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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行业在危机中求发展
——2009年炭黑行业经济运行分析及2010年市场分析预测

丁丽萍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天津300100)

摘要：对2009年炭黑行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2010年市场进行分析预

测。2009年，炭黑产销量最终实现2位数增长}节能减排带来效益，产品单耗进一步降

低}炭黑配制油使用比例快速增长I总体产能过剩，开工率不足，企业效益持续低迷l高

档非橡胶用炭黑仍然依赖进I=1。预计2010年炭黑产量将突破300万t，炭黑产能将持

续增加，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今后应积极开发非橡胶用炭黑市场，转变增长方式靠市

场调节，增大技术投入资金。

关键词：炭黑，产量；生产能力}尾气I进出口

2009年，我国炭黑行业在危机中求发展，取

得了炭黑产量、销售量双增长的不凡业绩，奠定了

我国第一炭黑生产大国的地位。但是在产量第一

的背后，行业发展隐患更加突出，开工率进一步下

降，盈利能力持续低迷，行业内部竞争加剧，科技

投入不足，新产品研发能力有限，炭黑原料供应不

足、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的问题必将给行业发展

带来长远的影响，低碳经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 2009年我国炭黑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2009年，炭黑产量和销售量最终实现2位数

增长；节能减排带来效益，产品单耗进一步降低；

炭黑配制油使用比例快速增长；总体产能过剩，开

工率不足；企业效益持续低迷；高档非橡胶用炭黑

仍然依赖进口。

1．1炭黑产量和销售量最终实现2位数增长

2009年我国炭黑产销状况呈现出先抑后扬

的局面，2009年前8个月是“抑”，后4个月是

“扬”。据对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会员企业

的统计，2009年1～8月，炭黑月产量和销售量

均呈负增长，炭黑产量月平均增长一18％，销售

量月平均增长一12％；9月之后，炭黑产量和销

售量逐步提高，实现了正增长，11～12月炭黑产

销量呈较大幅度攀升。2009年我国炭黑产量约

283．1万t，同比增长了16．6％。2009年主要炭

黑企业产量见表1。表2为2009年1～12月我

国炭黑产量变化情况。

表1 2009年主要炭黑企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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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 2009年我国炭黑产量走势

月份 同比／％ 月份 同比／％

1月 一47．4 I～7月 一8．8

1～2月 一36．4 1～8月 一1．9

1～3月 一21．3 1～9月 1．6

1～4月 一15．2 1～10月 3．9

1～5月 一8．6 1～11月 i0．9

1～6月 一4．1 1～12月 18．6

I．2总体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不足

近年来我国炭黑工业基础建设高速发展，年

均新增生产能力约45万t，年产能力2万～4万t

的生产线建设项目已成为主流。受金融危机的影

响，2008年约有50万t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延期。

据统计，全国约有60家炭黑企业(拥有年产能力

1．5万t以上湿法造粒炭黑企业)，2009年全国炭

黑总生产能力为434．4万t，其中硬质炭黑年产能

力为311．1万t，软质炭黑年产能力为116．2万t，

硬质炭黑年产能力占总年产能力的71．6％；年产

能力在5万t以上的炭黑企业有31家，合计年

产能力为341万t，占全国炭黑总年产能力的

78．5％。2009年主要炭黑企业生产能力见表3。

表3 2009年主要炭黑企业生产能力 万t

序号 单位名称 硬质炭黑 软质炭黑 特种炭黑 合计

卡博特化工公司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中橡化学工业公司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龙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青州博奥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大石桥辽滨炭黑厂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石家庄新星化炭有限公司

杭州富春江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志信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贝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永东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海豚炭黑有限公司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

潍坊科伦比恩化工有限公司

青岛赢创化学有限公司

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

山西宏特煤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远征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黑马炭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金能煤炭气化有限公司

山西恒大化工有限公司

抚顺佰世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双诚炭黑有限公司

青岛玖琦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9．0

10．0

5．0

2．0

6．0

6．0

6．0

3．0

2．0

2．5

2．0

2．0

2．5

2．0

2．0

2．0

3．7

3．0

2．O

2．O

2．0

3．O

1．5

2．O

2．5

1．5

2．0

2．0

2．0

1．1

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 5．0 5．0

山西三强炭黑集团 5．0 5．0

东海炭素有限公司 2．5 2．5 5．0

合计 234．4 99．7 7．1 341．2

其他企业产能 76．7 16．5 93．7

总计 311．1 116．2 7．1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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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新增生产能力58万t，其中大部分是

在2009年3月或6月以后投产的，因此，2009年

总体开工率约为65％，略低于2008年同期水平。

1．3节能减排创效益。产品单耗逐步降低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炭黑尾气是严重的污

染源，从1985年我国第1台尾气发电机诞生于湖

南省邵阳市以后，炭黑尾气相关项目资金投入逐

步增加。进入21世纪以后，炭黑尾气发电、尾气

锅炉已经是生产线必不可少的配套设备，炭黑尾

气利用已成为企业增加收入的一大亮点。利用尾

气发的电除可自用以外，还可与电力部门联网送

电，或者利用尾气锅炉出售蒸汽，或直接出售炭黑

尾气，在目前炭黑产品利润率偏低的情况下，炭黑

尾气给炭黑企业创造了效益，同时也降低了生产

成本。据统计，2009年我国炭黑尾气发电能力约

279500 kW，尾气锅炉装机蒸发量533 t，见表4。

近年来，炭黑原料油供应紧缺，价格一直高位

运行，以降低原料油消耗量为目的的炭黑装备及

技术改造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例如，800"--

959℃高温空气预热器、利用天然气或焦炉煤气

充当燃料的技术改造措施等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连续几年来，炭黑产品单耗不断降低，据对炭黑分

会会员企业统计，2009年炭黑行业平均单耗为

1．776 t，比2008年下降了0．024 t。

1．4企业效益持续低迷

2009年炭黑行业运行的特点是：炭黑产销量

快速增长，但是企业利润低。据对炭黑分会会员

企业统计，2009年1～11月利润总额始终没有摆

脱负增长的局面，2009年第1季度利润总额比上

年同期降低了187．8％，也创下近几年来的最低

水平。2009年1～12月利润总额同比变化情况

见图1。

1．5 高档非橡胶用炭黑主要依赖进口

据国家海关统计，2009年我国炭黑进口量

为89022 t，同比增长了8．2％，炭黑出口量为

161926 t，同比下降10．9％。受国内市场需求的

影响，第1季度炭黑进口量偏低，月均进口量只有

3000 t，进口比较集中的是6～9月份，月均进口

量超过1万t，全年平均进口到岸价格为每吨

1757美元，主要从韩国、美国、日本、英国、新加坡

裹4 2009年炭黑尾气发电能力及锅炉装机蒸发■统计

及我国台湾省等地进口。2009年我国炭黑进出

口统计数据见表5。从进口价格分析，我国进口

的炭黑大部分是非橡胶用炭黑，这就反映出了我

国非橡胶用炭黑产品的不足及其发展前景广阔。

受国外市场的影响，2009年第2季度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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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9年1～12月利润额同比变化走势

炭黑出口的淡季，月均出口量7200 t，出口比较集

中的是9～12月份，月均出口量都在19000 t以

上，全年平均出口离岸价格为每吨926美元，出口

地主要集中在泰国、印尼、韩国、越南和我国台湾

省等，我国出口炭黑以橡胶用炭黑居多。

1．6炭黑配制油使用比例快速增长

据对炭黑分会会员企业统计，2009年炭黑原

料油消耗总量为367万t，各种炭黑原料油消耗量

及比例见表6，原料油使用比例正在发生变化，目

前煤焦油仍是生产炭黑的第一大原料油，但炭黑

表5 2009年炭黑进出口统计数据

月份 进口量／t兰孚羹磐7 (羹昊孥篓／)lilNit／t巴孚羹磐7 (出美元口均,价t-71)

表6 2009年炭黑原料油消耗情况

配制油呈逐年大幅度上升趋势，其用量已超过乙

烯焦油。按2009年全国炭黑产量283万t、产品

单耗1．776 t计算，全国炭黑原料油使用量约为

503万t。

2 2010年我国炭黑行业发展分析及预测

虽然我国炭黑产量居世界首位，但是炭黑企

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扩大市场

份额上，科技投入较少，盈利能力偏低，而且市场

竞争激烈，今后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

从量变到质变。

2．1外部市场分析

2009年受经济刺激政策因素拉动，我国汽车

产量达到1379万辆，是美国和日本汽车产量的

总和，比上年同比增长了56％。2010年我国经

济增长逐步放缓，但是对汽车的需求量仍保持

较大幅度增长，预计2010年我国汽车产量将达

到1700万～1800万辆，几年后将达到2000万

辆。据轮胎分会统计，2009年轮胎综合外胎产量

为2．65亿条，同比增长10．7％，出口轮胎1．08

亿条，同比增长2．1％，轮胎出口量占40．7％。预

测2010年轮胎产量将达到2．9亿条，出口轮胎

1．1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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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炼焦协会统计，2009年焦炭产量为

3．45亿t，煤焦油回收量约为680万t，未回收或

作燃料的量约300万t，煤焦油的总量约为1230

万t。据分析，随着四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

陆续完工，2010年总体钢铁需求量下降，预计

2010年焦炭产量与2009年基本持平，今后焦炭

产量将逐年下降，预测2010年煤焦油总量将比

2009年增长约4．5％。据业内人士分析，2010年

上半年，煤焦油供应量略显充足，下半年焦炭产量

下滑将使煤焦油供应量出现紧缺。

2．2炭黑行业发展分析

据统计，2010年炭黑在建工程或计划建设项

目约67．5万t，在建项目集中在山西、山东及河北

等地。我国炭黑生产能力将持续增加。预计未来

3～5年内我国汽车产量及汽车保有量仍将有大

幅度增长，炭黑需求量将保持2位数的增长趋

势，2010年炭黑产量将突破300万t，预计达到

320万t。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据统计2009年

我国炭黑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434万t，2010年

将达到500万t，而2010年炭黑市场需求量约为

328万t(预计2010年炭黑出口量比进口量多

8万t)，开工率仅维持在65％，超过1／3的产能处

于闲置状态。

今后应积极开发非橡胶用炭黑市场。我国非

橡胶用炭黑应用领域广泛，但用量相对较小，附加

值高，但客户反映存在采购难的问题。

转变增长方式靠市场调节。我国炭黑行业在

近10年的发展中都是以扩大再生产来促进企业

发展，规模扩大了，但是企业盈利能力并没有同步

增长，单纯依靠普通炭黑产品盈利的企业，发展前

景不容乐观。

增加技术投入资金。目前我国的重点炭黑企

业在生产技术、企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基本上

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在某些方面甚至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但是，差距最大的就是国内企业科研投

入资金远远无法与国外企业相比。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穗象警醚橡胶摩封村摄餐准寨纸

由云南煤化工应用技术研究院发布的《二甲

醚类橡胶密封材料》企业标准于2010年6月1日

实施。这是目前国内二甲醚类橡胶密封材料产品

的首个企业标准。

云南煤化工应用技术研究院在制订的《二甲

醚类橡胶密封材料》企业标准中，将耐二甲醚的橡

胶材料分为A和B两类。A类适合于长期或完

全接触二甲醚的情况下使用，如液化二甲醚钢瓶

瓶阀；B类适合于间歇或部分接触二甲醚的情况

下使用，如调节阀或减压阀。标准提出了产品

的各项技术控制指标，为耐二甲醚橡胶密封材

料的产品质量提供了检测方法及应用的判定

依据。

新型耐二甲醚橡胶密封材料的开发成功以及

(--甲醚类橡胶密封材料》企业标准的发布，将有

利于二甲醚产品的应用和推广。

目前，二甲醚作为一种清洁燃料已得到广泛

认同。由于二甲醚与传统的液化石油气、柴油等

燃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存在较大差异，耐二甲醚

密封材料成为制约二甲醚推广应用的一个重要因

素。为此，云南煤化工应用技术研究院发挥在橡

胶制品研究方面的技术优势，成立专题组研究开

发新型耐二甲醚橡胶密封材料，通过多次试验

研究，获得较好的结果。他们开发的耐二甲醚

橡胶密封材料经云南省橡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站和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材

料各项性能指标满足密封材料要求，尤其是在

耐介质体积变化率和质量变化率方面有较大的

突破。

云南煤化工应用技术研究院原名云南省橡胶

制品研究所，是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科研型企业。 钱伯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