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市场需求高企

目前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和

消费国 ,其消费量超过全球消费量的 20%。2005

年 ,我国进口天然橡胶 145万 t ,同比增长 15%。

虽然去年天然橡胶价格大幅走高 ,但中国的需求

依然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国内天然橡胶产量增幅

不足 5%,而国内汽车和轮胎消费增长幅度却达

到 20%～ 30%。2006年 ,中国汽车工业对天然橡

胶的需求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国内天然

橡胶的供不应求 ,已迫使中国两年前在老挝开辟

胶园 ,并计划在缅甸和柬埔寨开辟胶园 。此外 ,在

未来 15年内中国经济规模预计将发展到现在的

4倍 ,这意味着中国对原材料进口将会显著增长 ,

对于橡胶等工业品的需求不会降低 。

在需求稳步增长的情况下 ,全球天然橡胶供

应却急剧减少 ,生长周期特性决定了其供求关系

在未来 5 年内难以发生重大转变。可见 ,供求严

重失衡已成为目前刺激天然橡胶价格强劲上涨的

最主要因素。

3 外盘市场推涨

原油和东京胶是沪胶的相关外盘市场 ,其牛

市氛围也推动了沪胶价格的上扬 。首先 ,天然橡

胶是国内跟涨原油最坚决的期货品种之一。原油

是合成橡胶的原材料 ,其价格在过去数年一路上

涨 ,并一度突破每桶 70美元 ,随后虽有回调 ,但目

前仍保持在较高价位 ,这直接导致合成橡胶成本

随之大幅上扬 ,由此使得大量企业转向购买天然

橡胶 ,促使其价格易涨难跌。其次 ,东京橡胶受当

地市场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及原油价格联动上扬的

带动 ,成为基金的炒作对象 ,价格一路上扬 ,连续

创出历史新高 。外盘市场的强劲走势有力支撑了

国内价格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内橡胶价格起

到了推涨的作用。

进入 2月份 ,国际产区已是割胶淡季 ,而国内

产区处于停割期 ,市场供应主要靠消化库存 、增加

进口来解决 。从进口来看 ,据海关统计 , 1 月份 ,

我国天然橡胶进口 11万 t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

没有明显增长 。由此来看 ,当前天然橡胶供应不

足的问题并没有明显改善。从供需基本面分析 ,

预计今年春季天然橡胶牛市行情还将延续 ,虽然

可能出现回调 ,但上涨趋势不可能根本改变 。

2005年丁苯橡胶市场分析及 2006年展望

路晓萍
(齐鲁石化公司 ,山东淄博 　255400)

1 2005年丁苯橡胶市场分析

2005年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但是国内经济

在惯性下保持快速增长 ,宏观调控政策保持“双稳

健”基调 ,前三季度 GDP 增长率达到 9. 4%以上 ,

第四季度GDP 增长幅度略有回落 ,化工景气周期

见顶回落渐显明朗 , 丁苯橡胶价格虽未能逾越

2004年的历史高位 ,但在高成本的推动下 ,市场

价格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

1. 1 丁苯橡胶市场主要运行特点

2005年 ,丁苯橡胶市场在国内外经济环境良

好 、能源及原料市场双双迭创新高的推动下 ,保持

高位运行 ,市场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点:

1.市场价格在大部分时段高位坚挺 ,波动范

围有限 ,宽幅振荡分别产生于 2 ～ 4月及 11 ～ 12

月;

2.受诸多不利因素制约 ,市场价格未能逾越

2004年形成的历史高位;

3进口量呈上半年低而下半年高的态势 ,且

数量变化与市场的贴近度愈来愈高;

4. 受原料价格过高及货源偏紧影响 ,在部分

时段国内产能未能全部释放。

1. 2 丁苯橡胶市场走势回顾

1月:稳中趋降。2005年伊始 ,市场采购氛围

良好 ,兰化减产使国内产量小幅下降 ,虽进口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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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升 ,但局部地区出现供不应求态势 。随着春

节节日气氛弥漫 ,部分小型加工企业停产或减产 ,

汽车行业的持续疲软也传导到上游轮胎行业 ,总

体需求缩减 ,部分商家自减利润出货 ,市场稳中趋

降。

2月:市场疲软。2月份 ,产量及进口量双双

下降 ,中间环节对后市较为迷茫 ,节前补仓意愿并

不强烈 ,下游部分企业开工率进一步降低 ,疲软态

势进一步显现 。下旬 ,在原料市场扬升及龙头企

业小幅调涨报价的刺激下 ,市场出现小幅扬升 。

3月:涨跌互现 。产量及进口量齐齐上升 ,各

个环节的采购力增强 ,市场供应不足 ,厂商连续大

幅度提价 ,中旬市场均价达到每吨 14800 元。但

此局面终因下游终端产品涨价困难 、原料成本却

不断上升继而消极采购而未能延续太久。下旬 ,

市场滞涨始现 ,随即显现疲软 。

4月:价格回落 。进入第二季度 ,吉化实行延

期结算 ,引起市场恐慌 ,其他企业在坚守无望后相

继降价。又逢天胶首批新胶上市 ,现货市场振荡

下行 ,加之原油市场宽幅振荡 、苯乙烯市场连续大

幅下挫 ,对市场形成较大负面影响 ,消费需求增速

放缓 。月底及“五一”长假的来临 ,引发商家规避

风险微利或无利抛货 ,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倒挂 ,松

香及充油产品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5月:稳步走高 。中间环节参与力度增强 ,市

场成交开始好转 ,但由于原油高位振荡 、天然橡胶

新胶不断入市及苯乙烯大幅下挫 ,致使上涨动能

不足 。5月下旬由于天气严重干旱 ,天胶产量预

期下降 ,东盟三国欲联手推涨天胶报价 ,市场借势

扬升 。国内行业信息交流会适时召开 ,联手涨价

意向明确 ,市场开始稳步走高 。

6月:价格上扬 。顺丁橡胶与天然橡胶市场

的升势对丁苯橡胶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 ,进

口货源继续下降 ,在国际原油价格高涨的提振下 ,

原料市场受到支撑 ,丁苯橡胶市场同步上扬 ,跃过

每吨 14000元的关口 。

7月:由高走低 。进入第三季度 ,中石化统一

销售于 7月 1日正式运营 ,之前部分大厂已不出

货 ,市场炒作氛围开始升温 ,同时国际原油及天然

橡胶市场疯涨 ,市场顺势同步走高 。随后 ,国际原

油 、天然橡胶市场高位盘整以及苯乙烯市场的回

落又对丁苯橡胶市场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申华

释放新扩产能又凭添了些许不安定因素 ,市场升

幅受限 ,临近月末市场开始走软。

8月:升高受阻。吉化计划于 9月停车检修及

申华计划于 8月中旬单线检修的消息一并成为刺

激市场的新卖点 ,市场的疲软态势开始逆转 ,在以

吉化为首的部分厂商推涨报价的作用下 ,市场同

步上扬 , 8 月中旬均价达到每吨 14900 元。基于

天然橡胶及顺丁橡胶的回落态势 ,加上下游加工

行业消费需求相对疲软 ,丁苯橡胶升高受阻后显

现疲软。

9月:价格下滑。国际原油市场迭创新高 ,原

料市场货紧价扬 ,对丁苯橡胶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而天然橡胶期货市场快速上扬 ,现货市场随之联

动 ,下游部分加工企业上调产品报价从而拓展了

利润空间 ,采购力度有所上升 ,市场滑落态势得到

抑制 。但在吉化下调报价及华北销售公司实行客

户等级管理并对大户实施优惠的负面影响下 ,市

场滑落 ,充油胶市场因进口数量上升而跌势相对

明显 。

10月:旺季不旺 。在国庆长假期间 ,商家基

本退出市场 ,交易近乎停滞。虽然期间吉化已三

线恢复生产 ,但由于进入市场的货源有限 ,市场尚

未受到冲击。节后天然橡胶市场迭创新高 ,一方

面对丁苯橡胶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给下

游加工行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 ,部分小型加工

企业开工率降低 ,需求量下降 ,市场呈现旺季不旺

的局面。

11月:深度回落 。兰化结束检修恢复生产 ,

吉化生产亦逐渐恢复正常;下游加工行业面临资

金回笼的压力而将原料的安全库存降至极低;虽

然天然橡胶即将步入停割期 ,但其市场仍难走高;

总体消费需求平淡 ,加上原料市场大幅回落 ,市场

就势滑落 。吉化苯胺装置发生爆炸 ,导致丁苯橡

胶装置降低负荷生产 ,但因看空后市 ,而且顺丁橡

胶市场大幅回落加剧了市场恐慌氛围。

12月:一路上扬 。中旬 ,市场人士预感触底

反弹的时机来临 ,部分贸易商入市采购 ,市场氛围

有所好转 ,偏低价格基本消失。厂商纷纷调涨报

价 ,同时由于各个环节在确定底部区域之前少有

囤货 ,采购力度不同程度上升 ,货源趋紧 ,市场借

势一路扬升至每吨 14000元 ,最终以升势结束了

全年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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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5 年 SBR价格走势

1. 3 丁苯橡胶市场供需简析

2005年 ,申华扩增 5万 t产能 ,年生产能力达

到 17万 t ,虽然原料市场货紧价扬抑制了部分厂

商的产能释放 ,但 2005年国内丁苯橡胶产量再创

历史纪录 ,达 51. 78万 t ,比 2004年上涨 12. 8%。

虽然在反倾销执行过程中部分被诉国家提出期中

复审 ,而且在复审结果中下调对其的反倾销税率 ,

但对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 ,进口量约11. 4万 t ,与

2004年同期基本持平;而年度出口有较大幅度增

长 ,出口量约达 1. 8万 t ,比上年同期上升 80%。

表观消费需求量在 61. 4 万 t 左右 , 消费增长

8. 9%。在国际原油价格连创新高 ,原料市场不断

刷新历史纪录的影响下 ,成本持续上升 ,市场均价

较上年上涨 7. 4%。

1. 4 影响 2005年丁苯橡胶市场走势的主要因素

1. 2005年 ,国内外经济在惯性下保持稳步快

速增长 ,石油及化工行业仍处于景气周期 ,丁苯橡

胶市场得以高位运行 ,丁苯橡胶行业产销两旺 ,国

内自给率持续上升 。石化行业 7 ～ 9 年为一个由

低到高的循环周期 ,而价格高峰期一般持续 18 ～

24个月 。

2. 原油市场虽然经历了宽幅振荡 ,但大部分

时段保持在每桶 50美元之上 ,受此影响加上季节

性检修影响到供应量 。在原油市场高位运行及供

求关系偏紧的作用下 ,原料丁二烯 、苯乙烯市场双

双迭创新高 ,刷新历史纪录并持续走高 ,不断增强

对丁苯橡胶市场的支撑力度 ,然而 ,第四季度出现

理性回归亦对丁苯橡胶市场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3. 受原油市场持续高位运行的支撑 ,国际丁

苯橡胶市场价格保持相对的高位 ,一方面对国内

市场形成提振 ,另一方面使中国的进口数量继续

保持低量 。

4. 反倾销税率的继续实施抑制了进口胶的

低价集中涌入。自反倾销案 2003 年 9月份终裁

出台以来 ,进口数量持续下降 ,其中进口大国俄罗

斯的低价进口逐步下降 ,对国内市场构成的危胁越

来越小 ,国内生产得以健康发展 ,自给率持续上升。

5. 消费需求稳步增长 ,供求关系保持相对平

衡。2005年 ,丁苯橡胶加工行业的生产保持平稳

增长 。工业产值 、利润总额 、出口交货值 、丁苯橡

胶消耗量均比上年有所上升 ,其中轮胎 、力车胶 、

胶管胶带 、胶鞋及其它橡胶制品的产量较 2004年

均有一定的增幅 ,与丁苯橡胶产量保持相对同步。

6. 天然橡胶与丁苯橡胶市场上半年形成倒

挂 ,而下半年价差非正常化的态势对丁苯橡胶市

场的负面作用已大于正面影响 。

2005年上半年 ,天然橡胶市场低迷不振 ,与

丁苯橡胶市场形成倒挂 ,下游加工企业较大限度

的调整了配方 ,减少了丁苯橡胶的使用比例 ,丁苯

橡胶的市场份额呈现萎缩。然而继泰国严重旱

灾 ,其南部水灾 ,海南相继遭受旱灾及台风的影

响 ,天然橡胶产量明显下降 ,价格飙升 ,严重偏离

了与丁苯橡胶的正常价差 ,导致加工行业成本顿

升 ,部分中小企业被迫停产或减产 ,对丁苯橡胶的

消费需求有一定抑制作用 。

2 2006年丁苯橡胶后市展望

2. 1 影响未来丁苯橡胶市场走势的主要因素

1. 国际经济稳速增长 国内经济仍处高增长

期

2006年 ,世界经济前景继续向好 ,但增速将

比 2005年略有放缓 ,经济增长对石油的需求继续

保持旺盛 ,原油价格将维持高位。国际原油价格

的高位波动将是导致 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放慢

的重要因素。据专家预测 ,2006 年国内宏观经济

整体走势仍处于高增长期 ,但增长速度将有所减

缓 ,国内 GDP 增长率将降低至 8%左右 。

2. 石化行业将处于景气周期回落阶段

从石油化工行业运行周期的规律看 ,2005 年

石化行业开始从顶点回落 。据有关专家预测 ,

2006 年世界石化行业将继续处于本周期的回落

阶段 。新上及扩建丁苯橡胶项目的众多企业尚处

于建设及准备期 ,距离投产尚需几年 ,激烈的竞争

格局将在后续几年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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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需关系将保持良好

(1) 供应方面

2006年 ,高化新上的10万 t溶聚丁苯橡胶及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多功能装置将在 3 ～ 5月份

正式投产 ,其它企业虽无新增量计划出台 ,但随着

原料市场供应的日渐充足将释放全部产能。申华

年度有检修计划 ,年内产量将达到 17万 t 左右;

齐鲁 、吉化 、兰化均无检修计划 ,计划年内产量将

分别达到齐鲁 15. 5万 t 、吉化 16. 5万 t 、兰化 5. 8

万 t ,预计 2006年国内产量将有望达到 55万 t左

右。

另外 ,虽然在反倾销执行过程中被诉国家相

继提出期中复审 ,但其对市场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

预计 2006年国内进口的依存度将有所下降 ,进口

量将保持在较低水平 。

(2) 需求方面

2006年 ,丁苯橡胶加工行业的消费将继续保

持旺盛增长态势 。随着汽车大量进入居民家庭 ,

成为重要的生活资料 , 预计 2006 年汽车将以

10%以上的速度增长 ,由此继续推动轮胎行业的

快速发展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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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铁路工程 、西

电东送工程及北京奥运工程 ,将给生产工程轮胎

及各种胶管 、胶带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潜在市场。

此外 ,制鞋及其他橡胶制品领域对丁苯橡胶的需

求量也将有较大增长。预计 2006 年国内丁苯橡

胶需求量将达到 63万 t以上。

4. 原料市场将理性回归

由于惠州等地新建丁二烯装置的投产 ,主要

原料丁二烯市场国内供应紧张的局面将大为缓

解 ,在国际市场理性回归的引导下 ,国内丁二烯市

场将逐步过渡到合理的价位 ,高价垄断的局面将

不会再现 。

5. 天然橡胶市场国内新增资源平缓 ,供应缺

口增大

由于 2005年国内产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 ,库

存减少 ,2006年国内的天然橡胶供应缺口将有所

上升 ,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更强 ,供应短紧将支撑

天然橡胶市场在高位运行 ,然而 ,由于起点较高 ,

不排除高位振荡的发生。

2. 2 后市展望

根据以上因素分析 , 2006年丁苯橡胶市场利

多 、利空因素并存 ,并交替成为影响市场运行的主

导因素 ,市场总体走势将谨慎乐观 ,并在相对高位

振荡运行 ,在中石化及中石油统销的背景下 ,波动

幅度有望得到控制 ,但年均价将远低于 2005 年 ,

相对于丁苯橡胶行业而言亦将成为扩产高峰期

(2007 ～ 2008年)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产销双丰年。

我国橡机企业将集体亮相 IT EC

两年一度的国际轮胎及橡机展(ITEC)将于

2006年 9月 12 ～ 14日在美国俄亥俄州举行 。我

国橡胶机械企业将一改以往只有个别企业参展或

不参展的状况 ,将有组织地集体参加 ITEC展 ,展

示我国橡胶机械行业的风彩 ,打造中国橡胶机械

整体品牌 。

在 2005年宁波橡胶机械年会上 ,我国橡胶机

械企业形成了“我国橡胶机械必须打出去” 的共

识。会后 ,中国化工装备协会橡胶机械专业委员

会就有计划的展开联系和准备工作。在发出“关

于组织中国橡胶机械企业参加国际轮胎及橡机展

(ITEC)的通知”后 ,我国橡胶机械企业尤其是较

大型企业都踊跃报名 ,先后有北京橡胶研究设计

院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大连冰山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橡胶塑料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华控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青岛高校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橡胶机械厂

等单位报名 ,还有几家单位准备参加。

我国橡胶机械企业将集体参展 , 已引起

ITEC组委会的重视和支持。 I TEC 组委会已答

应为我国橡胶机械企业设专门的展馆 ,总体进行

策划 ,显示中国橡胶机械的形象及地位;我国各企

业在可选的展位内选择自己的展位 ,并在统一的

风格下自己设计展位内容及展览形式。在展会期

间将召开一个中国橡胶机械新闻发布会 ,邀请米

其林 、普利司通 /费尔斯通 、固特异等轮胎企业参

加;组织安排“世界橡胶与塑料周刊” 、“欧洲橡胶

杂志”对我国橡胶机械企业进行采访;组织我国橡

胶机械企业参观美国数家橡胶机械企业;同时安

排几篇我国橡胶机械文章在 IT EC 论文集上刊

登。 陈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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