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发展

2004年力车胎行业情况与 2005年展望

廖炳万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力车胎分会 , 广东 广州　510250)

　　过去的一年是力车胎行业艰难发展的一年 ,

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如果要用几句话概括

2004年力车胎行业的发展情况 ,即产品旺销而不

赚钱 ,原材料涨价经营难 ,激烈的竞争推动了结构

重新调整 ,产品质量有所下降 。

根据力车胎分会统计 19家会员企业的数字

显示 ,2004年 1 ～ 9 月份力车胎产品销售收入为

31.65亿元 ,同比增长 15.26%;出口产品交货值

为 52935万元 ,同比增长 39.59%;自行车外胎产

量为 13398.5 万条 ,增长 2.96%,自行车内胎产

量为 18993.6 万条 ,增长 9.25%;手推车外胎产

量为 596.5万条 ,增长 14.78%,手推车内胎产量

为 1360万条 ,增长 19.52%;摩托车外胎产量为

2308.1万条 ,增长 25.28%,摩托车内胎产量为

2488.1万条 ,增长 31.38%。盈亏相抵后实现利

润 13877.4万条 ,同比下降 21.53%。报出报表

的 19家企业中有 5家企业亏损 ,亏损额达1878.6

万元 。按往常应有 25家企业报出报表 ,由于其中

有些因经营困难 ,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而

没有报表 。再从本稿编印时得到力车胎分会

2004年 11月份统计月报所反映的数据也印证

了 ,2004年产品旺销 ,但整个行业的经济效益呈

下降的局面。

产品旺销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自行车 、摩托车

行业的强劲发展促进了力车胎的市场需求量;二

是原材料涨价 ,迫使部分企业的生产成本过高难

以承受而导致停产或关闭 ,使市场供过于求的矛

盾趋于缓和;三是力车胎产品出口量增加 ,进口量

减少 ,促进了产品的旺销 。

据有关资料显示 , 2003 年我国生产自行车

7852万辆 , 比 2002 年的 6715.42 万辆增产了

1136.58万辆;2004年上半年又比 2003年同期增

产 3.2%,一般下半年产量增长大于上半年 ,全年

产量肯定超过 8000万辆 。2003 年摩托车产量为

1465.77 万辆 ,比上年增长 13.45%。2004 年上

半年产量没有报导准确的数字 ,但上半年摩托车

出口量是 154.14万辆 ,同比增长 33.6%。据《摩

托车信息》估计 2004年摩托车产量将突破 1700

万辆 。据《中国自行车》报导 ,我国自行车社会保

有量已经上升到 5 亿辆 ,摩托车的保有量也在

9500万辆以上 ,总的趋势是保有量增加 ,维修替

换车胎的需求量也有一定增长 。总体看来 , 2004

年力车胎的市场需求略有增加 ,促进了市场旺销。

生胶 、帘子布 、氧化锌 、橡胶助剂涨价 ,而力车

胎产品又涨不了价 ,是 2004年经营艰难 ,行业经

济效益下降 ,部分企业停产关闭的主要原因 。据

分会统计部分会员企业 , 2004 年 1 ～ 11 月份

SCR5标准胶平均价格是每吨 13852.75元 ,较去

年同期每吨 12344.41元上涨 12.22%;丁苯橡胶

平均价格为每吨 12237.97 元 , 较去年同期每吨

9705.87 元上涨了 26.09元;顺丁橡胶平均价格

是每吨 11953.68元 ,较去年同期每吨 9910.69元

上涨了 20.61%;氧化锌的涨幅达每吨 25%,以石

油产品为原料的助剂价格每吨也上涨了 20%左

右。下半年以来帘子布价格节节上涨 ,每吨大约

涨了 10000元 。力车胎用的其他原材料价格也有

不同程度的上涨 ,燃料煤和油的价格都翻倍上涨 ,

劳动力价格也有所上涨。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产品

成本大幅增加 ,以自行车外胎 26 ×1 3/ 8 为例 ,

2004年统计平均每条外胎用生胶 200g ,按天然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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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每千克涨 1.51元 ,丁苯橡胶涨 2.53元 ,顺丁橡

胶涨 2.04 元 ,平均三种橡胶每千克涨 2.07元来

计算 ,每条外胎因生胶涨价而增加成本 0.41元。

就算调整配方 ,不用价格高的合成橡胶而多掺加

再生胶 , 每条外胎成本也会因生胶提价而增加

0.20元以上 。每条 26×1 3/8 外胎用帘子布 35g

左右 ,每千克帘子布涨 8 ～ 10元 ,就按涨 8元计

算 ,每条外胎因帘子布涨价而增加成本 0.28元。

因氧化锌 、其他助剂 、煤和工资的涨价引起每条外

胎成本增加也在 0.10元以上 ,上述三项成本的增

加使每条外胎价格上涨了 0.58元 。

原材料 、燃料 、劳动力都涨了价 ,产品价格理

应同步上涨。分会在上海第 13 次会员大会上也

曾倡议力车胎产品提价 15%～ 20%,得到大多数

企业响应但得不到落实。产品本应提价而提不了

价 ,反而有的企业带头降价 8%～ 10%,行业经营

愈加艰难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规律支配着市场的

变化发展 。市场供不应求必然涨价 ,前几年我国

橡胶工业特别是轮胎工业发展火热 ,橡胶年消耗

量达 345万 t ,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 。而我国天然

橡胶及合成橡胶自给量也就 50%左右 ,生胶能不

提价吗? 同理 ,我国力车胎产品早已是供过于求 ,

由于技术含量不高 ,易于土法上马 ,在一些地方经

济政策的鼓励下还不断有新建的力车胎生产厂。

大大小小上千家企业争吃这块蛋糕 ,竞争异常激

烈。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只有竞

争进行到不敢有人盲目进入这个行业 ,使供求趋

于平衡或相对缓和 ,才能使整个行业进入到比较

理性的竞争阶段 ,才能不出现本应提价反而降价

的现象。

由于原材料涨价 ,力车胎产品又提不了价反

而降价 ,整个力车胎行业经营异常艰难 。2003年

的几家盈利大户在 2004年 1 ～ 11月份的利润都

大幅下降 ,去年的个别盈利大户如今也只能保本

经营 。其他很多企业都处于亏损边缘 ,至少有 20

家企业终不敌竞争之压力而停产关闭 ,尤其是山

东青岛周边地区为多 ,天津 、河北 、江苏都有停产

关闭的企业 ,广东也有三家。其中有国有企业 、集

体企业 、私营企业及一家台资企业。市场经济发

展的规律就是优胜劣汰 ,原材料涨价而产品降价

使一批企业被淘汰出局 ,缓和了供求矛盾 ,使市场

转向旺销 。

2004 年力车胎产品出口量增加 ,进口量减

少 ,使我国力车胎市场发展趋于平衡 ,见下表 。

表　2003～ 2004年前 10 个月力车胎进出口简况

万条　

2003年 2004年 1～ 10月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自行车外胎 6952.17 175.10 6481.14 164.12

自行车内胎 11603.78 99.14 12274.67 88.73

摩托车外胎 672.41 5.25 618.60 2.78

由于竞争激烈致使行业生存环境艰难 , 2004

年力车胎产品的质量普遍下降 。原材料 、燃料不

断涨价 ,产品却提不了价 ,要想维持经营只能想办

法降低成本。力车胎产品的原材料费用占成本比

重很大 ,要降低成本首当其冲是降低原材料的成

本。力车胎产品价格战已经打了多年 ,如果再降

价就得牺牲产品的基本性能了 。除了一些中高档

产品 ,其原来价格定位较高 ,原有利润空间能消化

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上涨 ,产品质量没有出现

下降;还有一些出口产品不敢轻易降低产品质量 ,

国内销售的绝大部分中低档力车胎产品的质量都

严重下滑 ,含胶量已经降低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连

内胎也都大比例掺加再生胶。很多外胎不耐磨 ,

使用不到一年就磨光头了 ,有些内胎手感极差 ,外

表又黑又亮 ,剪开内腔一看 ,十分粗糙凸凹不平 ,

再生胶的焦油味也很浓。含胶率低是普遍现象 ,

外胎强度的安全系数也降低了 ,轻型自行车外胎

的帘子布已经用到 A70 ,还有不少是用价格较便

宜的“再生丝” ,也有一些小帘子布厂掺加其他纤

维丝冒充尼龙丝织帘子布 ,致使一些企业生产的

外胎严重变形 ,也有一些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爆胎。

2005年力车胎行业又将如何发展呢? 谈一

些看法仅供参考。

1.自行车胎市场需求趋旺 ,摩托车胎市场继

续旺销。力车胎产品主要是作为部件供车厂装

车 、维修市场替换旧胎及作为单独商品出口 。自

行车的生产量有个峰谷期 , 2002 ～ 2003年是产车

的高峰期 ,2004年增长缓慢 ,2004年上半年产量

只是比上年同期增长 3.2%,估计全年的增幅会

达到 5%左右 ,2005年比 2004年的增长幅度也会

保持这个水平 。维修替换胎的需求量不会发生太

大变化 ,因为我国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 5亿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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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数变化不大。2004年 1 ～ 10 月份自行车外

胎的出口较 2003年同期增长 15.65%;自行车内

胎的出口较 2003年同期增长 31.93%。因为出

口通道顺畅 ,我国自行车胎价格又具有竞争力 ,估

计 2005年依然会有两位数百分点的增长。对于

年产 5 ～ 6亿条自行车胎这个庞大基数而言 , 2005

年我国自行车胎市场需求量不会有很大增长 。

摩托车胎的行情会比自行车胎好。我国摩托

车的市场主要是在县级以下的城乡 。这两年政策

扶持农民增收减负 ,农村及中小城镇经济明显好

转。农民手中有钱就会买摩托车这些实用消费

品 ,所以摩托车产量销量 2005年依然会以两位数

百分点增长。由于农村及县城的摩托车大多是作

为载货或搭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加之近年生产的

摩托车胎的耐磨性能偏低 ,故维修市场的需求量

也会比往年增加。摩托车胎出口量 2004年 1 ～

10月比 2003年同期增长 14.28%,估计 2005年

的出口增长幅度不会小于 14%。这样 ,2005年摩

托车胎的增长幅度不会小于两位数的百分点 ,市

场将会继续旺销 。

2.原材料价格会有所回落 ,但依然在较高的

价位运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商品价格的

波动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从全世界范围来

看 ,橡胶的供需是基本平衡的。按国际橡胶研究

组织(IRSG)的报告 , 2003 年世界橡胶工业消耗

橡胶 1897.3万 t ,其中天然橡胶 785.5万 t ,合成

橡胶 1111.8万 t。而 2003年全世界总共生产橡

胶 1900多万 t ,其中天然橡胶 800万 t ,合成橡胶

1137万 t。可见 ,从全世界橡胶供需关系来看 ,橡

胶价格不具备持续上涨的基本条件 ,涨价只能是

局部的或暂时突发性的涨价。再看我国橡胶市场

的供需情况 ,2003年我国消耗橡胶 345万 t ,其中

天然橡胶 145.5万 t ,合成橡胶 199.5万 t;产天然

橡胶 47.6万 t ,产合成橡胶125.54万 t 。显然 ,我

国橡胶资源是供不应求 ,要满足市场需求只能靠

进口 。所以我国橡胶的市场价格与世界橡胶市场

价格有很强的相关性 。2004 年下半年合成橡胶

价格飚升 ,一是由于石油价格攀升;二是国内生产

装置检修;三是橡胶进口商把资金用于进口天然

橡胶 ,进口合成橡胶较少 ,加之国际市场合成橡胶

价格高于天然橡胶(如东南亚地区 3 号烟片胶报

价为每吨 1100 ～ 1500美元 ,而丁苯橡胶报价为每

吨 1570 美元 , 顺丁橡胶为每吨 1480 ～ 1500 美

元。),现在石油价格已经开始回落 ,据经济专家预

测 2005年下半年将回落到正常水平 ,可以预见合

成橡胶价格也将随之回落 。当今世界经济趋于一

体化 ,我国又已经加入世贸组织 ,国内合成橡胶短

缺必然会引起各国供应厂商的关注 ,在 2003年已

有报导 ,台资企业在大陆扩大合成橡胶生产规模。

再从橡胶行业对合成橡胶的需求上看 ,由于 2003

年“轮胎热”在 2004 年下半年开始缓和 , 估计

2005年国内对橡胶的需求不会再急剧增加。所

以 ,有理由预测 2005年生胶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会

有所回落 ,但依然会在高位运行。

前几年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价格偏低是因为

世界经济处于低潮 ,唯我国一枝独秀 。现在世界

经济复苏 ,供求平衡 ,合成橡胶不可能再回落到每

吨 7000 ～ 8000元的低价 。据有关专家介绍 ,正常

情况下丁苯橡胶 、顺丁橡胶的生产成本在每吨

7000 ～ 8000 元 ,异戊橡胶的成本在每吨 9000元

左右 ,加上合理的利润和营销环节的费用 ,每吨

10000元是较合理的价格。如果把国际环境的影

响及我国进口橡胶供货渠道并非完全顺畅等因素

考虑进来 ,2005年丁苯橡胶 、顺丁橡胶价格会在

每吨 11000 ～ 13000元运行。同理 ,我国天然橡胶

生产成本在每吨 9000元 ,泰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

西亚 、越南 、斯里兰卡天然橡胶联盟声言坚持天然

橡胶离岸价格不低于每千克 1美元 , 2005年天然

橡胶价格也会在每吨 12000 ～ 14000元 。

3.力车胎产品出口将依然强劲 。力车胎产品

出口能否强劲取决于其在国际市场是否有较强的

竞争力。力车胎产品现在仍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

品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工工资较低 ,显然具

有竞争优势 ,此为其一;二是我国力车胎行业近十

年来发展迅速 ,生产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也

有很大的提高 ,产品质量档次已经接近世界先进

水平 ,完全有能力提供各种需求的产品;三是很多

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出口渠道 ,有宣传自己产品

的网站或网页 ,从产品标准到营销网络都加强了

与国际市场的沟通;四是自行车 、摩托车零部件出

口的带动。由于很多国家为保护自己国家的利

益 ,都提高了进口整车的关税 ,因而很多国家改为

进口零部件 ,自行装配自行车和摩托车 ,此举将会

推动我国车胎产品的出口 。 (下转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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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醇)两种石化产品国内资源不足 ,国际市场石油

价格上涨牵动国内市场聚酯切片价格上涨。化纤

原料呈高价位下的小幅整理且至今未变 。2003

年 ,尽管钢盘条价格大幅上涨 ,但因钢帘线国内资

源的不足使钢帘线市场没有出现纤维帘帆布市场

那么大的震动。

3 市场供需

我国是橡胶制品的生产大国 ,也是消费大国 ,

产品出口量逐年递增 ,存在着巨大的骨架材料需

求市场。同时我国也是世界第一帘子布生产国 ,

轮胎及 V 带用帘子布国内可供给资源过剩。合

成纤维帆布及棉帆布 、聚酯浸胶线绳 、合成纤维胶

管纱线等产品已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立足国内生

产 ,有些产品还向国外出口。

国内纤维骨架材料的供需关系是总量过剩与

规格 、品种不完全对路甚至还有空白产品两种现

象并存 ,即存在着严重的产品结构不合理现象。

钢丝骨架材料供需关系特点是总量不足与规格、

品种不全的问题并存 。2003 年纤维骨架材料供

需状况稍有改善 ,而钢丝骨架材料行业的供需关

系的矛盾不但没有改变 ,反而因全钢载重子午线

轮胎的超常规发展而变得更加突出 。为改善国内

骨架材料的供需关系 ,应对国内骨架材料产业进

行市场整合 ,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确定自身

的发展方向 ,对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应全面提升产

品品质 ,开发生产空白产品 ,增加社会资源量不足

产品的生产能力 ,提高自给率 。迎合市场需求 ,把

产品的标准化与个性化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产品

的系列化和高品质。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生产适

销对路产品以扩大出口 ,缓解国内生产能力过剩

的压力。积极稳妥地搞一些短线产品特别是短线

原材料生产项目 ,提高原材料的自给水平 。提升

国产骨架材料品质和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声誉 ,把

我国由骨架材料大国变为骨架材料强国 ,提高在

国际同业内的地位和产品竞争力。

国内可以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并有出口的纤维

及其骨架材料有:锦纶 6 、锦纶 66 长丝(包括棕

丝)及其骨架材料产品 、普通型聚酯长丝及其骨架

材料产品;完全能立足国内的有子午线轮胎用改

性锦纶 66 帘子布 、棉纤维及其骨架材料 、维尼纶

纤维及其骨架材料产品 、胶料增强用短纤维。

国内骨架材料资源不足或处于空白的产品或

原材料有:高品质普通型和高模低缩型聚酯长丝

及能被外资合资轮胎企业接受的聚酯帘子布、T5

型锦纶 66 长丝及帘子布 、高品质的锦纶 66高弹

丝 、人造丝 、芳纶一类的高性能 、专用性化学纤维;

输送带用新结构合成纤维织物 、EPDM-PP 热塑

弹性体 V带专用聚酯线绳及高品质聚酯硬线绳、

高品质 6μ无碱 E-玻璃纤维及其线绳 、子午线轮

胎帘子布用高弹性纬纱;可生产钢丝帘线的常规

强度及高强度盘条 ,高强度 、新结构钢丝帘线 ,异

形断面胎圈钢丝等。

以重量计 ,能立足于国内提供的纤维骨架材

料占总需求量的 98%左右 ,进口部分约 2%,其中

子午线轮胎用尺寸稳定型聚酯长丝及其浸胶帘子

布在进口总量中占 95%以上。进口的纤维骨架

材料或长丝原料是那些国内因技术障碍不能生产

或虽有生产能力但品质不如发达国家产品 、生产

能力不足的产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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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力车胎产品市场竞争依然激烈 ,还会有一

些企业退出这个行业。力车胎行业竞争到现在 ,

只剩下一两家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 ,绝大多

数都是私营企业 、股份企业或外资企业 ,靠体制的

优势打倒对手的机会没有了。各地区的经济政策

还会有一些差异 ,但更多的是遵循市场游戏规则

经营了。现在的问题是力车胎产品供大于求 ,斗

法争市场是不可避免了。加之我国市场规则尚未

完全法制化 ,行业的集中度也不足以形成具有制

约力的行规行约 ,要形成一种积极的竞争氛围尚

需时日。我国改革开放才 20多年 ,办起一个企业

十分不易 ,但市场发展的规律总是由低级到高级 ,

终归要淘汰一批工艺落后 ,经营管理水平偏低的

企业 。生胶提价已经迫使一些企业败下阵去 ,骨

架材料涨价也可能令一些企业退出力车胎行业。

就力车胎整个行业而言 ,前途依然光明 ,2005

年市场形势将好于 2004 年。只要遵循市场发展

规律 ,不断随市场的发展提升产品质量 ,通过加强

管理提高综合竞争力 ,不断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

品 ,就一定会使企业得到发展 ,也会为推动行业的

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7·第 4期　　　　　　　　　　橡　　胶　　科　　技　　市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