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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我国的橡胶制品用骨架材料包括钢丝骨架材

料 、纤维骨架材料和高分子合成片基材料三大类。

高分子合成片基材料用做轻型传动平带和轻型输

送带的骨架材料 ,如捻线机锭带 、食品行业生产线

输送带。国内已有引进和国内开发各一条生产线

生产片基材料及橡胶(树脂)平型带产品 ,完全能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并有带类产品出口。橡胶行业

使用量大面广的是前两类骨架材料即钢丝骨架材

料和纤维骨架材料。

从骨架材料用原材料包括钢丝和纤维两大

类。前者为由高强度盘条拉拔成的不同直径的钢

丝 ,国内生产橡胶制品骨架材料的钢丝盘条品质

与国外产品有差距且总产量不足以满足需求 ,资

源总量不足与后续产品需求量激增的矛盾日益突

出 ,每年还需进口一些钢丝骨架材料及其原材料 ,

主要是盘条和钢丝帘线。后者包括天然纤维 ———

棉纤维 、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和人造纤维)和无机

矿物纤维 。国内骨架材料用棉纤维和化学纤维中

的合成纤维能完全或基本立足于国内生产 ,人造

纤维 ———人造丝在国内已无生产能力 ,某些引进

汽车车型原设计要求配置人造丝为骨架材料的胶

管 、胶带为满足配套需要 ,仍需进口人造丝 ,但数

量不大。无机矿物纤维———玻璃纤维有优异的尺

寸稳定性 ,是制造同步传动胶带用骨架材料线绳

的理想材料。国内有一定的玻璃纤维及其线绳的

生产能力 ,但因品质及资源总量不足等原因 ,仍需

进口一定量的玻璃纤维线绳。其余骨架材料产品

或纤维材料均可立足于国内 ,部分还有出口。

2 骨架材料产业的生产能力与效益概况

2.1 我国现有橡胶制品用骨架材料生产企业概

况

轮胎及 V带用化纤浸胶帘子布 、输送带用帆

布生产企业 51家(指有浸胶生产能力的企业 ,其

中已有 9家破产或停产),浸胶生产线 70条 ,尚在

运转 60条 ,设计年生产能力37万 t 。轮胎用小部

件纤维骨架材料生产企业有近 10家 ,其中两家帘

子布企业配备了引进的轮胎用锦纶子口布浸胶生

产线各一条 ,其余为小企业。2003 年实际产量:

汽车 、飞机 、工程机械轮胎用锦纶帘子布 20万 t ,

其中除子午线轮胎用改性锦纶 66 浸胶帘子布

0.25万 t左右外 ,其余为斜交轮胎用 。聚酯浸胶

帘子布 1.35万 t ,轮胎用芳纶帘子布 15t;摩托车

胎用尼龙帘子布 1.9万 t 、自行车 、力车轮胎用帘

子布 2.2万 t(以上锦纶帘子布产量不含出口外销

部分);输送带用合成纤维帆布 1.4万 t;V 带用

聚酯浸胶帘子布0.4万 t;钢丝绳芯输送带用防横

向撕裂网格布不足百吨;子口布等轮胎用小部件

纤维骨架材料 0.95万 t 。

煤矿井下巷道用阻燃输送带用整体带芯生产

企业 10多家(指专门织布厂 ,很多输送带厂有本

厂织布的能力),布机 100台以上 ,2003年全国总

产量 0.95万 t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数字是橡胶

工业协会成员单位统计数 ,由于整体带芯生产厂

家众多 ,很多隶属于纺织系统和煤矿系统的自办

厂不是协会成员 ,而这些厂家的总生产能力远大

于上述数字。按整体带芯阻燃输送带全国年产量

1200万 m2 、每平方米整体带芯重 4.25kg 计算

(这在 M680 ～ M ≧ 2240的 9个强度级别中是中

值),全国整体带芯总产量 5.1万 t ,整体带芯总产

量中的绝大部分是由非成员企业生产的 。输送带

用棉帆布生产企业 5 家 ,以销定产 , 2003年产量

85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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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带用聚酯线绳在产企业 22 家 ,生产线 30

条(进口大型浸胶机已折算成国产标准机组),设

计年生产能力 0.9 万 t , 2003 年实现满产(含出

口)。V带用普通平纹包布由棉帆布 、轮胎小部件

骨架材料生产企业生产 ,以销定产。广角帆布开

始在无锡和吴江盛泽生产 ,处于市场开发阶段 。

同步带用玻璃纤维浸胶线绳生产企业 4家 ,

2003年实际产量 300t 左右 ,产品性能与进口产

品尚有差距 ,只能满足中低档同步带使用要求。

因市场需求旺盛 ,虽满负荷生产供给量仍显不足 ,

效益很好 。同步带用弹性包布目前有三家企业生

产 ,分布在上海 、无锡和苏州 ,共有织机 20多台。

该产品织造技术含量较高 ,原材料需要进口 ,产销

两旺 ,效益很好 。

夹布胶管用轻型帆布由棉帆布 、轮胎小部件

骨架材料企业生产 ,某些民用纺织企业也生产轻

型帆布 ,以销定产 , 2003年产量为夹布胶管及 V

带用轻型帆布 0.13万 t。编缠胶管用纱线生产企

业近 20家 ,可生产浸胶纱线的近 10家 ,浸胶生产

线 13条 ,均为生产企业自制 ,无定型的浸胶装置 ,

2003年产量为 0.17万 t。

钢丝帘线生产企业 9 家。2003 年国内轮胎

产量的增加尤其是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生产能力

急剧膨胀(产量比 2002年增长了 64.6%),钢丝

帘线生产企业竭尽全力扩大产能 , 2003年产量达

到 13.5 万 t ,尚有近 5万 t的缺口。行业处于满

负荷生产状态 ,效益颇佳 。

胎圈钢丝 、输送带用钢丝绳 、胶管钢丝生产企

业 19家 ,2003年生产了胎圈钢丝 14.5万 t 、输送

带用钢丝绳 1.30万 t 、胶管钢丝 0.65万 t。

胶料增强用短纤维 300t(不包括橡胶厂自加

工的短纤维);人造丝胶管纱线 15t;橡胶水坝增

强专用织物 900t;同步带 、特种 V 带 、特种用途胶

管用芳纶浸胶线绳 、纱线 60余 t ,为国外公司来料

加工的产量。

2.2 国内骨架材料行业不同产品 、不同企业间经

济效益差异明显

纤维帘帆布行业生产能力大于实际需求的矛

盾没有缓解 ,竞争常常表现为竞相压价 ,问题突出

的自行车胎 、力车胎帘子布行业存在的各种忽视

质量的做法(如使用再生丝生产帘子布)没有好

转 ,某些地区甚至有加剧之势。该行业大多数企

业处于微利状态 ,个别小型企业出现亏损 。汽车

轮胎帘子布行业总体盈利 ,但有些开工率低或投

资过大 、负债率高但没有达产的企业出现亏损。

全行业约 1/4 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 ,约 1/5的小

型或远未达产的大型企业经营亏损 ,半数多企业

处于薄利经营状态。

阻燃输送带用整体带芯生产企业的经营状况

较好 ,2003年全行业盈利。棉帆布行业受棉纱价

格涨价 40%以上的困扰 ,为此采用了各种降低成

本的措施 ,如以等外棉 、落地棉甚至垃圾棉的棉纱

加聚酯长丝代替一级棉纱 、用二级 10
S
棉纱代替

一级 21S棉纱织造棉帆布。这些做法不可避免地

影响了棉帆布和整体带芯的品质。

V带用聚酯浸胶线绳生产企业 ,除一家为外

资独资企业 、四家为股份合作企业外 ,其余均为民

营企业。行业内一家企业新增一条生产线 ,全行

业总生产能力基本不变 ,但市场需求的膨胀和出

口量的明显增加使该行业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

的现象有根本性缓解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

开工率大幅度提高的繁荣景象下 ,行业的经济效

益未见明显好转。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1)多

数企业是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小型企业 ,无法实现

规模效益;(2)软线绳市场价格连续多年走低 ,而

因聚酯长丝价格上涨 ,增产不能增收 。硬线绳因

技术和设备障碍 ,生产收益虽较前些年大幅度下

降 ,但仍高于生产软线绳的收益。那些经营效益

较好的企业 ,或是产品结构合理即附加值高的产

品比例较大 ,或是已形成较大的规模单位产品成

本较低 ,或是还有其它相关产品的生产能力 。那

些单靠生产软线绳的小企业虽苦心经营 ,也只能

维持简单再生产 ,效益不佳 ,基本谈不上积累 。

2003年 ,生产同步带用玻璃纤维线绳的 4家

企业特别是两家老企业因国内资源不足而经营状

况良好。虽然产品质量档次赶不上进口产品 ,但

可满足普通同步带的需要 。高品质和出口同步带

多使用进口玻璃纤维线绳为增强材料。

编缠胶管用纤维纱线因生产设备简单 ,因而

投资少 ,加之产品技术含量相对低 ,均由个体企业

生产 。行业内除一家企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外 ,其

余多为 1 ～ 2条浸胶生产线 ,小本经营 ,以销定产 ,

产销衔接良好 ,个别企业开工率不足 。能接手生

产芳纶 、人造丝胶管纱线这样高附加值产品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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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这类产品上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但这类

产品在总量中占的份额很小 ,相对于整个行业的

经营效益无足轻重。生产聚酯 、维尼纶 、棉纱线这

样的大宗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效益一般。

V带 、包布胶管用包布绝大多数出自维尼纶

子口包布小生产厂 ,也有民用纺织品企业生产的。

生产这类产品的经济效益稍好于线绳 、纱线 。同

步带用高弹性锦纶 66 包布因生产技术较高及设

备 、原材料来源等问题而未出现过多的生产者 ,加

上同步带属高附加值产品 ,对原材料成本的消化

能力强 ,因而生产该产品的几家企业不但满负荷

开工 ,且利润率较高 ,给企业带来可观的收益 。

橡胶行业用钢丝骨架材料除胎圈钢丝和输送

带用钢丝绳可基本立足国内解决外 ,存在了多年

的子午线轮胎用钢丝帘线和胶管钢丝国内资源不

足的问题依然没得到根本解决 ,全钢载重子午线

轮胎的超常规发展使钢丝帘线的供需存在缺口。

钢丝骨架材料企业产销两旺 ,成为整个骨架材料

行业的亮点 ,全钢丝帘线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2.3 国内骨架材料生产与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1.总量过剩与某些产品国内资源不足甚至

完全依赖进口的矛盾依然存在 。

2003 年国内纤维骨架材料行业经过市场整

合使原有资源重新配置 ,加之市场需求量的扩大

及产品出口量的增加 ,使行业开工率有所提高。

但这种进步又因重复建设 、新增资源和某些被淘

汰掉的生产能力异地复生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否

定。多年来因宏观失控 、盲目追求本地化等原因

而造成的行业总生产能力过剩、因设备开工率不

高造成产品成本高 、企业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

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与此同时 ,一些受市场欢迎

的新材料 、新产品国内不能生产 ,依赖进口的局面

还在继续 。总之 ,纤维骨架材料行业总量过剩是

低端产品量的过剩 ,高端产品非但不是过剩而是

资源缺乏 ,这是问题的实质。不解决低端产品总

量过剩的问题 ,不利于提高橡胶产品品质档次 、扩

大骨架材料产品出口及净化市场环境。

2.企业分布格局不合理 ,过于分散 ,不达产

的非规模企业及工艺不配套的小作坊式的企业大

量存在 ,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资源浪费。我国

是世界第一纤维骨架材料生产国 ,但为此付出的

代价巨大 。以轮胎帘子布行业为例 ,我国年产 20

余万 t 帘子布产量是靠 40余家企业的 50多条浸

胶生产线才实现的 。年产 5万 t以上企业只有 2

家 ,1 ～ 5万 t企业 4家 , 0.5 ～ 1万 t企业 8家 ,30

余家年产 5000t 以下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74%,至于那些生产工艺不配套的所谓“两头在

外”的小帘子布厂更是星罗棋布。反观国际 ,基本

上没有年产万吨以下的帘子布企业 , 1.2 ～ 1.5

万 t是较为经济合理的单元规模 ,印度 、土耳其 、

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已建成了年产 3

万 t以上的帘子布企业。我国这种企业分布分

散 、小企业占绝对压倒数量的现状造成的后果是

资源浪费 、中小企业成本高和经济效益低下 ,不利

于提高行业整体产品品质档次 。轮胎企业虽多了

原材料采购渠道 ,但也有不易控制原材料品质进

而不利于控制轮胎成品品质的弊端 。这种现实与

我国现实的经济环境相关 ,从局部来讲也有其存

在的合理性 ,但从全局观点看 ,众多小企业的存在

弊大于利 。

3.市场秩序不规范 。某些低端产品生产企

业为争夺市场 ,采取降质压价等恶性竞争手段 ,干

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如聚酯浸胶软线绳 、自行

车力车胎帘子布等产品 ,价格一降再降 ,已到濒临

成本的边缘 ,如使用正常原材料或生产达不到一

定规模甚至会出现亏本。其结果是经济效益并没

有随产量的扩大而同步增加 ,导致企业自身积累

困难 ,扩大再生产及技术改造资金不足 ,削弱了企

业发展后劲。

4.受价格战影响 ,产品品质下降 ,用再生丝

制造非机动车胎帘子布 、以低等级棉纤维替代高

等级棉纤维 、不合理地降低浸胶液浓度及使用低

品级化工品等问题 ,使一些低端骨架材料产品及

橡胶产品品质下滑 ,大量质次产品充斥市场 ,损害

了消费者利益 。某些地区甚至已变成有相当规模

的低质 V 带 、棉帆布输送带或自行车胎集中产

地 ,对市场的危害不可小视。

5.纤维帘帆布企业因原材料价格上涨 ,影响

了全行业盈利水平 。国内己内酰胺资源不足 ,受

全球经济复苏 、需求回升 、石化原材料涨价 、国家

加大走私进口等诸因素影响 ,国内己内酰胺市场

价格呈现振荡但总趋势是逐步回升 。国内聚酯切

片资源充足 ,聚酯大有光切片虽可立足国内解决 ,

但其上游原料 ———PTA(精对苯二甲酸)、EG(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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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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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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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