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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轮胎工业的健康发展之路

程永悦

　　虽然还没到年底 ,但要评选 2006年中国橡胶

工业十大新闻 , “复合胶自律规范”和“杜绝割标 、

无三包轮胎销售”这两项绝对应该榜上有名。其

他一些所谓“大事” ,如是否取消轮胎外包装 ,本来

就该是企业自行决定的事;禁止进口国外旧轮胎

和 337 调查之类都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南非

反倾销胜利得又不够充分 ,即使入围 ,肯定也排不

上名次。

1 合法偷逃税款的规范

作为钻税差空子 ,有明显的偷逃国家税款嫌

疑的复合胶 ,中国的轮胎企业对它显然是既爱又

恨 , 所以有关部门才会被迫制定出一部《复合胶

自律规范》,以便于广大轮胎企业购买、使用更“规

范”的复合胶。但这个自律规范实际上只能要求

设在保税区的境内复合胶生产企业的行为自律和

产品规范 ,对于境外的复合胶供应商却也是鞭长

莫及 。复合胶这一帮助天然橡胶用户进行塑炼和

添加炭黑等初加工服务的初衷已经完全被国内天

然橡胶高关税和国际天然橡胶市场价格持续高涨

这两只“看不见的手”所改变 ,蜕变为橡胶加工企

业合理避税的生存手段。

根据《中国化工报》的报道 ,今年 1 ～ 5月复合

胶进口 14. 8 万 t ,比去年同期增长 70. 1%,约占

同期天然橡胶进口量的 25%,成为海关统计中增

长最快的橡胶类品种 。

这两只大手之一的关税 ,由于诸多原因 ,恐怕

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其实单从没有境内天然橡胶

生产企业加工复合胶这一点 ,就足以说明高关税

并不是保护民族产业的最佳手段。如果把天然橡

胶的关税从 20%降到 10%并取消复合胶这一税

种 ,很可能实际收缴的关税和增值税要比现在还

多 ,用多出来的税收直接投资天然橡胶种植业(比

如改良树种),可能是多赢的方案。

作为第二只手的国际市场胶价 ,除了油价高

企导致合成橡胶价格上涨这一次要因素外 ,更主

要的还是由于天然橡胶消费量的持续强劲增长。

根据 IRSG公布的数据 , 2005年全球天然橡胶的

消费量为 875 万 t , 而产量为 863 万 t ,缺口 12

万 t ,预计 2006年的情况与 2005年相似 。而全球

天然橡胶的产量 2005年增长了 4. 8%,2006年预

计增长只有 1. 6%。中国轮胎工业的天然橡胶消

耗量 2004年为 126万 t , 2005年则上升到 151. 3

万 t ,按目前的发展趋势 ,估计 2006 ～ 2010年这 5

年间 ,轮胎行业天然橡胶的消耗量还会继续上升 ,

达到 186万 t以上 。众所周知 ,进入 21世纪 ,欧 、

美 、日等国家轮胎和橡胶制品的消费增长有限 ,年

平均在 0 ～ 3%左右 , RMA 最近还下调了美国

2006年轮胎销售量的预测 ,并估计会下降 2. 6%。

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 ,中国既是推动世界橡胶生

产发展的原动力 ,也是引领天然橡胶价格快速前

进的火车头。

天然橡胶涨价并非中国橡胶工业面临的唯一

难题 。从 2005 年到现在 ,我们经常听到欧 、美 、

日 、韩等国家和地区的轮胎企业不断涨价的消息 ,

基本上与天然橡胶价格的上涨同步 。而国内大部

分企业的涨价行动却步履维艰 ,要经过行业内的

多次开会 、统一意见 ,才终于提高了价格 ,而且比

原材料涨价的幅度低很多。根据协会统计 ,上半

年轮胎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了 21. 26%。为什么中

国的轮胎涨价如此困难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生产

企业众多 ,产量分散而且供过于求。在这种市场

条件下 ,先涨价者肯定吃亏 ,所以谁也不敢做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有关部门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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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推出过名牌战略 ,通过评比 、推荐轮胎生产的名

牌企业 ,以帮助民族企业实现品牌战略 。但是那

次评比却一下评出了十大民族品牌(好像现在有

一个民族品牌已经变合资了),有点美中不足 。现

在世界上知名的轮胎品牌也不过十个左右 ,在一

个国家内一次就推出 10个 ,岂不是太多  而且由

于众多品牌与非品牌企业的产品类似 ,消费者根

本记不清 ,最后记住的还是那几个洋品牌 。我最

近曾观察过一辆大学的载重汽车用的轮胎 ,结果

在一个侧面发现了 6种不同品牌的轮胎(没有一

个是十大民族品牌里的),可见牌子对于用户来说

不是很重要。

2 冒险家的乐园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 ,中国轮胎行业步入了全

钢子午线轮胎的疯狂发展时代 。从 2005年下半

年起 ,由于原材料价格节节攀升 ,产量日益增加。

这份最后的晚餐已经被大家瓜分殆尽 ,于是进入

到一种后全钢时代———产量增大 、利润下滑、大量

出口 。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全钢子午线

轮胎的后起之秀们还在继续扩大规模 ,而且还有

众多投资者仍然凭着三四年前的市场调研报告 ,

在一些地方政府获得立项批准 ,从银行获得大笔

贷款 ,准备继续新建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

中国的全钢子午线轮胎企业可以被划分成两

大阶层:贵族与冒险家 。原来的大中型国有企业

上了全钢子午线轮胎的 ,基本上都属于“贵族”行

列(不管是没落的还是新兴的)———比较注重产品

品质和企业名声 ,在市场上循规蹈矩;而那些草根

企业家新建的轮胎企业 ,在赶上了全钢子午线轮

胎这辆末班车后 ,基本上都演化为“冒险家” ,敢于

把全部身家投入到继续扩产中 ,在市场营销中敢

做敢为 ,甚至无所不为 。由于大家遵守的是不同

的游戏规则 ,不难想象当贵族在市场上遇到了冒

险家会有什么结果。

前段时间炒的沸沸扬扬的割标胎和无三包轮

胎 ,就是最典型的“冒险家”的市场营销差异化策

略。这种作法其实并非“冒险家”们的首创 ,而是

早在上世纪就偶有出现 ,如今被拿来发扬光大 ,并

影响到“贵族”阶层的利益 ,才被权威人士猛烈抨

击。可是抨击归抨击 ,现在这种作法在市场中大

有愈演愈烈之势 ,随便在网上搜寻一下 ,求购和销

售不三包轮胎的信息比比皆是 。如果在县乡间的

公路上经过 ,经营“进口旧轮胎” 、“不三包轮胎”和

“割标胎”的路边小店也是随处都能看到 。

“存在即合理” ,这些小店的存在只能说明两

个问题:法制不完善与品牌轮胎的品牌地位不够。

我觉得评估一个品牌的市场价值最简单的方式应

该是该品牌的商品比同类普通商品的市场零售价

值高出的部分乘以该品牌在市场上的最大可能容

量。显然 ,如果不三包轮胎和割标胎都能出售 ,说

明对一般用户而言 ,轮胎是否有品牌已经不太重

要了 。

割标胎当然是不合商标法的 ,但无三包轮胎

的问题就比较微妙。由于汽车目前还不是强制三

包的产品 ,因此作为汽车的零部件 ,国家对轮胎也

没有相应的强制三包的规定。所以 ,三包对于轮

胎而言本身就是一种附加的服务 ,而非产品本身

必须具有的内容。如果一个轮胎企业或经销商在

销售轮胎时明确告知消费者该轮胎是合格产品 ,

在额定的载荷 、充气压力和路面条件下 ,该轮胎可

以保证使用性能 ,一旦使用条件超过额定条件 ,则

不提供任何三包服务 ,同时产品上也标明了品牌、

生产厂家和产品规格的情况下 ,就很难说这种做

法就是违法行为。

3 劣币驱逐良币

为什么载重轮胎这种事关交通运输安全的重

要产品会出现无三包反而能畅销的怪现象呢  其

内部因素是无三包以后生产者 、经销者和用户三

方在经济上都有利可图 ,而外部因素则主要是由

于一些载重轮胎的使用条件太苛刻 ,普遍超载所

造成的。由于载重轮胎在超载情况下经常发生早

期损坏 ,而对于这类损坏的三包理赔却非常麻烦。

用户 -轮胎门店-经销商 -轮胎生产企业之间要

一级一级地进行认定 ,经常要唇枪舌战 ,几经周

折 ,才能获得三包理赔 。这中间尤其是经销商的

风险很大 ,一旦接受了用户的理赔而被轮胎企业

拒绝 ,则损失都要自己承担。因此如果能免去三

包这一麻烦 ,对经销商来说是非常乐意的 。而对

于用户来说 ,无论何种品牌(即使是米其林或普利

司通的载重轮胎也照样会出现问题)有没有三包 ,

轮胎的早期损坏都是可遇而不可免的事 ,与其有

三包但理赔困难(有时候在旅途中更换的新轮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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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有机会再回去要求三包),还不如一步到位 ,

把三包的费用扣除 ,直接买便宜轮胎划算 。对于

轮胎生产企业 ,则可以免去了三包的巨大负担 ,虽

然降低了售价 ,但销量却增加了 ,一算总账还很合

算。

在货币市场中 ,一向是劣币驱逐良币 ,对于载

重轮胎来说 ,虽不会发生劣轮胎驱逐良轮胎 ,如果

提供三包服务的轮胎不能在品质上有一个大的飞

跃(比如把早 、中期轮胎损害率降低到 1%以下 ,

在目前轮胎普遍超载的情况下 ,这实际上是不可

能的),而且理赔过程仍与现在一样麻烦 ,就真有

可能发生无三包轮胎驱逐有三包轮胎的结果 。尤

其是一些用户 ,在经常要严重超载的运输季节或

地区 ,可以换上有三包的新轮胎 ,这样一旦发生问

题 ,就去理赔;而在超载不严重的季节或地区 ,则

换用不三包轮胎;或者在装配了三包胎时 ,就去拼

命超载 ,而在装配了不三包轮胎时 ,就会小心谨

慎。这样做运输企业肯定可以利益最大化 ,经销

商为了利益最大化也会更多地销售品质好但不三

包的轮胎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不三包轮胎会占

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

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不三包轮胎都是假冒伪

劣或质量不合格的产品 ,这些轮胎不见得就质量

不好 。也许“贵族”生产的全钢载重轮胎正常的三

包理赔比例是 5%～ 10%, “冒险家”则可能在

10%～ 20%或更高一些 ,正是因为这 10%左右的

差距导致“冒险家”们改变游戏规则 ,降低售价 、取

消三包服务。但在出口到国外 ,尤其是欧美地区

的载重轮胎中 ,却并没有发生如此明显的质量差

距。主要原因是国外的货物运输规范严格 ,超载

现象极少 ,而且道路条件普遍良好 ,因此不论“贵

族”还是“冒险家” ,生产出来的轮胎在这种“友好”

的环境下使用都没有问题。而在国内 ,超载和道

路不好使得轮胎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的微小差别

得以放大 。

4 超载才是“万恶之源”

由于货运车辆的肆意超载 ,导致轮胎的提前

损坏或更换时内部结构已经被破坏 ,失去再次翻

新的价值 。中国的载重轮胎翻新比例始终很低 ,

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载重轮胎都要翻新四五次 ,

每次里程 10 万 km 。因此如果按照货运的吨公

里 /轮胎计算 ,中国的轮胎消费量实在是太高了。

由于轮胎的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最终导致天然橡

胶这种稀缺资源被大量浪费(比如新轮胎跑不到

三个月就可能报废),于是引发价格高涨 ,并催生

了“复合胶”这个怪胎 。中国的轮胎工业正在陷入

一种恶性循环:

也许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便

宜的轮胎生产国 ,但这对我们却不见得是好事

情。因为当产量远远超过本国资源的供给能力

和市场的容纳能力时 ,话语权就掌握在别人手

里了 。目前我们的轮胎出口虽然数量很多 ,但

价格却不高 ,其实是在为产胶国和进口国积累

社会财富 。

如何解决现在的难题 ,使中国的轮胎工业继

续健康发展呢  我认为首先要治理超载 。有人把

无三包轮胎比作毒瘤 ,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其实超载才是轮胎行业真正的毒瘤 ,并衍生出无

三包轮胎这个怪胎 。如果能基本根除超载现象 ,

“贵族”也好 , “冒险家”也罢 ,大家就能回到同一个

起跑线 ,在相同的规则下公平竞争。而且从长远

来看 ,轮胎的合理使用方式也能够顺利推广 ,随着

轮胎翻新比例和次数的增长 ,运输行业的吨公里 /

轮胎的消耗量会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从而逐

渐减少对天然橡胶等资源的浪费。如果大家普遍

认为 ,到 2010年中国的天然橡胶的消耗量将比原

来预计的数量减少 30万 t ,就会使国际天然橡胶

的供求迅速恢复平衡 ,并且给市场上炒卖天然橡

胶期货 ,推动涨价者一个强烈的信号:天然橡胶该

大幅降价了。

5 强制推行无内胎轮辋是中国轮胎工业的健康

发展之路

要治理超载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使

无内胎轮辋成为新的载货车辆生产标准 ,并逐步

要求所有载重汽车都强制更换无内胎轮辋 ,否则

不予年检 。载重汽车要想实现超载 ,除了车身的

结构强度超过设定标准外 ,很重要的一环是轮胎

超压 ,即所谓超载必超压 。正常载荷下的载重轮

胎 ,气压一般在 7 ～ 9个巴 ,而严重超载轮胎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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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可以达到 18个巴以上 。如此高的压力 ,一旦爆

胎 ,冲出的气流或崩出的碎块很可能使旁边的人

受伤 。要实现这么高的压力 ,主要依靠的是有内

胎轮胎。如果是无内胎轮胎 ,则很难使压力超过

额定值很多。轮胎气压如果不高 ,车辆就难以超

载(正常充气压力的轮胎会因超载而过度扁平 ,无

法正常行驶)。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全钢载重子

午线轮胎 ,中国主要使用有内胎型的 ,而西方国家

都使用无内胎型的。

使用无内胎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有很多好

处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减轻重量 ,节约橡胶等原材料;

2.降低滚动阻力 ,节油;

3.减少升热 ,延长寿命;

4.气密性好 、维修方便;

5.安全性好 。

这些优点其实早就为轮胎行业所共知 ,但由

于目前汽车出厂时普遍装配有内胎的浅槽轮辋 ,

要想使用无内胎轮胎 ,必须先更换深槽轮辋 ,因此

即使有用户同意使用无内胎子午线轮胎 ,也因不

愿出钱更换轮辋而作罢。所以无内胎全钢载重子

午线轮胎始终无法在国内获得推广 ,倒是在海外

市场销路不错(实际上出口的全钢子午线轮胎绝

大多数是无内胎型),出口节节上升 , 2005 年达到

1000万条左右。

对于轮胎生产企业来说 ,生产无内胎和有内

胎的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从技术角度讲没有太大

差别 。那么国内生产的轮辋有问题吗  也没有 ,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轮委员会的说法 ,中国

的无内胎轮辋生产线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 ,技术

先进质量一流 ,但在中国却无用武之地 ,主要向发

达国家出口 ,预计到 2010年每年可以达到 1000

万个 。

因此 ,强制推行无内胎轮辋 ,以根除超载这个

毒瘤已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这个东风由谁来借呢  恐怕要由一个比较高

级别的半官方机构出面才行 ,比如由石油化工协

会出面 ,再联合上汽车工业协会 、交通部 、环保总

局和交管部门里面的相关机构 ,只要上面有人牵

头 ,下面的同志做好文字工作 ,比如全国每年因货

车超载造成损失的统计数字(公路 、桥梁 、货物 、环

境污染 、人身伤害等),使用无内胎载重轮胎后的

节油效果 、节约原材料效果和防止超载效果 ,以及

国外货运车辆轮辋及轮胎的使用情况 ,专家学者

的意见等 。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一定有望成

功。为了环保 ,汽车可以强制安装三元催化装置 ,

为了交通事故的保障 ,可以强制执行交强险 ,那么

为了安全 、节能 、环保等诸多好处 ,强制推行无内

胎轮辋也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

如果中国能早一天强制推行无内胎轮辋 ,轮

胎以及交通运输行业都能早一天走上健康发展道

路。

新一代环保节能

远红外电加热硫化罐

上海华原橡胶有限公司新研制成功的远红外

电加 热 硫 化 罐 已 获 国 家 专 利 (专 利 号

ZL02215649. 6)。经用户实际使用证明 ,该产品

完全达到设计要求 ,环保 、节能效果明显 ,操作简

便 ,适宜各种橡胶制品的硫化 ,与其它设备相比具

有以下特点:

1.硫化罐的温度和压力可以根据用户的工艺

要求进行设定 ,其温差最小可控制在±3 ～ 5℃的

范围内 ,且升温快 ,热分布均匀 ,可满足不同制品

的硫化要求。

2.采用该设备硫化不用配备锅炉 ,因而不存

在冒烟和除尘的问题 ,不但改善和美化环境 ,还减

少了企业的环保投资 。

3.省时省力 、节省时间 、降低能耗。远红外是

一种波长在 30 ～ 1000μ的电磁辐射 ,易被物体吸

收转化为它的内能 ,有显著的热效应 。远红外硫

化罐具有热辐射和节能的功能 ,罐内集成了远红

外辐射加热和能量储放技术及元件 ,罐外采用了

先进的测控元件和高稳定性能的可控硅控制系

统 ,因而当电能停止供给加热时 ,远红外线热能依

然有序储放 ,且恒温自控 ,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该硫化罐比传统硫化方式可节能约 35%以上 ,从

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4.该设备占地面积小 ,压力 、温度均采用自

动 、手动二重控制 ,可随时开机停机 ,因而安全可

靠 ,操作简便。 徐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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