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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进出口情况

近年来 ,我国大陆地区聚丁二烯橡胶每年都

有进口 ,且进口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2001年我

国聚丁二烯橡胶的进口量为 5.72万 t , 2006 年增

加到 15.33万 t ,比 2005年增长约 33.65%,约占

国内总消费量的 26.6%。2001 ～ 2006年进口量

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21.79%。2007 年 1 ～ 8月份

的进口量为 14.86万 t ,同比增长约 42.30%。

我国大陆地区聚丁二烯橡胶的进口来源地主

要是日本 、韩国 、泰国和我国台湾省 , 2006 年来自

上述 4个地方的进口量合计约占我国大陆地区总

进口量的 57.72%。其中韩国是我国大陆地区最

大的聚丁二烯橡胶进口来源地 ,其次是日本 、泰国

和我国台湾省。进口方式以来/进料加工 、一般贸

易方式为主 ,分别约占聚丁二烯橡胶进口总量的

53%和 37%。另外 ,保税货物及转储方式进口数

量也增长较快。广东和江苏两省是我国聚丁二烯

橡胶主要的进口地区 ,其进口量分别约占国内总

进口量的 45%和 34%。

在进口的同时 ,我国聚丁二烯橡胶产品也有

部分出口 。2001年出口量为 6.98万 t ,创历史最

高记录 ,出口量约占国内总产量的 20.89%;2002

年以后出口量开始趋于下降 , 2005 年出口量为

3.65万 t ,2006年出口量为 2.32万 t ,2007年 1 ～

8月份的出口量为 1.05万 t ,同比减少约 34.7%。

2.3　消费现状及市场前景

随着我国橡胶制品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对聚

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迅速增加 。1995 年我国聚

丁二烯橡胶的表观消费量为 23.38万 t , 2000年

达到约 32.91万 t , 1995 ～ 2000 年表观消费量的

年均增长率为 7.08%;2001年我国聚丁二烯橡胶

的表观消费量约为 32.15 万 t , 2005 年达到约

47.44万 t ,比 2004年增长 1.8%;2006年进一步

增加到约 57.63万 t ,比 2005年增长约 21.48%,

2001 ～ 2006 年表观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12.38%。近年来我国聚丁二烯橡胶的供需情

况见表 5 。

　　目前我国聚丁二烯橡胶主要用于轮胎 、制鞋

及高抗冲聚苯乙烯(HIPS)和 ABS树脂的改性等

方面 。2006年我国聚丁二烯橡胶的消费结构为:

轮胎制造业对聚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约占总需求

表 5　近年来我国聚丁二烯橡胶的供需情况

年　份 产量/万 t 进口量/万 t 出口量/万 t 表观消费量/万 t 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率/ %

1996年 26.40 2.16 0.29 28.27 20.9

1997年 27.83 2.28 1.04 29.07 2.8

1998年 22.30 2.25 1.52 23.03 -20.8

1999年 29.25 4.93 2.12 33.27 30.8

2000年 31.20 5.24 3.67 32.91 -1.1

2001年 33.40 5.72 6.98 32.15 -2.3

2002年 34.12 6.87 3.28 37.71 17.3

2003年 39.06 8.70 3.01 44.75 18.7

2004年 39.71 10.69 3.80 46.60 4.1

2005年 39.62 11.47 3.65 47.44 1.8

2006年 44.62 15.33 2.32 57.63 21.5

2007年 1～ 8月 27.90 14.86 1.05 4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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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68.2%,制鞋业方面的需求量约占 11.3%,

高抗冲聚苯乙烯(HIPS)和 ABS 树脂等塑料改性

方面的需求量约占 8.7%,胶管 、胶带方面的需求

量约占 7.8%,其他方面的需求量约占 4%。

轮胎制造业是我国聚丁二烯橡胶最大的消费

领域 。聚丁二烯橡胶与天然橡胶或者丁苯橡胶共

混 ,可用于胎面胶 、胎侧以及胎体等 。目前载重子

午线轮胎的胎圈部位用胶约 70%为低顺式聚丁

二烯橡胶。我国轮胎工业正在进行产品结构调

整 ,传统斜交轮胎产量逐渐减少 ,而性能更加优越

的子午线轮胎产量在不断增加 。2006 年我国轮

胎外胎产量达到 43 318.32 万条 , 同比增长约

15%,其中汽车子午线轮胎的产量为 17 859.81

万条 ,同比增长约 26.7%,对聚丁二烯橡胶的需

求量达到约39.3万 t。随着对“绿色轮胎”认识的

不断提高以及轮胎结构和技术进步逐步向子午

化 、无内胎化和扁平化方向发展 ,轮胎行业对橡胶

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而对传统的橡胶品

种牌号提出了新的挑战。溶聚丁苯橡胶 、丁基橡

胶和充油橡胶不仅能降低轮胎的生热和滚动阻

力 ,而且对提高轮胎的质量 、降低成本和适应环境

要求都有较好的效果 ,因此将会被广泛使用 ,通用

聚丁二烯橡胶需求的增长速度将低于其他合成橡

胶。但是由于聚丁二烯橡胶的耐寒性好 ,它在冬

季轮胎中的用量将会不断增加 ,良好的耐屈挠性

也使其在轮胎胎侧中的应用不可缺少 ,另外 ,随着

稀土顺丁橡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其需求量将不

断增加 ,因此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轮胎制造业对聚

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将稳步增加 ,预计到 2008年

需求量将达到约 42万 t , 2011年的需求量将达到

约 50万 t 。

制鞋行业是目前我国聚丁二烯橡胶的第二大

应用领域 ,我国的鞋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50%以

上 ,其中约 80%用于出口。鞋底用胶有天然橡

胶 、丁苯橡胶和聚丁二烯橡胶等 ,配方比较灵活 ,

厂家可以根据原料价格变化及时调整所用胶种的

比例 ,以降低生产成本。近年来 ,胶鞋行业开始追

求高质量 ,注重胶鞋的穿着舒适性 、美观 、防滑性

能及寿命 ,在原料选择上也有较大变化 ,尤其是一

些有实力的大型制鞋企业 ,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

力 ,增加了高苯乙烯橡胶 、溶聚丁苯橡胶 、粉末丁

腈橡胶以及热塑性弹性体等其他胶种的使用比

例 ,聚丁二烯橡胶的用量相应有所减少 。2006年

我国胶鞋的产量达到 15.9 亿双 , 同比增长约

24.8%,对聚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约为 6.5万 t。

由于国家宏观政策控制胶鞋产量的增长以及消费

水平的不断提高 ,预计今后几年我国胶鞋用聚丁

二烯橡胶的消耗量将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2008年

对聚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约为 7 万 t , 2011年的

需求量约为 8.5万 t 。

聚丁二烯橡胶的另外一个重要消费领域是用

于聚苯乙烯和 ABS树脂的抗冲击改性 。2006年

此领域对聚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约为5万 t ,随着

我国聚苯乙烯和 ABS 树脂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加 ,

对聚丁二烯橡胶(钴系胶和锂系胶)的需求量将不

断增加。预计 2008该领域年聚丁二烯橡胶的需

求量将达到约 7.5万 t , 2011年的需求量将达到

约 10万 t 。

聚丁二烯橡胶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用于胶管

和胶带。聚丁二烯橡胶耐磨性 、弹性 、耐低温性及

耐屈挠性较好 ,适用于一般胶管及耐磨胶管的各

胶层及耐磨层胶料 ,V 带的底胶和普通输送带的

覆盖胶和缓冲胶等 ,加上聚丁二烯橡胶比丁腈橡

胶 、丁基橡胶 、乙丙橡胶和氯丁橡胶的价格低 ,因

此一些胶管和胶带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偏向于使用

聚丁二烯橡胶和丁苯橡胶原料 ,采用低成本低价

格的策略来获取利润 ,所以近年来我国胶管 、胶带

行业对聚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有较大幅度的增

长。2006年胶管和胶带行业对聚丁二烯橡胶的

需求量约为 4.5万 t ,预计 2008年需求量将达到

约 5.5万 t ,2011年的需求量将达到约 6.5万 t。

加上在其他方面的需求 ,预计 2008年我国聚

丁二烯橡胶的总消费量将达到约 65万 t ,2011年

总需求量将达到约 80万 t ,需求增长主要集中在

钴系聚丁二烯橡胶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以及稀

土钕系聚丁二烯橡胶等品种。

3　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我国是聚丁二烯橡胶生产大国 ,目前的生产

能力仅次于美国 ,位居世界第二位 ,但目前我国聚

丁二烯橡胶生产也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产

品牌号主要是通用镍系聚丁二烯橡胶产品 ,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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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充油以及稀土聚丁二烯橡胶的产量很小 ,不能

满足国内实际生产的需求 ,仍需要进口;装置规模

小 ,目前除中石化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和中石

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10

万 t以上外 ,其余大多数装置的年生产能力均在

3万 ～ 5万 t之间 ,难以发挥规模效益 ,缺乏市场

竞争力;自控水平低 ,如在线门尼粘度检测水平

低 ,导致产品门尼粘度波动较大 ,影响用户使用;

蒸汽与溶剂的消耗比例略高于国外 ,产品出口量

小 ,在轮胎 、胶带胶管等传统应用领域中的消费量

增长缓慢等。为了使我国聚丁二烯橡胶的生产消

费健康有序地发展 ,迎接今后更加激烈的市场竞

争 ,我国聚丁二烯橡胶产业应该将重点放在以下

方面 。

1.提高现有镍系聚丁二烯橡胶的生产技术

水平 ,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国内供需现

状来看 ,目前我国镍系聚丁二烯橡胶的生产能力

已经过剩 ,今后不宜再新建或扩增生产能力 ,而是

应该进一步优化现有镍系聚丁二烯橡胶生产催化

体系和工艺条件 ,开发新型聚合釜及新型搅拌器 ,

开发直接干燥技术 ,用单一溶剂代替混合溶剂 ,实

现全过程及品种牌号切换的 TDC 控制 ,从而降

低物耗能耗 ,提高产品内在质量 ,以继续保持我国

镍系聚丁二烯橡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

2.开发镍系聚丁二烯橡胶专用化 、系列化产

品。镍系聚丁二烯橡胶产品除巩固现有市场外 ,

还应向专用化 、系列化方向发展。如开发不同门

尼粘度 、不同充油量的产品 ,用于塑料改性及制造

高尔夫球的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等 。还应该从环

保的角度出发 ,开发充环烷油的非污染充油聚丁

二烯橡胶 。目前 ,在欧洲和日本都有一定量的镍

系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用于塑料改性 ,此外国内

生产高尔夫球用高顺式聚丁二烯基本上完全依赖

进口 。

3.不断开辟聚丁二烯橡胶新的应用市场。

开辟聚丁二烯橡胶在非轮胎制品中的应用市场 ,

增加聚丁二烯橡胶在工程机械轮胎 、农业轮胎中

的使用比例 ,占领塑料改性用聚丁二烯橡胶市场 ,

开发改性聚丁二烯橡胶如氯化 、环氧化 、羧化 、卤

磺化改性聚丁二烯橡胶的研究等 ,以进一步扩大

聚丁二烯橡胶的用量 。

4.加快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大力开展锂

系 、钕系聚丁二烯橡胶催化剂的研究和开发 ,重点

研究采用改性技术合成高性能聚丁二烯橡胶 ,以

满足高性能轮胎的要求;研究气相或液相聚合生

产聚丁二烯橡胶的新技术 。

5.加大稀土聚丁二烯橡胶的生产和推广应

用。稀土聚丁二烯橡胶顺式含量比较高 ,耐磨损 、

耐疲劳 、耐低温 、粘合性及拉伸性能均优于普通聚

丁二烯橡胶 ,用于轮胎可改善抗湿滑性 ,并降低滚

动阻力 ,适合制造高性能轮胎 ,因而倍受世界轮胎

企业的关注。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已经工业化的万

吨级稀土胶生产装置 ,做好做大 ,做精做强 ,并加

大应用研究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 ,以扩大稀土聚

丁二烯橡胶的需求量 。

6.重视 HIPS 改性用钴系高顺式聚丁二烯

橡胶的研究和开发 。近年来 ,国外陆续开发了许

多牌号的 HIPS 改性用钴系高顺式聚丁二烯橡

胶 ,并在塑料改性领域广泛应用。国外有的生产

企业目前可以在同一套装置上同时生产镍系和钴

系两种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目前我国用于

HIPS改性的钴系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和锂系低

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主要依赖进口 ,市场缺口较大。

因此 ,加快研究在现有聚丁二烯橡胶装置上生产

钴系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的可行性是一个重要

课题 。

7.加强国内外各生产厂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和

信息沟通 ,合理配置原料和市场 ,促进产品结构合

理化 ,充分发挥各企业的优势。同时加强销售队伍

建设 ,给下游企业提供及时和完善的技术服务 ,以

扩大国产聚丁二烯橡胶的市场占有率 。 (完)　

　　△东洋轮胎公司欧洲附属公司 ———东洋轮胎

欧洲 GmbH 公司近日宣布已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建立了伊比利亚代办处 ,该代办处已于 6月 2日

正式投入使用 ,主要负责公司在伊比利亚半岛的

产品销售业务和加强其品牌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博　文　

　　△普利司通澳大利亚轮胎公司近日宣布将提

高其翻新内胎产品售价 ,上涨幅度为 5%,实施时

间为 2008年 8月 1日。 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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