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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7 年全球天然橡胶市场供需矛盾趋向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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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回顾井分析 J

’

2 0 06 年个球大然橡胶市场的供应及需求情况
、

展望 2 00 7 年人然橡胶供需状况将进一 步

好转
,

但气候仍是必须考虑又 无法顶知的影响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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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6 年是国内天然橡胶价格完全打开市场

想象空间
、

暴涨暴跌的一年
,

涨跌间完成 r 一轮从

1800 0 元升至 30 00 0 元
,

再跌至 1600 0 元的冲高回

落行情
,

期间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天然橡胶价格

令用胶企业难以招架
。

2 007 年初
,

天然橡胶再次

发动一轮涨势
,

又回升至每吨 2 2 0 0 0 元左右
。

今

年的天然橡胶价格是否会象去年一样直 上重霄
、

大幅震荡呢 ? 笔者通过对全球天然橡胶市场结构

的回顾和展望 与读者做些探讨
。

印尼和马来西亚增产明显
,

供应有所改善

全球天然橡胶年总产量目前己经达到 9 0 0 多

万 t
,

主产区在亚洲
,

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94 %

左右
。

其中泰国
、

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是亚洲乃

至全球的主要产胶国
,

占全球天然橡胶总产量的

70 %
。

主要产胶国按产量占全球的份额排序依次

是
:
泰国 32 %

,

印尼 26 %
,

马来西亚 13 %
,

印度 9%
,

越南 6%
,

中国 5%
,

非洲 4%
,

南美 2%
,

其他 3%
。

200 6 年
,

全球产量扭转了 2 0 05 年停滞不前

的局面
,

重新恢复较快的增长速度
。

根据 IR S G

的预测
,

2 0 0 6 年全球天然橡胶产量达 93 4
.

6 万 t
,

较 200 5 年增产 6 %
,

与过去 3 年的平均增速基本

保持一致
。

虽然不及 2 003
、

200 4 年 8% 左右的增

速
,

却较 200 5 年 2% 的增产速度已大为改观
。

从地区产量看
,

产量增加最多的是印尼
,

新增

产量 2 0 万 t
,

总量达到 2 4 7t ;其次是马来西 亚
,

新

增产量 12 万 t
,

总量达到 125 万 ;t 泰国由于上半

年减产
,

全年的总产量小幅微增 1
.

6%
,

总产量变

动不大
,

在 2 9 8 万 t 左右
,

但仍是最大的天然橡胶

生产国 ;中国虽然积极进行灾后恢复
,

但部分胶树

严重受损
,

导致 2 0 0 6 年产量仍旧维持在 50 万 t

左右
〔 )

东南亚主产区的产量仍在积极增长之中
,

印

尼
、

马来西亚每年的增幅达到 10 % 左右
,

泰国产

区因气候过分恶劣使得其增产有限
。

泰国在

199 9 一
20 0 4 年间胶林面积增加约 5%

,

按新胶树

6 一 7 年的开割时间算
,

2 0 0 7 年依然将是这部分产

能陆续产出的年份
,

如果东南亚能迎来风调雨顺

的一年
,

产量的增加应该会非常显著
)

! l t (S ; 对

20 07 年作 出 r 近 8% 的产量增长预期
)

这是

IR SG 基于耕种面积和 单产在顺产情况下做出的

估值
,

虽然面临气候等变数
,

但对未来的趋势有很

好的指向作用
。

谈及天然橡胶产量
,

不能回避的最大因素便

是产区气候
。

毫无疑问
,

目前对产量威胁最大的

因素便是气候因素
,

这是解读天然橡胶未来产量

趋势时所必须考虑
、

但又无法预知的因素

表 l 主要天然橡胶产胶国近年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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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出现疲软
,

消费中心进一步转移

天然橡胶的消费区域与轮胎产业的分布密切

相关
。

超过 60 % 的天然橡胶被亚洲使用
,

中国
、

日本
、

印度均是用胶大国
。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

然橡胶消费国
,

占消费总量的 24
.

4 %
,

其次是美

国 12
.

4%
、

日本 9
.

6 % 和印度 8
.

8%
,

其余国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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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所占比例都极为有限
。

从消费终端看
,

约 65 % 的天然橡胶消费用于

轮胎
,

其次是乳胶产品
、

胶鞋
、

胶管
、

胶带等
。

在天

然橡胶与合成橡胶的消费趋势方面
,

合成橡胶在

非轮胎生产的消费比例提高
,

而轮胎对天然橡胶

的需求到 目前还很难被替代
。

200 6 年
,

全球的天然橡胶消费量达 9 18 万 t

左右
。

亚洲继续保持旺盛的消费势头
,

而传统消

费地区北美和欧盟的消费继续低迷
,

呈现负增长
。

这与这两个地区的工业生产走弱有关
,

同时也符

合全球轮胎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亚洲新兴国家转移

的趋势
。

轮胎产业的迁移带动了天然橡胶消费的

重新布局
,

中国低廉的制造成本和巨大的消费市

场吸引着全球轮胎产业不断向中国集中
。

目前中

+[] 的天然橡胶消费已占全球总量的 l4/
,

中国市

场的变化和宏观政策将越来越重要地影响全球天

然橡胶的消费
。

200 6 年全球经济增速略有放缓
,

同时处 于历

史高位的天然橡胶价格也抑制了消费
,

使得 200 6

年全球的天然橡胶消费增速明显减慢
。

统计数据

显示
,

200 6 年全球天然橡胶消费增速在 2% 左右
,

只有过去 3 年平均增速的 l 3/
。

亚洲 主要消费国

5% 的增长速度虽然好于整体情况
,

但也只达到过

去 3 年平均增速一半左右的水平
。

中国受轮胎新

增产能减缓和中小轮胎企业亏损关闭的影响
,

消

费增速也较前几年放缓
。

从年度均价来看
,

东京期胶维持在每 千克 248
.

4

日元
,

沪期胶每吨 2 1395 元
,

泰国胶每千克 72 泰

株
,

国产 5 号胶每吨 21 123 元
。

产量增加和消费放缓令 200 6 年全球天然橡

胶供需从 200 5 年的缺 口 19 万 t 转为盈余 巧
.

8

万 t
,

供需平衡由缺 口过渡到偏紧平衡 年度库

存消费天数由 200 5 年的 51 天提高到 56 天
,

供需

紧张程度有所缓和
,

但该数值依然处 于近 5 年的

中性水平
。

过去 10 年全球平均库存消费天数是

9 0 天
,

可见当前的存量水平远处 于历史低位
。

天

然橡胶供需偏紧平衡格局为阶段性的供需矛盾加

剧提供了条件
。

表 2 主要天然橡胶消费国近年消费情况

4 200 7 年有望供需两旺
,

供需矛盾进一步缓解

20 07 年
,

IR s G 预测天然橡胶产量将保持 比

200 6 年更快的增速
,

产量有可能突破 千万规模
,

达到 100 7 万 t
。

而需求方面
,

虽然 目前的美国经

济有所放缓
,

但经济增速仍可望维持在历史平均

水平之上
,

而 日本和欧盟的经济仍在向好
,

随着美

国经济的启稳
,

全球经济可望在 200 7 年下半年之

后重拾升势
,

这将对天然橡胶的消费形成较好的

支撑
。

同样 IR S G 也对 200 7 年的全球天然橡胶消

费给出了较乐观的预期
,

全球天然橡胶消费有望

增长 6
,

2%
,

总量达到 975 万 t
。

据此预测数据
,

200 7 年天然橡胶的总体供需状况将一步好转
,

供

需盈余上升到 32 万 t
,

库存消费天数可进一步提

高到 65 天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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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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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 t 增加超过需求
,

供需恢复偏紧平衡

承接 200 5 年的供需缺口
,

200 6 年上半年的

阶段性供需矛盾激化将天然橡胶价格推向历史高

位
,

但阶段性的供应紧张并不能掩盖全年产量较

快增长的事实
。

在产量增长逾 6% 的背景下
,

天

然橡胶消费却因全球经济放缓和受高胶价抑制
,

出现一定程度的疲软
。

随着供应逐渐恢复和消费

增速放缓
,

天然橡胶价格 自历史高位迅速回落
。

当然
,

这种预期仍旧难以把气候影响因素考

虑进来
,

供应仍会因天气的好坏而出现较明显的

波动
,

从 而导致局部或阶段性 的紧张
,

但至 少

200 6 年留给 200 7 年的是一个盈余的起点
,

这与

2 0( 沁 年所承接的基础已经有着明显的不同
。

基

于供需趋势和库存的预测判断
,

笔者认为 200 7 年

天然橡胶市场虽然还是难以改变供需偏紧平衡的

局面
,

但基本面有望进一步好转
,

顺产情况下胶价



·

18
·

橡 胶 科 技 市 场 200 7年第 6期

的运行中轴可能会比 200 6年有所下调
。

但不确

定的天气因素依旧是悬于天然橡胶偏紧平衡之上

的一把利刃
,

局部市场或阶段性存在因天气导致

的供需矛盾可能激化
。

天然橡胶市场价格回升反弹

自 200 6 年 12 月下旬以来
,

国内天然橡胶市

场价格总体呈回升态势
。

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市

场监测
,

200 7 年 1 月初
,

国内主销区标一号胶的

每吨销售价格在 1 8 500
一 1900 0 元间波动

。

其中

温州
、

厦门为 19 (X〕0 元
、

青岛
、

天津为 188 00 元
、

上

海则为 185 00 元 ; 1 月下旬国内主销区标一号标

胶侮吨的销售价格 七升到 19 000
一 200 0 0 元之间

`

其中温州
、

厦门为 19 (X洲〕元
、

青岛
、

天津
、

上海同为

2 (启扣 元
。

综合起来看
,

l 月份全国天然橡胶市场

综合平均价格比 200 6 年 12 月上涨 4
.

4 %
。

从国际市场来看
,

主要产胶国天气不好
,

泰国

持续降雨
,

马来西亚出现 r 洪涝灾害
,

由此引发了

市场对供应血的担忧
。

泰国降雨导致割胶
_

L作暂

时停止
,

马来西亚的洪水则影响了橡胶的运输
,

从

马来西亚运输橡胶的船期出现 了延迟
。

受此影

响
,

国际市场大然橡胶价格持续上涨
。

l 月底 2

)] 初
,

国际 现货市场泰闰 I又5 5 3
、

印尼 S l lU O 的

200 7 年 3 月 F O B 价分别达到每吨 2 297
.

1 美元和

2 0 7 0 美元
。

另外
,

国际市场 L对天然橡胶的需求

也有所上升
。

需求上升主要是受两方面的因素拉

动
:
一是固特异等轮胎生产商开始大量买进天然

橡胶 ;二是中国农历新年即将来临
,

买家纷纷赶在

春节前提升库存
,

集中采购
,

扩大进 !」
。

200 6 年

12 月
,

我国天然橡胶进 「1 16 万 t
,

比去年同期增

长 6
.

7%
,

比上月增长 14
.

3%
。

从国内来看
,

自 200 6 年 12 月下旬以来
,

国内

天然橡胶主产区逐渐进人停割期
,

接下来三个多

月的时间内
,

市场资源供应主要依靠进 口和消化

库存
。

从库存来看
,

据了解
,

由于 200 6 年 7 月份

以来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

为了减少 风险
,

农垦系

统
、

流通环节库存都有不同程度的消化
。

据有关

方面估计
,

目前全社会库存水平至 多 14 万 t 左

右
,

不足一个月的消费量
。

停割期间
,

国内天然橡

胶市场资源供应将趋于紧张
)

在供应减少
,

需求旺盛的背景下
,

来自资本市

场的投机力量也推动了行情上涨
。

自去年年底以

来
,

国际上东京橡胶期货交易市场
、

国内上海期货

交易市场不断走强
,

也不同程度地带动了现货市

场的价格 L涨
。

目前国内外天然橡胶市场价格正呈现出阶段

性回升
,

尽管目前尚难断定回升的幅度和持续时

间
,

但从时间上来看
,

随着全球天然橡胶供应淡季

的来临
,

在需求保持平稳的背景下
,

胶价整体走势

将呈现平稳回升的状态
。

目前国 lAJ 产区海南
、

云

南已经全线停割
,

国际产胶国也有提前进人割胶

淡季的迹象
,

泰国东部
、

北部一线已经基本进人停

割状态
,

而南部预期也在去年底今年初进人停割

期
,

而在正常情况下
,

南部应该在 2 月底停割
。

国

际市场供应在未来的 2 一 3 个月会逐渐进人淡季
)

另外
,

最近 又传来消息
,

即将来临的厄尔厄诺天气

现象和社会动乱可能会缩减东南亚地区今年的橡

胶供应
,

并由此进一步推升价格
。

综合这些因素

来看
,

预计未来两 三个月国内外大然橡胶市场价

格走势将以小幅回升为基调
。

陈中涛

印度橡胶制品生产商

青睐中国橡胶机械

近两年
,

印度橡胶制品生产商对中 tI] 橡胶机

械的采购年增长幅度超过 100 %
。

根据全印度橡

胶协会的官方统计
,

200 5 年印度从中国进 1[ 的橡

胶机械产品达到 6 亿 ) `了比
,

比 2X() 4 年增加 4
.

5 亿

卢比
。

尽管目前 200 6 年的数据还未统计
一

出来
,

但

根据协会的测算
,

200 6 年从中国采购的橡胶机械

产品至少是 200 5 年的两倍
。

中国制造的橡胶机

械产品
,

以其优良的性价比深受印度橡胶制品生

产商的欢迎
。

随着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
,

中国的橡胶机械

制造商将迈出国门
,

在国际市场大展身手
。

由于

中国橡胶机械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

印度橡胶制

品生产商一改过去对中国产品的轻视
,

开始青睐

中国制造的橡胶机械产品
,

在他们采购的橡机产

品中
,

至少有 9 0% 的产品出自中国
。

并且伴随着

印度汽车工业的发展
,

印度橡胶制品工业会有一

个巨大增长
,

因此对中国橡胶机械的采购目前仅

仅是个开始
,

这种趋势还会继续
。

梁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