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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供需现状

1.1 供需概况

自 1999年以来 ,东南亚市场逐渐摆脱了金融

危机的影响 ,国际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国内经

济形势亦开始好转 ,受此拉动 ,轮胎工业及橡胶制

品生产增长速度加快 ,产品出口增幅加大 ,总体需

求上升。另外 ,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扬 ,带动了国内

丁二烯 、苯乙烯原料市场的回暖 ,丁苯橡胶市场得

以启动 ,大批量低价资源的进口使国内企业的市

场份额受到冲击 ,国内整个产业的发展步伐放慢 ,

国内自给率下降 。2003年反倾销成功实施 ,抵制

了俄罗斯 、日本 、韩国等国家资源的部分进口 ,加

之国内需求强劲 ,国内产能得以全部释放 ,国内产

量首次突破40万 t ,业内人士纷纷看好市场 ,吉化

扩建的年产5万 t的丁苯橡胶项目将于 2004年4

月份顺利投产 。在良好的供求关系中 ,丁苯橡胶

行业发展速度加快。近年来供需状况见表 1。

表 1　近年丁苯橡胶表观消费及消费成长

　年份 产量/
万 t

进口量/
万 t

出口量/
万 t

表观消费
量/万 t

消费成长/
%

2000 28.20 11.41 1.48 38.1 -1

2001 34.25 12.58 2.72 44.5 16.8

2002 34.70 18.95 1.20 52.5 17.3

2003 40.48 15.22 0.60 55.0 4.8

2004(1～ 11) 41.5 11 0.8 56
(预计全年) 2

1.2 国内供应现状

1.2.1 主要生产厂家

国内共有 4家企业生产乳聚丁苯橡胶:齐鲁

石化公司 ,于1987建成投产 ,日本瑞翁技术 , 1999

年扩能;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于 1982 建

成投产 ,日本 JSR技术;申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

1998年投产 ,美国 Goodrich 技术;兰州石化公

司 ,1965投产 , 前苏联建成。详情见表 2。

表 2　丁苯橡胶企业现有产能及主要生产牌号

公司 产能/万 t 主要产品牌号 生产线

齐鲁 13
SBR1500 、1502 、1712、
1778 、1721 、1714 、1779 三条生产线

吉林 15 SBR1500 、1502 、1712 两条生产线

兰化 5 SBR1500 、1502 、1712 一条生产线

申华 12 SBR1500 、1502 、1712 、1778 两条生产线

合计 45 - -

　　注:生产线牌号生产可互相切换

1.2.2 市场供应格局

地处耗胶大省———山东省的齐鲁石化公司极

尽地理之优势 ,不断加大市场营销和新产品开发

力度 ,并以其品牌效应及较强的竞争力 ,赢得了用

户的好评 ,销售网络覆盖整个山东地区 ,成为山东

地区最大的供应商 ,年供应量约 5万 t ,同时辐射

江 、浙 、沪及华南和华北部分地区。年总供应能力

超过 14万 t ,占国内供应量的 24.5%(由于 2004

年下半年检修时间较长 ,供应量减少 ,此数据是根

据正常供应情况计算),成为全国最大的丁苯橡胶

供应商之一。

地处东北地区的吉化公司 ,由于所属区域消

化能力有限 ,其产品大多销往华北及山东地区 ,同

时 ,向江 、浙 、沪地区渗透 。年总供应量已超过 14

万 t ,占国内供应量的 25%。

申华化学工业公司地处长江三角洲 ,地域优

势非常明显 ,以稳定的品质及良好的售前售中及

售后技术服务 ,后来者居上 ,以供应江 、浙 、沪为

主 ,华南地区为辅 ,同时亦对山东 、华北等地区进

行辐射 ,年总供应量已突破14万 t ,占国内供应量

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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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兰州化工公司地处西北的甘肃省 ,

由于距离主消费区域较远 ,装置规模小 ,基本就近

以在西北地区销售为主 ,形成区域性垄断 ,在其他

各地只有极小的市场份额 ,针对下游终端用户的

销售比例较大 ,年总供应量在 5.3万 t左右 ,占国

内供应量的 9.5%。

反倾销实施后 ,周边国家的进口数量明显下

降 ,国内自给率上升 ,但进口的依存度仍然较高 ,

2003年度进口达 15.9 万 t ,占国内总供应量的

30%。2004年随着国内生产及市场形势的持续

向好 ,进口量明显下降 ,年度进口约 12万 t ,占国

内总供应量的 20%左右。

1.3 国内消费现状

1.3.1 全国消费概况

乳聚丁苯橡胶主要用于轮胎胎面胶 、胎侧胶 ,

也广泛用于鞋底 、胶带 、胶管 、胶辊 、胶布 、医疗用

品及其他工业制品 ,并少量用于电线 、电缆等非橡

胶工业中 。消费结构见表 3 。

表 3　丁苯橡胶消费结构及所占消费比例

　项目 消费量/万 t 比例/ %

轮胎 30.4 54.2

鞋类 9.0 16.5

胶管胶带 6.1 11.2

力车胎 5.0 9.2

汽车橡胶制品 1.4 2.6

其它 3.5 6.5

合计 56 100

a 轮胎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轮胎工业是丁苯橡胶最

大的消费领域 ,主要用作轮胎的胎面胶 、胎侧胶 、

胎体帘布层胶 、胎圈护胶 、胶芯胶及钢丝夹胶等。

从轮胎种类看 ,轿车轮胎 、农用轮胎及工程轮胎应

用丁苯橡胶的比例较高 ,一般均在 50%以上 ,工

程轮胎甚至在 90%以上。

b 胶鞋

胶鞋是国内丁苯橡胶第二大消耗领域 ,胶鞋

产品主要是布面胶鞋和全胶鞋 ,其中使用丁苯橡

胶以牌号 1502
#
居多。

c 胶管胶带

胶带主要分为输送带和传动带两大类。输送

带包括普通输送带 、阻燃输送带 ,传动带包括普通

V型带和汽车 V 带等。正规胶管胶带企业使用

丁苯橡胶以 1500# 、1502#居多 ,原料来源除国产

外 ,主要来自韩国及我国台湾省 ,小型胶管胶带企

业更多使用价格较低的俄罗斯产品 。

d 力车胎

力车胎主要包括摩托车轮胎 、自行车轮胎和

手推车轮胎三大类产品。国内现有力车胎生产企

业已达 200多家。

1.3.2 主要消费地区消费概况及本土企业在该

地区的竞争优势

国内丁苯橡胶主要消费区域集中在山东、江

浙沪 、福建 、广东等地 ,竞争也主要该区域展开。

其中山东地区年消费量在 13 ～ 14万 t左右 ,占国

内总消费量的近 1/4;江浙沪区域年消费量在

14.5万 t 左右 ,福建 、广东区域年消费量在 9.5

万 t左右 ,分别占国内消费量的 26%、17%。山东

区域主要以轮胎 、输送带 、胶管 、胶鞋为主 ,江浙沪

区域主要以轮胎 、力车胎 、胶鞋为主 ,广东 、福建区

域主要以制鞋业 、轮胎为其传统的橡胶加工行业。

a 山东

胶东半岛的橡胶加工行业在一批实力雄厚、

规模庞大的轮胎企业的带动下 ,胶管 、胶带 、制鞋 、

力车胎等行业也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现已成为国

内橡胶行业的加工基地。随着科技投入的不断增

强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借助原料基地和加工应用

优势 ,山东省的橡胶工业蓬勃发展 ,轮胎行业丁苯

橡胶总消耗量约 11 ～ 12万 t 左右 ,胶管 、胶带行

业总消耗量约 2 ～ 2.5万 t左右 ,胶鞋行业的总消

耗量约 1 ～ 1.5 万 t左右 。橡胶制品行业的总消

耗量约 0.3 ～ 0.5万 t左右 。

本土企业 ———齐鲁石化 ,其装置是 1978 年

12月引进日本瑞翁公司技术 ,由日本三菱重工业

株式会社设计并提供成套设备 。1999 年 ,通过扩

建使丁苯橡胶年生产能力由 8 万 t 增加到 13

万 t 。2000 年开发了非污染型充油丁苯橡胶

l778
#
,并得到广泛应用。2001 年开发的 1721

#

完成了工业试生产 ,产品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

进水平。齐鲁石化以产量规模大 、成本相对较低 、

产品品牌效应而在当地区域具有绝对的竞争优

势 ,在山东市场的占有率达 40%左右。由于该地

区是全国橡胶加工基地 ,吉化 、申华以及进口胶纷

纷在此扩大市场份额 ,山东地区已成为丁苯橡胶

行业的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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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江浙沪

江浙沪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交通运输极其方便 ,尤其是其水运四通八达 ,运输

成本低廉 。江浙沪三地消耗橡胶主要以轮胎 、力

车胎 、胶鞋为主。国外轮胎巨头大多看好这块市

场 ,最近几年纷纷在此投资建厂。世界第二的法

国米其林与上海轮胎公司乘用胎厂合资建厂;韩

国锦湖轮胎在南京建厂 、韩泰轮胎在江苏淮安 、浙

江嘉兴建厂;日本横滨在杭州建厂 ,日本住友在常

熟独资建厂。我国香港中策与杭州轮胎企业合资

办厂;我国台湾正新在江苏昆山建厂 。另外浙江

温州地区也是国内最大的鞋业加工基地之一 。

本土企业———申华化工有限公司 ,地处长江

三角洲 ,其公司采用的是台橡股份有限公司的生

产技术(源于美国 Goodrich 技术), 吸取了台橡

20多年生产管理的经验 ,以良好的售前售中售后

技术服务 、合理的价格体系被三地区的三资企业

广为接受 ,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地域优

势明显 ,由于直供用户所占比例较大 ,销售渠道较

为稳定。其原料来源大多采自国外 ,原料成本较

高 ,价位一般高于同业 ,但就近销售的地域优势部

分弥补了成本上的劣势 ,成为该地区最大的丁苯

橡胶供应商 ,占地区供应总量的 45%。另外 ,由

于沿江 、沿海 ,交通运输极其方便 ,进口货源也充

斥该市场 ,主要来源国为韩国 、日本 、印尼等 ,占该

地区供应量的 25%左右。

c 广东 、福建

广东 、福建省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 ,经济发展

迅猛 ,水陆交通便利 。轮胎 、胶管胶带比较发达 ,

以其优越的投资环境及地理环境吸引了业界外商

的加盟 ,轮胎厂商以合资企业为主 ,发展较快 。同

时 ,福建泉州地区 、广东珠三角地区是全国有名的

鞋业基地之一 ,鞋业成为该地区代表性产业之一 ,

消费需求仅次于华东地区而位居第二 ,成为丁苯

橡胶行业抢占市场的主要目标之一 。

由于该区域没有丁苯橡胶生产商 ,除兰化在

该地区少有销售份额外 ,齐鲁石化 、申华 、吉化都

成为该地区的抢滩者 ,市场份额以齐鲁和申华较

大 ,吉化紧随其后 ,三足鼎立的局面已露端倪 。另

外 ,该地区一直是进口货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 ,以

来料进料加工形式及一般贸易形式进入该市场。

进口来源以印尼 、泰国和我国台湾省为主 ,成为橡

胶加工企业不可或缺的原料来源渠道之一 ,占该

地区供应量的 22%。

d 北京 、天津 、河北

北京 、天津 、河北地区大型轮胎企业较少 ,但

力车胎 、胶带以及电缆 、电线的生产小厂较多 ,北

京 、天津 、河北地区不具有主消费市场的优势 ,亦

没有本土企业立足 。该市场并不被厂商所聚焦 ,

齐鲁公司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很小 ,以直供终端

用户为主 。只有吉化由于运距相对较近 ,成为该

地区的主导供应商 ,兰化 、申华小部分货源亦流通

到此 。近年来 ,河北衡水建起橡胶交易城 ,流通量

加大 ,交易活跃 ,成为华北地区橡胶集散地。由于

进口胶(以俄罗斯胶为主)价格相对低廉 ,在该地

区的市场份额加大 ,与吉化有平分秋色之势 ,分别

占区域总量的 29%和 33%。

e 东北地区

东北三省是老工业基地 ,但当地丁苯橡胶消

费能力比较有限 ,除有限的几家轮胎企业外 ,还有

部分输送带和三角带企业 。吉化凭借它的地理优

势实行区域性垄断 ,其它生产企业在该地区的市

场份额非常有限 ,但以俄罗斯为主进口胶在此占

有一席之地。本土企业 ———吉化公司 , 1976 年自

日本合成橡胶公司(JS R)引进低温乳液聚合技

术 ,于 1982年建成投产乳聚丁苯橡胶装置 ,该装

置设计能力为年产 8万 t ,分 A 、 B 两条生产线 ,

1993 年 B 线经技术改造每年可兼产 1 万 t丁腈

橡胶 ,改造后的橡胶装置 ,其丁苯橡胶和丁腈橡胶

的总年生产能力为 9万 t ,改造后的生产线丁苯橡

胶和丁腈橡胶可切换生产 。在地域劣势较为突出

的不利条件下 ,吉化以其低成本优势 ,低于同业售

价来扩张市场份额 , 2004年 4月份装置扩能投产

后 ,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丁苯橡胶供应商 ,在东北区

域占尽天时地利 ,成为当地的主供应商 ,占当地供

应总量的 70%左右。

2 2005年国内供需预测

2.1 供应预测

兰化将于 2005年进行技术改造 ,年产能增加

1万 t ,今年产量将有望超过 5.5万 t;江苏南通申

华扩建的 5万 t 生产线将于 2005 年 3月最晚 5

月投料生产 ,届时的年产量将达到 17万 t ,齐鲁石

化今年没有检修计划 ,产量将达到 15万 t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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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化由于今年计划检修 , 2005年预计生产 14.5

万 t 左右。2005 年国内总产量将有望达到 52

万 t左右。

另外 ,虽然在反倾销执行过程中部分被诉国

家提出期中复审 ,但其复审结果将在 2005年年底

公布 ,其间反倾销税率继续执行 ,年内的进口量仍

保持在较低水平 ,约 12万 t左右 。

2.2 需求预测

根据我国轮胎行业发展情况 , 2005年轮胎总

需求量将达到 1.9亿条 ,其中子午线轮胎将接近

1亿条。国内充油胶的消耗量正在迅速增加 ,国

内合资轮胎企业生产的轿车轮胎中 ,所用丁苯橡

胶基本以 1712#为主 ,国内充油胶的产量已经不

能满足需求 ,从近年的产销情况看 ,增长态势已超

过松香丁苯橡胶 。

国家正在实施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如三峡工

程 、南水北调工程 、西气东输工程 、青藏铁路工程 、

西电东送工程及北京奥运工程 ,这都将给工程轮

胎及各种胶管 、胶带的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潜在

市场 。此外 ,制鞋及其他橡胶制品应用领域对丁

苯橡胶的需求量也将有较大增长。

预计 2005年国内丁苯橡胶需求量将达到 63

万 t以上 , 充油丁苯橡胶的消耗比例将上升至

40%左右 ,需要充油丁苯橡胶 25万 t左右 。

2005年 ,世界经济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

中国经济保持较大的增长惯性 ,对全球的能源需

求依然旺盛 ,原料成本虽有所下降 ,但幅度不致过

大 ,2005年丁苯橡胶市场的总体走势仍较为乐

观 ,但持续高位的时间将逊于 2004年。

美国全地形越野轮胎市场

将形成规模

据美国特种车辆协会(Special ty Vehicle In-

sti tute of America)的统计 ,美国现拥有 1500万

辆全地形越野车(all-ter rain vehicle , ATV),其中

70%作为家用娱乐型车辆 。自 1993 年开始 ,到

2002年该车型销售量已增长了 5 倍 ,达到 84.7

万辆 , 2003年约为 88.6万辆 。在使用家庭中 ,主

要使用者的中等年龄是 40 岁 , 71%是已婚 , 90%

是男性 ,43%是拥有专业或管理职业的人士 ,使用

家庭的中等收入是 60200美元 。

随着 A TV 的普及和销售增加 ,全地形越野

轮胎(all-ter rain vehicle ti re)将形成一定规模的

替换轮胎市场 ,并将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虽然美

国橡胶制造商协会(Rubber M anufacturers A sso-

ciation , RMA)没有就有关工业数据进行比较 ,但

估计全地形越野轮胎市场规模约是 250万条 。

美国固特异公司认为 ,A TV将在农业 、建筑 、

狩猎 、渔业和娱乐方面增加使用量和应用领域 ,其

销售增长率将超过其它运动型车辆销售的增长

率 ,也包括摩托车。

据 Maxxis国际公司调查 , 全地形越野轮胎

主要是通过 A TV 和摩托车经销商来销售 ,许多

轮胎经销商正在加入到这个领域中来。该公司认

为 ,A TV 市场已在运动和竞赛领域取得好成绩 ,

将来的发展是光明的 。

从 2003年开始 ,普利司通/费尔斯通的全地

形越野轮胎的销售量增长了 50%;Maxxis 国际

公司也比几年前增长了 15%～ 20%;固特异的整

体销售虽有下滑 ,但其固特异和邓禄普两个品牌

的全地形越野轮胎销售量超过了 2003年水平。

固特异公司全地形越野轮胎的固特异品牌有

20个 ,邓禄普品牌有 50 个。Maxxis 国际公司有

20个 。普利司通/费尔斯通提供了两个品种 ,为

Bridgestone M ud Hooks和 Dirt Hooks。米其林

北美公司还没有生产全地形越野轮胎。

全地形越野轮胎的使用寿命在很大程度上要

看其使用方式和地形 ,所以制造商一般仅对原材

料做出保证。如果用的少 ,一些全地形越野轮胎

可以使用 10 年 ,但如果是比赛 ,一个周末就会用

掉许多。 杨　静　

世界冬季轮胎销售简况

据米其林集团和加拿大橡胶协会的有关统

计 ,世界冬季轮胎市场规模大约有 7800万条 。按

各主要大洲分类看 ,欧洲市场占 72%,约 5600万

条 ,其中德国就占该部分的 77%,为 4300 万条;

亚洲市场占 19%,约 1500万条 ,日本是亚洲地区

主要的需求大国 ,占了该部分的 90%;北美洲市

场占 9%,约 700万条 ,加拿大每年约有 450万条

冬季轮胎销售 ,也占了重要位置。 杨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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