并发放证书，以证明木

材来源合法的过程。 

2.4 

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 

利益相关方是能够影响一个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或集体。包括

股东、供应商、客户、政府、企业的上级、企业内部员工和与企业相关的社区及社区居民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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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监管链 （chain of custody） 

原料、加工后的半成品和产品所经过的从森林采伐到消费者手中整个过程的监管，包括所有的原

料采购、加工、制造、运输、储存和销售阶段。 

2.6 

尽职调查体系（due diligence system） 

可规避采购非法或采伐高风险材料风险的体系，通常包含三个要素：信息获取、风险评估和风险

规避。 

2.7 

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 

供应链各个环节，包括木材采伐、运输和销售全过程均应根据相关要求和市场需要作必要的记

录，需要时能追溯到该木材的采伐地及采伐的合法性证明。 

2.8 

森林可持续经营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森林经营过程中，在森林生态系统生产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是可持续的前提下，以人类利益的可持

续性为基础，持续、稳定地产出适应人类社会进步所需求的产品，使得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发

展的森林经营体系。 

2.9 

森林生物多样性 (forest biodiversity)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生命形式及其遗传变异的有规律组合，主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

样性和遗传（基因）多样性三个层次的含义。 

2.10 

森林生态服务功能（forest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森林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主要包括森林在

涵养水源、土壤保墒、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

游憩等方面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 

2.11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使用木材的相关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程序，这个程序可以使运营商在风险标准上对采伐的木材或

林产品的非法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 

2.12 

确认风险 (specified risk) 

对材料开展风险评估所做出的结论，说明从某处采购的或自某个具体地区进入供应链的林产品的

风险不能判定为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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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风险规避 (risk mitigation) 

一旦发现有非法采伐的风险，要采取措施来减轻非法采伐木材进入市场的风险。使用充足并合乎

比例的措施及程序，以有效地将风险最少化。这可能包括获取：其它信息；其它文件；第三方验证体

系。 

2.14 

低风险（low risk） 

对材料开展风险评估之后做出的一个结论，说明来自某地区的材料其非法采伐风险可忽略不计。 

3 森林经营木材合法性认定 

3.1 森林经营单位 

3.1.1森林经营单位必须在国家规定的相关机构登记注册，具有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营业执照。 

3.1.2森林经营单位必须依法按时缴纳国家或区域规定的相关税费以及采伐林木应交纳的相关费用。 

3.1.3森林经营单位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按国家以及当地政府的要求建立相应的组织

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以保证森林经营单位依法经营。 

3.1.4森林经营单位必须保障职工和周边社区居民的人权不受侵害，严格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我

国颁发的《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确保职工的健康与安全.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等形式，

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3.2 森林权属 

3.2.1森林经营单位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林权证，确认林地和林木的

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承包者或租赁者有相关的合法证明，如签订了合法的承包合同书和租赁合

同等，确认对林地和林木具有经营权和使用权。 

3.2.2森林经营单位有明确的边界，并标注在地图上。 

3.3 森林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 

3.3.1国有或民营中大型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编制适时、有效、科学的森林经营方案，报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后实行。 

3.3.2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颁发的采伐许可证并按采伐证规定的面积、

株数、树种、期限完成采伐和更新任务。 

3.3.3从林区运出木材，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 

3.3.4森林经营单位必须建立木材产销监管链监管体系，以保证在需要时，可以追溯木材的采伐地。

同时监管体系应具有预防贪污腐败的机制，防止木材流通中腐败现象发生。 

3.3.5森林经营单位未使用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的化学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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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销监管链木材合法性认定 

4.1 木材经营加工与贸易 

4.1.1企业必须是国家合法注册的经营单位，具有国家相关机构颁发的营业执照；遵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尊重国家签署的国际公约和协议。依法按时缴纳国家或区域规定的相关税费。 

4.1.2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制定与国家法律法规相符的规章制度，并由相应的组织机

构贯彻执行。 

4.1.3企业必须保障职工的人权不受侵害，严格遵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我国颁发的《劳动法》、

《安全生产法》等确保职工的健康与安全，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等形式，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4.2 木材合法性管理体系 

4.2.1企业须建立合法性认定管理系统，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本标准各指标的运行，明确各部门的工作

职责和工作程序。 

4.2.2企业须公布由最高负责人签署的公司关于合法性认证的体系文件，公开承诺企业开展负责任的

生产和采购，且保证采购政策的实施。 

4.2.3企业须优先使用通过森林经营认定或合法性认定的原材料。 

4.2.4企业的相关记录（特别是原料购置和产品销售纪录）至少保存 5年。 

4.2.5企业须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应具有预防贪污腐败的机制，防止木材流通中腐败现象发生。同

时处理来自内部和外部针对木材销售政策的投诉问题。 

4.3 木材原料采购 

4.3.1认定国产木材原料的来源合法性。须提供“三证”，即采伐证、运输证、生产加工许可证明。

对于农林户自产的木材（少于 2亩），可以认定为来源合法的木材。 

4.3.2认定进口木材原料的来源合法性。 

4.3.2.1直接从国外进口原料的企业。需要提供原产地证明以及通关手续（原产国出口海关、进口国

入关手续）原件或影印件。  

4.3.2.2列入 CITES公约附录的树种，需要提供公约履约要求的相关证明。 

4.3.2.3政府间协议确认的合法木材，需要提供协议要求的相关证明。 

4.3.3通过森林认证的森林经营单位生产的木材，可以认定为木材原料来源低风险。 

4.3.4采购进口木材原料的企业。 

4.3.4.1企业在供应商采购木材原料，应从供应商获取纳入木材合法性认定审核范围产品的足够信

息，以能够有效地确定、评估和规避接收非法来源材料的风险，信息应至少包括材种的通用名和拉丁

名，材料采购和销售量，来源国或地区，供应商名称和地址等。同时企业应确保其供应商在计划更改

供应链时，要通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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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2企业应制定和实施有效且合理的措施，规避确定风险，如果供应商严重违反或连续违反本标

准的要求，企业应与该供应商中断供应关系。所有规避措施及其实施的有效性应记录在册。 

4.3.5合法性认定原料贮存时须能准确识别和清晰地进行物理区分，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混入非法来源

材料的风险。 

4.4 原料购入与产品产出信息 

4.4.1企业须保存每个批次产品和产品中木材组分的信息。 

4.4.2企业须记录和保存购入原料的学名（种和属）。 

4.4.3企业须知晓购入木材的来源地，并记录在案。 

4.4.4供应商名称和地址，并且必要时提供整个供应链的供应商名称和地址。 

4.5 产品销售信息 

4.5.1适时统计原料购买、生产、库存、最终销售的产品数量，并记录在案。 

4.5.2企业须计算出产品的转换率。 

4.6 合法性认定产品的销售和运输声明 

4.6.1企业须在产品上标记木材合法性认定产品的标识 

5 发布、实施与监督 

5.1 本标准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发布。 

5.2 本标准具体实施细则由中国林产工业协会负责拟定并正式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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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木材合法性认定标识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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