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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列述了近几年来轮胎产量增长状况。分析了今后汽车产销发展形势。对不同类型轮胎进行了市场

预测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汽车、农用运输车及工程机械和工业车辆轮胎需求量分别为 3 792 万、4 188

万～4 233 万、5 841 万及 8 554 万条 ;2 855 万、3 212 万、4 268 万及 5 382 万条 ;132 万、145 万、250 万及 360 万

条。估测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轮胎出口量分别为 1 500 万、2 000 万、2 500 万及 3 500 万条。还对今后

轮胎品种趋势予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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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扭转已持续数年经济增长率滑坡及通货

紧缩形势 ,促进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国家有关方

面正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如加大对基础设

施的投资力度、扩大内需和出口及开拓消费信

轮式行走机械的重要部件 ,因此 ,随着这些部门

建设速度的加快 ,其需求量和品种也将不断增

多。

1 　近几年我国轮胎产量增长状况

近几年来 ,我国轮胎产量的变化见表 1～

3。从表中可见 ,近 5 年来轮胎产量一直呈增长

势头 :轮胎总产量增长了 3815 % ,其中子午线

轮胎增长了 253 %。1998 年轮胎销售 7 000 余

万条 (含出口拨交 1 244 万条 ,但其中不包括部

分合资、独资企业出口量) ,正常进口 19 万条。

1997 年进口 300 万～400 万条 (其中主要是走

私进口 ,正常进口仅 16 万条) 。

2 　汽车轮胎市场预测

在谈到轮胎市场预测之前 ,先简要列述并

分析一下汽车产销形势。

211 　汽车产销形势

21111 　现状 :产销明显滞后于需求

目前 ,我国年收入达5万元左右的家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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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化工部统计的全国轮胎产量 万条

　　轮胎类型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注 :1)国家石化局统计的产量 [1 ] ;2) 包括为数不少的农林

机械轮胎。

表 2 　全国分类型子午线轮胎产量 万条

　　轮胎类型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轿车轮胎 394 619 3 906 3 928 1 441

轻型载重轮胎 81 — — 296 327

载重轮胎 87 117 118 160 219

合计 563 736 1 024 1 384 1 986

　　注 : 3 含轻型载重轮胎。

表 3 　1998 年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

68 家成员单位轮胎产量 万条

　　轮胎类型 子午线轮胎 斜交轮胎 合计

载重轮胎 203 1 834 2 037

轻型载重轮胎 327 1 653 1 962

轿车轮胎 1 210 99 1 309

工程机械和工

　业车辆轮胎 — 119 —

农业轮胎 — 1 364 —

总计 1 740 5 070 6 810

超过 1 000 万户 ,且这样的家庭数还在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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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业务等) ,从而必将有力推动交通、能源、水利

和建筑等行业的发展。轮胎是汽车和其它各种

轮胎 5 760 7 119 7 137 7 532 7 9781)

　子午线轮胎 563 736 1 024 1 128 —

　载重轮胎 3 210 3 231 3 828 3 705 —

　　轻型载重轮胎 1 010 — — — —

　轿车轮胎 480 608 828 935 —

　工程机械轮胎 27 37 33 36 —

　工业车辆轮胎 74 1 1162) 7162) 9652) —

　农业轮胎 1 969 2 112 1 728 1 784 —

　　拖拉机轮胎 1 252 — — — —

　　农林机械轮胎 705 — — — —

　　畜力车轮胎 72 14 4 17 —



加[2 ] 。另有报道 ,现在已形成 500 万～600 万

辆的汽车购买能力 ,而已将购买轿车列入消费

考虑的家庭就约有 300 万户[3 ] 。据对北京、广

州及上海等城市居民抽样调查表明 ,70 %的家

庭表示出在今后 5～10 年内有购买轿车的意

向。统计数据还显示 ,截止 1999 年 6 月底 ,我

国城乡居民储蓄额已达 59 113 亿元 ,此外还持

有巨额现金、债券、股票和外汇 ,居民共有金融

资产约达 7 万亿元。在这些资金中 ,无疑有相

当数量将用于购买汽车。可见人们对汽车、尤

其是家庭用轿车的需求潜力巨大。然而现时汽

车消费政策却大大制约了对汽车消费的需求 :

如购车的各种费用平均占汽车售价的 30 %左

右 (最高的甚至超过汽车售价) [4 ] ,且购车手续

繁琐 ;另外在汽车使用过程中收费也很多 ,又很

不规范 ;不少地方存在一些对使用很符合国情

的微型汽车的限制 ;有些地区还存在地方保护

主义等。汽车产品结构不合理也是造成产销明

显滞后于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轿车为例 ,

过去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制约 ,这种车基本上

是供机关、企业及社会团体等使用 ,因此 ,适用

于众多家庭的低排量轿车的发展一直未得到应

有的重视 ,以至今年年初以来 ,由于受北京市汽

车环保政策的影响 ,这类车在约占全国轿车市

场 1/ 4 的北京几乎无法推销。然而鉴于小型和

微型轿车又正是最受广大用户青睐并在今后相

当长时期内是我国轿车发展的主导车型 (据调

查 ,8316 %的用户将选用此车型) [5 ] ,天津汽车

集团审时度势 ,在很短时间内就成功开发出适

应北京环保要求的新型低排量轿车并于今年 5

月底向北京等大城市市场投放并深受广大用户

好评 ,以至在其它厂家为其所产轿车供过于求

而心焦不已的形势下 ,天汽集团却为其新型轿

车供不应求而发愁[6 ] 。这充分说明 ,现在汽车

销售不畅 ,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市场疲软 ,而是与

适销对路车型短缺有密切关系 ;如果燃油税得

以开征以及限制微型车发展的一些措施被废

除 ,这类车定会成为更热销的产品。此外 ,有些

类型汽车 ,尤其是轿车售价过高 (轿车价约比国

外高近 1 倍) ,也会影响其市场开拓。这都是导

致近 6 年来汽车产销发展缓慢 (1993 年到 1998

年产销量分别仅增长 25 %和 37 %)的一些主要

原因。

21112 　发展趋势 :产销攀升力度逐渐加大

2111211 　促进汽车发展的环境因素发展趋势

良好

从宏观上看 ,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

20～30 年的快速增长势头。另据预测 ,下世纪

头 10 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年均 7 %的增长率。

因此 ,201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

番是完全可能的。还有人预言 ,2001 年人均国

民生产值将超过 1 000 美元 (1998 年为 750 美

元) [7 ] ,从而使轿车发展开始步入黄金时期。

影响汽车等轮式行走机械发展的其它环境

因素也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例如 :

———公路建设在迅速发展。截止 1998 年

年底 ,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已达 12718 万 km (提

前两年超额完成“九五”规划指标) , 1999 和

2010 年此里程将分别超过 130 万和 150 万

km。高速公路发展更快 :到 1997 和 1998 年年

底已建成的高速公路分别为 4 735 和 6 280

km ,截止 1999 年 10 月已突破 1 万 km ;目前在

建的此公路为 1157 万 km ,预计 2002 年建成 ,

届时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将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

界第二[8 ] 。

———城市化进程加快。1990 年我国城市

仅有 467 座 ,1997 和 1998 年分别为 668 和 672

座 ,预计 2010 和 2020 年将分别增至 950 多座

和 1 200 多座 (同时城镇人口将分别达 613 亿

和 8 亿人左右) 。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使城市交

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此所需交通工具也

将随之增加[9 ] 。预计 2010 年仅城市汽车保有

量将比现在增加 3 倍多[10 ] 。

———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从世界范围

看 ,旅游业已成为第一大产业。我国旅游业虽

然起步较晚 ,但由于旅游资源很丰富 ,从而已吸

引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来华旅游 ,同时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国内游客也日益增多。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将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第一

大旅游大国 ,届时来华旅游的人数将达 1137 亿

人次 (1997 和 1998 年分别为 5 700 万和 6 348

万人次) 。国内旅游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以北京

市接待国内游客为例 ,1990 年为 5 020 万人次 ,

1997 年达 8 200 万人次[11 ] 。旅游业的大发展 ,

必然需要更多汽车为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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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212 　汽车工业关联度大 ,其发展深受关注

汽车工业是产业关联度很大的产业。例如

有报道说 ,国外汽车企业的一个就业岗位就可

以为上下游产业提供 11 个就业机会 ;根据我国

实际测算 ,汽车行业一个工作岗位 ,可以为上下

游产业提供 25 个就业机会[12 ] 。对橡胶工业来

说 ,其关联度更大 ,因为消耗于制作汽车配件的

生胶约占全行业生胶耗量的 70 %。另外 ,鉴于

国内通货紧缩形势尚不易扭转 ,同时人们手中

又拥有大量资金难以找到合适的消费目标 ,而

当前能大量吸收资金的消费项目 ,除住房外 ,就

是汽车。因此 ,汽车消费的开拓 ,正成为推动我

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以至国家已

提出要将它作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来发

展。

为促进汽车工业发展 ,有关方面已采取和

即将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推动汽车消费的举措

《汽车消费政策》等) ,同时积极落实已出台的一

些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 (如《汽车工业产业政

策》中的“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和“国家鼓励

使用节能和低污染汽车产品”等条款、严格实施

《汽车报废标准》以及恢复汽车消费信贷业务

等) 。此外 ,国家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

度 ,对扩大汽车等轮式行走机械的消费都起到

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上述措施的逐步推行 ,已为激励汽车消费

起了催化作用。可以说 ,今后鼓励汽车消费的

措施将越来越多并日益受到广大民众欢迎 ,而

限制汽车消费的规定则相反。例如 ,济南、合肥

及南京等地由于已出台了一些大大有利于促进

人们购买汽车的规定 ,因此 ,今年这些城市私人

(如严厉打击进口汽车走私活动、取消限制私人

购买汽车的规定、以开征燃油税和购置税取代

养路费和购置附加费等以及正在抓紧制订的

购买轿车量已显著增加。

权衡这两方面影响并考虑到目前汽车

库存量较大 (库存 3816 万辆) 等原因 ,近 1～2

年内 ,汽车消费的增长幅度不会很大 ;但是若干

年以后 ,肯定会出现迅速增长势头 ,参见表 4 和

5。

212 　轮胎市场预测

轮胎需求量是根据汽车产量和保有量测算

的。因此 ,在预测今后轮胎市场前 ,必须要了解

好车辆的产量和保有量 ;而这方面的情况 ,有关

报刊已作了广泛报道 ,且不同媒体公布的数据

不尽相同 ,有些甚至相差很大。为尽可能准确

起见 ,笔者在引用汽车产量和保有量时 ,遵循以

下两条原则 :一是取最新报道数据 ,二是尽量选

用几种不同媒体发布的相同或相近的数据。

考虑到不同类型车辆装胎数量以及行驶条

件的差别 ,大致可按以下原则计算配胎数量 :原

配胎按每辆汽车所配轮胎数外加 1 条备胎 ,替

换胎则视不同车型而定。因此 ,对原配胎来说 ,

轿车、微型客 (货)车均为 5 条 ;轻型客 (货)车及

中型客 (货)车为 7 条 ;而重型车 (包括各种专用

车) 和大客车 ,就应根据具体车型而定 :有些车

为 7 条 ,另有些车为 11 条 ,还有一些车为 19～

21 条。鉴于这类车按车型分的统计数量目前

还未见到 ,因此重型车和大客车平均按配 9 条

计算。不同车型的年替换胎量平均分别按以下

数测算 :重 (大) 型车 5 条 ,中型车 215 条 ,轻型

客 (货)车 2 条 ,轿车和微型 (客)货车 112 条。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的汽车产量、

保有量和汽车原配胎、替换胎及其合计需求量

见表 4～6[13～17 ] 。

这里还应说明的是 ,农用运输车 (以下简称

农用车)及一些农业机械 (如农用挂车或拖斗)

和工程机械、工业车辆 (如某些中小型工程机械

和工业车辆) 所用轮胎有相当大部分虽然也属

汽车轮胎范畴 ,但在统计时 ,这类轮胎的需求量

仍分别按其所配用车辆或机械类型列出。

3 　农用车轮胎市场预测

311 　农用车产销形势

鉴于农用车适应国情 (农村人口多 ,运输量

大 ,购买力不高 ,道路条件差等) ,又享受国家实

施的一些优惠税收政策 ,因此 ,自 80 年代初问

世以来 ,产销量增长极快 (1984～1996 年 ,产量

年均增长率达 45 % ; 1998 年比 1997 年增长

1116 % ,且产销率在 96 %以上) 。然而 ,由于目

前农用车的产量和保有量均已相当大 ,加之原

先所享受的一些优惠政策已逐渐减少 (如车辆

购置附加费和营运税已与汽车一样等) ,在使用

方面又受到一些限制 (如不准拖带挂车 ,不能在

高速公路上行驶和进城等) ,还遭受到其它车辆

的竞争 ,因此 ,今后产销形势将由高速增长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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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汽车产量和原配胎用量预计

　车　型

　　　　1999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汽车产量/ 轮胎用量/ 汽车产量/ 轮胎用量/ 汽车产量/ 轮胎用量/ 汽车产量/ 轮胎用量/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轿车 55 275 65～70 325～350 135 675 230 1 150

微型客车 27 135 28～30 140～150 25 125 25 125

轻型客车 18 126 18 126 25 175 30 210

中型客车 2. 5 17. 5 3 21 7 49 10 70

大型客车 0. 8 7. 2 1. 0 9. 0 3. 0 27. 0 4. 0 36. 0

微型货车 14 70 16～18 80～90 35 175 60 300

轻型货车 36 252 38 266 45 315 55 385

中型货车 18 126 17 119 16 112 14 98

重型货车 414 3916 5. 0 45. 0 10. 0 90. 0 17. 0 153. 0

总计 176 1 048 191～200 1 131～1 176 301 1 743 445 2 527

表 5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汽车保有量和替换胎需求量预计

　车　型

　　　　1999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汽车保有量/ 轮胎用量/ 汽车保有量/ 轮胎用量/ 汽车保有量/ 轮胎用量/ 汽车保有量/ 轮胎用量/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注 : 3 含微型载货汽车。

表 6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轮胎合计需求量预计 万条

　　　　　轮胎类型 1999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轿车轮胎 767 877～902 1 695 2 866

微型客 (货)车轮胎 421 472～492 720 1 085

轻型客车轮胎 410 480 675 900

大型客车轮胎 72 79 127 211

轻型货车轮胎 812 886 1 115 1 485

中型货 (客)车轮胎 974 1 038 1 174 1 381

重型货车轮胎 300 320 465 628

总计 3 792 4 188～4 233 5 841 8 554

平稳增长。业内专家还预测 ,由于中央出台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产业政策将继续保

持 30 年不变 ,农用车又在不断改进 ,因此这种

车型至少在今后 30 年内仍是有一定活力的产

品。2010 年前 ,农用车的产量和保有量及所需

轮胎量预计见表 7～9[13 ,18～21 ] 。

312 　轮胎需求预计

农用车大致按以下原则计算配胎数量 :每

辆三轮车的原配胎为 3 条 ,替换胎每年 1 条 ;四

轮车中 ,有四轮的 (约占 80 %) ,也有六轮的 (占

20 %左右 ,且此比例今后有增大趋势) 。这两种

车中 ,每辆车的原配胎分别为 5 和 7 条 (均包括

1 条备胎) ,替换轮胎每年均为 112 条。

农业机械轮胎需求量预计见参考文献 18。

4 　工程机械和工业车辆轮胎市场预测

工程机械和工业车辆门类较多 (以工程机

械为例 ,共有 16 大类) ,其间界限往往难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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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 410 492 460 552 850 1 020 1 420 1 704

微型客车 180 3 216 115 138 220 264 300 360

轻型客车 160 320 195 390 275 550 375 750

中型客车 42 105 44 110 55 13715 75 187. 5

大型客车 13 65 14 70 20 100 30 150

微型货车 — — 95 114 130 156 250 300

轻型货车 280 560 310 620 400 800 550 1 100

中型货车 290 725 315 787. 5 350 875 400 1 000

重型货车 52 260 55 275 75 375 95 475

总计 1 427 2 743 1 593 3 056. 5 2 375 4 27715 3 495 6 026. 5



表 7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农用车产量和原配胎用量预计

车　型

　　　　1999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农用车产量/ 轮胎用量/ 农用车产量/ 轮胎用量/ 农用车产量/ 轮胎用量/ 农用车产量/ 轮胎用量/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万辆 万条

三轮车 270 810 290 870 310 930 310 930

四轮车 52 280 60 324 65 351 100 540

合计 322 1 090 350 1 194 375 1 281 420 1 470

表 8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农用车保有量和替换胎用量预计

车　型

　　　　1999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农用车保有 轮胎用量/ 农用车保有 轮胎用量/ 农用车保有 轮胎用量/ 农用车保有 轮胎用量/

量/ 万辆 万条 量/ 万辆 万条 量/ 万辆 万条 量/ 万辆 万条

三轮车 1 465 1 465 1 680 1 670 2 490 2 490 3 265 3 265

四轮车 250 300 290 348 414 497 539 647

合计 1 715 1 765 1 970 2 018 2 904 2 987 3 804 3 912

表 9 　1999 ,2000 ,2005 及 2010 年农用车

轮胎合计需求量预计

年　　份 轮胎需求量/ 万条

1999 2 855

2000 3 212

2005 4 268

2010 5 382

　　国　家 轿车轮胎 载重轮胎 合计

美国 5 484. 5 1 729. 1 7 213. 6

比利时/ 卢森堡 1 570. 6 120. 9 1 691. 5

荷兰 1 190. 2 165. 6 1 355. 8

法国 3 099. 5 287. 7 3 387. 2

德国 4 061. 9 456. 0 40517. 9

意大利 1 972. 3 377. 0 2 349. 3

英国 2 851. 8 296. 2 3 148. 0

日本 1 189. 3 106. 8 1 296. 1

1516 % ,而韩国占 6719 %(1997 年) [24 ] ,日本为

33 %(按耗胶量计约 50 %) [25 ] , 台湾地区是

5914 %(1997 年) [26 ] 。由此可见 ,从轮胎产量

来说 ,我国虽已是世界大国 (排名第 3 位) ;但若

按出口量计 ,仅排世界第 8 位。因此 ,为进一步

开拓轮胎出口渠道 ,增大出口比例 ,有关方面应

从政策上积极鼓励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企业不断

加大出口力度。如果我们能将轮胎出口比例提

高 到 20 % 左 右 , 预 计 1999 , 2000 , 2005

和2 0 1 0年 ,轮胎出口量就会增至 1 5 0 0万 、

2 000 万、2 500 万和 3 500 万条。对我们这样

一个轮胎生产大国 ,这一出口目标 ,通过努力 ,

应当是可以达到的。

6 　轮胎品种发展趋势

611 　轮胎子午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品种将有所

发展

近几年来 ,我国子午线轮胎产量增长很快 :

以其占轮胎总产量比例为例 , 1995 年仅

1013 % ,1997 年为 1814 % ,1998 年达 24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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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 ,加之其保有量尚未掌握 ,轮式和履带式所

占比例不详 ,工业车辆中又有相当数量还配用

实心或半实心轮胎 ,因此 ,拟将这两类轮胎 (仅

指充气轮胎)的需求量合在一起估测。

随着交通、水利、能源及城建等基础设施建

设的迅速发展 ,对工程机械和工业车辆及其轮

胎的需求也将增长较快。1998 年 ,这两类轮胎

年产销量约 120 万条。若按需求量的年增长率

约为 10 %计算 ,1999 ,2000 ,2005 和 2010 年的

工程机械和工业车辆轮胎的需求量分别为 132

万、145 万、250 万及 360 万条。

5 　轮胎出口仍有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轮胎出口量增长很快 :

由 1978 年的 2819 万条增至 1998 年的 1 244

万条 ,据不完全统计 ,1999 年上半年共出口轮

胎 791 万条[22 ] 。这说明我国轮胎在国际市场

上竞争能力不弱 ,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上轮胎

的进口空间还不小。仅对美、德、法、日等几个

国家统计 ,1998 年汽车轮胎进口量就达 21496

亿条 ,参见表 10[23 ] 。

近几年来 ,我国轮胎出口量虽然增长较快 ,

但就其出口量占产量比例来看 ,目前也只有

表 10 　1998 年一些国家汽车

轮胎的进口量 万条



预计 2000 ,2005 和 2010 年将分别增至 30 % ,

40 %和 50 %以上。

我国目前生产的子午线轮胎 ,都是汽车用

轮胎。农业拖拉机子午线轮胎正在研制中 ;工

程机械子午线轮胎 ,全是进口的 ,国内还未开始

研制。鉴于子午线轮胎所具有的牵引力高、抗

刺扎及耐磨耗等优点 ,对上述轮式行走机械也

适用 ,因此这类机械用户也乐意使用子午线轮

胎。预计 ,不久国产农业机械子午线轮胎将问

世并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工程机械子午线轮

胎 ,国内应尽快安排研制并投放市场 ,否则进口

子午线轮胎将逐渐挤占国产斜交轮胎市场。

612 　绿色轮胎

由于国家对汽车排污标准的控制日趋严格

以及开征燃油税后 ,燃油价格将上升约 60 % ,

因此有助于降低油耗的绿色轮胎 (即超低滚动

阻力轮胎)将会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

并受到用户欢迎。

613 　其它新型轮胎的发展也将受到不同程度

的关注

国外正在推广应用的跑气保用轮胎和超高

里程轮胎等新型轮胎 ,已受到国内一些用户的

关注。预计这些新型轮胎今后也会在国内轮胎

市场上出现。

智能轮胎 ,国外还在研制中 ,预计不久就可

投放市场。由于能自动监控轮胎行驶时性能

(如行驶温度和气压等) 变化 ,以便使轮胎能在

据国外报道 ,使用绿色轮胎可比普通子午

线轮胎节油 4 %～6 %。预计为适应市场需求

的变化 ,这种轮胎也定将会在国内市场上出现

不同使用条件下 ,始终保持最佳使用状态 ,从而

不仅有助于提高轮胎的行驶安全性 ,还可节省

轮胎使用费用 ,因此 ,这种高科技轮胎已在国际

上受到广泛重视。为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能力 ,我们也应及早开展对智能轮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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