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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炭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

李炳炎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 四川 自贡 6 4 3 0 0) 0

近几年
,

随着汽车工业和轮胎工业 的快速

发展
,

我国炭黑工业发展很快
。

根据 国家统计

局的统计
,

2 0 0 1 年 炭黑产量 已达 76
.

36 万 t
,

(统计 中
,

应 扣 除 12 家 白炭 黑 厂 的产 量 共

5 0 8 5 8 t
,

但应增加未统计 的景德镇
、

永川
、

淮北

和太原伸华的 6 2 1 4 5 t )
,

比上年增长 13
.

3 8%
。

产量加上净进 口量 ( 8
.

2 万 t) 减去库存增加量

(约 2
.

6 万 t)
,

计算出炭黑表观 消费量 已达 82

万 t
。

产量和消费量不 仅超过 了原先的预测
,

而且开始超过了日本
,

居世界第二位
,

这标志着

我国炭黑工业 的发展 已 经进 人了一个新 的阶

段
。

然而在我 国已 经加入 W T O
,

国内市场 已

趋全球化的今天
,

我国的炭黑工业大而不强
,

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
,

境外进 口 的炭黑和外资企

业生产的炭黑 占领 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
,

内资

企业特别是部分 国有企业库存增多
,

货款回收

困难
,

开工率和效益下滑
,

日子很不好过
。

因此

有必要重新审视我 国炭黑行业 面临的形势
,

探

讨如何应对的对策
。 .

飞

1 需求增长快
、

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变化大

近几年
,

炭黑工业发展的特点是需求增长

较快
,

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变化较大
。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

高速公路

和高等级公路快速增加
、

汽车产量和汽车保有

量迅速增加
,

以及轮胎出 口量的增加
,

轮胎产量

也迅速增加
。

按照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

对会员单位的统计
,

全国轮胎产量在 1 9 9 6 年到

2 0 0 1 年 由 5 4 5 5 万条增加到 8 3 7 7 万条
,

年均增

长率为 7
.

3%
,

与此同时
,

炭黑产量 由 51 万 t 增

加到 7 6
.

3 6 万 t
,

年均增长 6
.

9 %
。

今后 巧 年

的发展趋势
,

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
,

全国轮胎需

求量 将由 2 0 0 0 年 1 1 1 2 2 万 条
,

到 2 0 0 5 年
、

2 0 1 0 年 和 2 0 1 5 年分别 增 长 到 1 4 6 5 0 万 条
、

1 7 5 50 万条和 2 1 5 0 0 万条
,

年均增 长率分别为

5
.

7 %
、

3
.

7%和 4
.

1%
。

而世界轮胎产量 2 0 0 0

年到 2 0 0 5 年将 由 n
.

8亿条增加到 13 亿条
,

年

均增长率仅为 2 %
。

在我国轮胎需求快速增长

的形势下
,

炭黑需求量也将快速增长
,

这是我国

炭黑工业发展的大好机遇
。

为适应轮胎生产中子午线轮胎比例的迅速

增加
,

轮胎企业 中外资企业产量 比例的增多
,

轮

胎出口量的增多
,

对轮胎品质的要求提高
,

以及

采用气力输送炭黑设备的轮胎工厂增多
,

对于

炭黑产品质量和造粒质量的要求 日益严格的形

势
,

炭黑企业加快 了以采用 D C S 控制和湿法造

粒的万吨级新工艺炭黑装置为主要内容的技术

改造
。

已 投 产 的万 吨 级 装置 生 产 装 置 能 力

1 9 9 6年仅有 16
.

3 万 t (其中硬质炭黑 1 5 万 t
,

软质炭黑 1
.

3 万 t )
,

到 2 0 0 1 年为 5 8
.

5 万 t (硬

质 44
.

5 万 t
,

软质 14 万 t)
。

据炭黑分会对 34

个会员单位的统计
,

2 0 01 年湿法造粒产 品产量

为 2 5
.

4 万 t
,

比上年的 1 9
.

4 万 t 增加 3 0
.

9%
,

而 2 0 0 1 年的干法造粒产品降为 2 2
.

5 万 t
。

湿

法造粒产品已超过干法造粒产品
。

在品种比例

方面
,

仍 以 N 3 3 o
、

N 2 2 o 和 N 6 6 o 为最大
,

但适

用于子午线轮胎的品种
,

如 N 2 3 4
、

N 3 2 6
、

N 3 3 9

和 N 3 7 5 均有较大增长
。

如以 1 9 9 6 年和 2 0 0 1

年 占橡胶用炭黑总量的 比例作对 比
,

N 2 3 4 由

4
.

2 2 % 增 为 7
.

4 9 %
,

N 3 2 6 由 3
.

4 8 % 增 为

4
.

2 7 %
,

N 3 3 9 由 3
.

5 1% 增为 4
.

3 8 %
,

N 3 7 5

由 1
.

0 1% 增为 2
.

4 6 %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和国内市场的进

一步开放
,

在炭黑工业发展的同时
,

炭黑工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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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

表现为私营企业
、

股份制企业 和外资企业增加
,

国有企业和集体

企业减少
。

特别是外资企业中卡博特
、

德 固萨

及我国的台湾省中橡等三大跨国炭黑公司在 国

内 (不包括台湾省 ) 的生产能力已达 巧
.

3 万 t
,

2 0 01 年产量约 12 万 t
,

并正进行扩建
,

扩建后

的总能力将在 30 万 t 以上
。

已知项 目有卡博

特在南京的 8 万 t
、

台湾省 中橡在鞍山和马鞍山

共 7 万 t
、

还有 印度贝尔纳集团在温州的 3
.

2 万

t
。

私营和股份制企业中已有 n 家生产能力在

万吨以上
。

这些企业和包袱较重 的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相 比
,

已显示出较大的发展活力和竞

争能力
。

2 存在的问题

几年来炭黑生产虽有快速增长
,

并基本满

足了橡胶工业特别是轮胎工业发展 的需求
,

但

是存在着以下问题
,

影响我国炭黑工业 的发展

和竞争力的提高
。

一是产业集中度低
,

厂家多
,

规模小
,

产 品

供大于求
。

据有关资料介绍
,

2 0 0 0 年世界炭黑

生产能力约 87 1 万 t
,

除我国外共有 10 7 个工厂

(仅包括俄罗斯 的一个工厂
,

前苏联曾有十几个

工厂 )
,

平均年生产能力约 8 万 t
。

而这 8 71 万 t

生产能力的 71
.

8 %集 中于十家主要炭黑公司

手中
,

其中卡博特公司在全球拥有 25 个独资或

合资控股的工厂
,

生产能力共 1 20 万 t
,

占世界

炭黑总生产能力的 21
.

6%
。

与此 同时
,

我 国有

1 00 多家炭黑企业
,

每个企业一个工厂
,

总生产

能力 (包括少数已停产的工厂 )约 1 20 万 t
,

平均

每个工厂年产能力仅约 1 万 t
。

其中生产能力

在 2 万 t 以上有 20 个厂
,

但是实际产量在 1 万 t

以上的只有 18 个厂
。

在这 18 个工厂中产量在

3 万 t 以上的只有 5 个工厂
。

如此小而分散的

炭黑企业显然难以和跨国炭黑公司竞争
,

同时

也导致 国内市场竞 争无序 和炭黑生产效 率低

下
。

从工厂的开工率看
,

2 0 0 0 年世界炭黑产量

为 7 26 万 t
,

平均开工率为 83
.

3%
,

同期我国炭

黑产量为 68
.

6 万 t ,

年均开工率只有 57
.

1%
。

二是市场运作不规范
,

由于国内部分汽车

生产企业效益不好
,

无力向配套的轮胎企业按

时支付货款
,

导致部分轮胎企业也不能及 时向

原材料供应企业
,

特别是供大于求 的炭黑企业

按时付款
。

因此炭黑企业特别是 国有老企业应

收帐款逐年增加
。

据炭黑分会统计
,

2 0 0 1 年应

收帐款达 6
.

7 4 亿元
,

比 2 0 0 0 年增加 1 0
.

8 %
,

应收帐款加上产成品存货合计 占当年销售收入

的 4 8
.

4%
,

有的企业达到 70 % 以上
。

如此大 比

例的应收帐款和产品存货额
,

不仅显著增加了

财务费用和成本
,

更主要 的是导致企业资金周

转困难
。

另一方面
,

炭黑原料油是买方市场
,

必

须付现
,

一些企业 由于无钱买油而导致开工率

低
,

开工率低导致成本上升
,

亏损加重
,

资金更

古口短缺
。

三是境外炭黑 大量低价进 口
,

使境内炭黑

企业更为困难
。

1 9 9 6 年以前
,

我国一直是炭黑

净出口 国
,

每年 出 口量 在 l 万 ~ 3 万 t 之 间
,

1 9 9 7 年进
、

出口量相等
。

1 9 9 8 年以后进口炭黑

猛增
,

到 2 0 01 年进 口量增加到 9
.

6 万 t
,

详见表

1
。

表 1 1 9 9 5 年到 20 0 1 年炭黑进出口 , k t

1 9 9 5

进 口量

出口量

净进口量

3 4

一 2 5

1 9 9 6

l 2

2 7

一 1 5

1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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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 区炭黑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是进 口炭

黑量猛增的主要原因
,

韩国
、

泰 国
、

伊朗和澳大

利亚生产能力均大于需求
。

而我国的台湾省中

橡公司为境 内台资企业供货也是一个因素
。

从轮胎行业用户反映看
,

大多数拥有万 吨

级装置 的境内企业产 品质量 已能满足用户需

求
,

进 口炭黑产品质量并无 明显优势
,

但进 口炭

黑
,

以低于境内炭黑并远低于其在产地的价格

在境内销售
。

以 2 0 0 1 年上半 年的价格 为例
,

N 3 3 0 和 N 3 2 6 炭黑在韩国国内每吨售价为 54 0

一 5 7 0 美元
,

而韩 国出口 到我 国的到岸价只有

43 0一 4 75 美元
; 在泰国国内每吨售价为 4 55 一

47 5 美元
,

而泰国出口 到我 国的到岸价平均为

44 0 美元
。

又如 N 3 39 炭黑在台湾省内每吨售

价 6 26 美元
,

而 出口 到大陆的到岸价平均只有

47 7 美元
。

与此同时
,

我国沿海地区每吨 N 3 3 O
、

N 3 2 6 和 N 3 39 的平均市场价约为 4 8 0 0 元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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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后为 4 10 3 元约合 5 00 美元
。

在低价进

口炭黑冲击下
,

境内炭黑企业被迫降低价格与

之竞争
,

从而使境内炭黑企业开工率更低
,

效益

更差
。

据 了解
,

目前进 口炭黑价格还在进一步

降低
,

竞争将更为激烈
。

四是国内炭黑竞争的环境尚欠公平
。

这主

要表现在对外资企业的过度优惠和对本应淘汰

的小企业过度保护上
。

外资炭黑企业在国内建

厂和发展
,

带来 了资金
、

技术和新 的管理
、

营销

理念
,

有利于我国炭黑工业产品质量和整体水

平的提高
,

应当受到欢迎
,

并给予适度优惠
。

然

而有的地方为了吸引外资
,

不惜给以过多和过

度的优惠政策
。

另一方面有的地方为了本地利

益
,

对一些本应 淘汰的质量差
、

消耗高
、

污染重

的小炭黑厂加以保护
,

甚至还减免其应交的税

费
。

还有就是法制不健全
,

某些小企业 采用 了

一些非正常的营销手段
,

这样就使作为我国炭

黑工业主体部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竞争 中处

于不利地位
。

五是多数炭黑企业缺乏创新能力
,

部分炭

黑企业装备仍然落后
。

多数炭黑企业技术人员

少
,

仅能针对 日常生产出现的问题
,

搞一点小改

小革
,

有的炭黑企业虽有较多技术人员
,

但因财

力不足
,

也无力开发创新
,

这样就很难和拥有强

大技术开发力量的跨国炭黑公司竞争
。

另一方

面虽然万吨级装置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已经超过

全国炭黑生产能力和产量的一半
,

而另一半还

是干法造粒的小装置
,

多数这样的装置
,

产品质

量差
、

原料消耗 高
,

对环境有污染
,

必须进行技

术改造
。

六是部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

在着人员多
、

效率低
、

管理不严的问题
。

特别是

缺乏严格和严密的质量体 系
,

导致产 品质量不

稳定
,

造粒和包装质量差
,

更加影响了自身的竞

争力
。

3 建议采取的对策

作为轮胎主要原材料的炭黑
,

和轮胎一样

是一种战略物资
,

因此应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
,

加上企业 自身在竞争中的努力
,

使内资企业
,

特

别是 国有企业在炭黑市场上保有必要的份额
,

并取得应有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为此建议

采取以下对策
:

1
.

择优扶强
,

以规模较大
、

效益较好的企业

为龙头
,

以资产 为纽带
,

大力促进 炭黑企业之

间
,

炭黑企业和原料企业
,

炭黑企业和用户企业

之间的兼并和联合
,

形成规模较大的炭黑企业

集团
,

以提高我国炭黑产业的集中度
,

提高在国

内
、

外市场中的竞争力
。

2
.

规范市场
,

严格财务结算纪律
,

采用经济

和法律手段
,

消除货款长期拖欠现象
,

加快资金

周转
,

恢复企业的经济活力
。

3
.

运用 W T O 规则
,

依法制止境外炭黑低

价进 口 的倾销现象
,

消除境 内炭黑企业受到的

损害
。

4
.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

使外资炭黑企业和

内资炭黑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

严格按照

国家经贸委发布的第三批淘汰产品目录禁止新

建并在 2 0 0 3 年以前淘汰年产 1 万 t 以下干法

造粒的油炉法炭黑装置
,

并尽快关闭现有质量

差
、

消耗高
、

污染重的小炭黑厂
。

5
.

以炭黑企业集团为依托
,

以中橡集团炭

黑工业研究设计院为核心
,

组建国家炭黑技术

开发中心
,

增加技术创新投入
,

加大技术创新力

度
,

努力开发新产 品
、

新技术
,

不断提高炭黑产

品的科技含量和炭黑生产技术装备水平
,

增强

我国炭黑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

6
,

继续进行 以推广万吨级硬质或软质新工

艺炭黑生产技术为主要 内容 的技术改造
,

提高

我国炭黑工业的整体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

水平
。

7
.

深化 国企改革
,

加强企业管理
。

在按照

国家经贸委统一部署深化 国企改革基础上
,

根

据炭黑企业特点
,

重点要建立一支精干
、

高效的

生产和经营队伍
,

要有一个严格的质量体系
,

在

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的基础上
,

增强企

业的竞争力
。

和许多发展 中国家不 同
,

我国的炭黑工业

主要是依靠 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 的
,

我们有 自

主的知识产权和一支素质较高
、

经验丰富的技

术队伍及职工队伍
,

相信在采取上述对策基础

上
,

经过努力
,

定能使我国炭黑工业在激烈的竞

争中
,

健康和快速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