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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天然橡胶供需概况与发展趋势

邓海燕

(中国化工装备协会橡胶机械专业委员会，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介绍全球天然橡胶资源状况和消费状况。逐一分析天然橡胶主产国泰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越南、中国等国家的天然橡胶的生产、需求和进出口概

况。概述我国天然橡胶的产业形势和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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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其消费与化工

行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化学工业快速发展

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天然橡胶消费的中心地区。化

学工业属于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是处于工业化

加速发展期国家和地区的支柱性行业，我国目前

正处于这种时期。

l全球天然橡胶资源状况

三叶橡胶树原产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马拉岳

西部地区，现已移植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

前，世界天然橡胶主要产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ANRPC)及国际橡

胶研究组织(IRSG)统计，目前全球橡胶树种植面

积接近1100万hm2，年生产能力接近1000万t，

其中ANRPC成员国的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

92．2％以上，其他国家的产能占7．8％左右。但

天然橡胶生产受灾害天气、病虫害等因素的制约，

只有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产能才能100％转化为

产量。ANRPC目前的主要成员国是泰国、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越南、中国、斯里兰卡。

2003—2010年ANRPC天然橡胶产量见表1。

从表1可见，ANRPC成员国天然橡胶产量

占世界天然橡胶消费总量的90％以上，对全球橡

胶工业起到了主要支撑作用，其贡献是巨大的，同

时也享有不可忽视的话语权。图1显示了AN融)C

成员国天然橡胶产量与世界天然橡胶消费量的

关系。

从图1可见，加上由非ANRPC国家所拥有

的7．8％产能转化的产量(2010年约78万t)，全

球天然橡胶的产供需基本平衡，但如果发生大的

自然灾害或区域性政局不稳，将极有可能打破这

种平衡。

表1 2003--2010年ANRPC成员国天然橡胶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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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天然橡胶消费状况

橡胶和轮胎工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产业

和支柱产业之一。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我国

汽车工业、公路建设以及运输业飞速发展，橡胶轮

胎工业的规模不断壮大，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

天然橡胶是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资，其特性是

合成橡胶所不能替代的。目前，全球橡胶制品天

然橡胶消费量占橡胶消费总量的40％以上，我国

天然橡胶消费量占橡胶消费总量的比例略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及所占橡胶消

费总量的比例见表2。

2003—2020年世界天然橡胶消费趋势见图

2。可以看出，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橡

胶制品市场萎缩，企业调整生产规模，部分工厂停

产、限产，这从橡胶消费量上也有所体现。随着全

球经济逐渐回暖，2010年天然橡胶消费量呈现增

长。据IRSG预测，2015年世界天然橡胶消费量

将达1310万t，2020年将超过1500万t。从图2

还可以看出，今后10年世界天然橡胶消费量持续

增长，并在最近5年增幅较大。

表2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及占橡胶消费总量的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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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2003--2020年世界天然橡胶消费趋势

3全球天然橡胶主产国概况

天然橡胶产业是典型的环境约束型产业，目

前橡胶树种植面积较大的国家有泰国、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印度、中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

卡、科特迪瓦、巴西、利比里亚等。下面逐一介绍

天然橡胶主要生产国概况。

3．1 泰国

自1991年以来，泰国一直作为世界第一大天

然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引领世界天然橡胶行业。

泰国橡胶树种植业起源于19世纪末期，经历了4

个重要的发展阶段。(1)快速发展阶段(193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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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48万hm2；(2)再

次发展阶段(1950一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再次

引发天然橡胶价格飚升，促使橡胶树种植面积扩

大到64万hm2；(3)产量提高阶段(1978—1991

年)：泰国橡胶树翻种计划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

在扩种和更新中选用了高产无性系树种，天然橡

胶产量迅速提高，1991年达到134万t，居世界首

位；(4)持续发展阶段(1991年至今)：加大了技术

投入，提高了管理水平，促进泰国橡胶种植业稳步

发展，天然橡胶产量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增长。

泰国自2000年以来天然橡胶年产量占到世界总

产量34％左右，一直保持世界最大天然橡胶生产

国的地位。

泰国天然橡胶产业具有明显的特点：(1)泰国

橡胶树种植面积大，但产量不高，优良品种的推广

应用相对较慢，加之割胶技术差，对橡胶树伤害严

重，导致更新时间提前，资源浪费较大；(2)泰国橡

胶加工工艺先进，生产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人

均劳动生产率高，而且还非常重视对产品质量的

检验，从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信誉；(3)相关政策

好，泰国政府从生产到销售对每千克天然橡胶只

收取0．9铢(折合人民币0．18元)的税费，而这笔

费用的85％又返回到胶农种植、开垦和更新上；

(4)胶农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共同抵御经营

风险，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护他们的共同利

益。泰国政府对天然橡胶产业的重视程度非常

高，经营橡胶种植、加工的企业几乎没有社会负

担，没有繁多的税费，且政策优惠。但是泰国橡胶

业仍存在管理分散和不到位的问题，导致世界天

然橡胶价格时常随着泰国政局和天气等因素而大

幅度波动。

泰国天然橡胶出口量占其产量的90％左右，

主要出口国包括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和韩

国。出口到这5个国家的天然橡胶总货值占泰国

天然橡胶出口总货值的70％以上。泰国天然橡胶

出口的主要品种为标准胶、烟胶片和胶乳。2004

年以前，泰国烟胶片出口量占到天然橡胶出口总

量50％左右；2004年以后，标准胶的出口量超过

了烟胶片，标准胶出口量约占天然橡胶出口总量

40％，烟胶片占30％，胶乳占20％。泰国天然橡

胶出售一般通过3个渠道进行：(1)通过世界市

场，例如新加坡商品交易所(SlCOM)市场、东京商

品交易所(TOCOM)市场、伦敦市场以及纽约市场

等出售；(2)通过橡胶出口商和橡胶使用者之间的

直接贸易出售；(3)通过对销贸易出售。

我国是泰国天然橡胶出口主要的目的地，对

我国的出口量占泰国天然橡胶总出口量30％以

上。泰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我国

作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橡胶消费国，两者需求密切

关联。

泰国是ANRPC成员国，因其天然橡胶产量

占世界天然橡胶总产量的1／3左右，在世界天然

橡胶市场拥有较大话语权。国际社会希望泰国成

为世界橡胶市场的稳定者，引导世界橡胶产业健

康持续发展。

3．2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橡胶生产国，

橡胶树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

印度尼西亚是大规模种植橡胶树的起源地，

橡胶树商业栽培始于1902年。由于该国土地广

阔，劳动力充沛，橡胶树种植业发展迅速。1999年

印度尼西亚橡胶树的种植面积已达360．7万hm2，

后来由于小型胶园缩减，橡胶树的种植面积逐年

略有下降，但降幅不大。2009年印度尼西亚橡胶

树种植面积仍保持在350万hm2左右。得益于单

产提高(由2000年的0．67 t·hm_2增长到现在的

1．004 t·hm-2)，年产量增长了约50％。

印度尼西亚橡胶树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苏门

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的橡胶树种植

面积占全国橡胶树总种植面积的75％，加里曼丹岛

占20％。如果以赤道为界，印度尼西亚赤道以南的

橡胶树种植面积占该国橡胶树总种植面积的60％。

印度尼西亚政府非常重视橡胶加工能力的建

设，近年来新增本地或外资投资的20多家橡胶加

工厂，企业规模都较大，年加工能力2万～6万t。

苏门答腊、爪哇一带主产区都有强大的加工企业

集群，巨港和棉兰2个城市的天然橡胶年加工能

力在120万t以上。

印度尼西亚天然橡胶产业结构调整和限产减

产政策将延续到2014年，政府更是借限产之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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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高该国天然橡胶的质量。印度尼西亚政府和

相关行业已达成协议，为本国市场上的天然橡胶

制品制定更高的质量标准，此举将提高印度尼西

亚天然橡胶的竞争力。由于印度尼西亚天然橡胶

质量稳定，成为米其林等大型跨国轮胎公司直接

采购的主要来源。

在降低天然橡胶产量的同时，印度尼西亚政

府也在设法提高对天然橡胶的需求，尤其是提高国

内市场对天然橡胶的消费量。目前该国天然橡胶

年消费量仅为其年产量的15％，远小于马来西亚的

40％。为增大本国消费量，印度尼西亚政府积极发

展天然橡胶下游产业，新建轮胎和乳胶制品等项

目，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本国天然橡胶下游产业。

印度尼西亚是仅次于泰国的世界第二大天然

橡胶出口国，天然橡胶作为印度尼西亚重要的出

口产品，年出口量约占其年产量的85％。天然橡

胶出口的主要品种是SIR20标准胶。印度尼西亚

出口天然橡胶中标准胶所占比例逐年增大，高达

95％以上；烟胶片所占比例逐年减小，这是印度尼

西亚天然橡胶最明显的特点。印度尼西亚天然橡

胶出口方式有2种：一是由新加坡营销商采购，产

品标准执行印度尼西亚标准；二是大型跨国公司

到印度尼西亚厂家直接定点采购，产品标准可以

由用户提供。印度尼西亚天然橡胶出口的主要国

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新加坡、韩国等。

我国是印度尼西亚第三大天然橡胶出口国，

仅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随着我国市场天然橡胶

消费量的攀升，印度尼西亚对我国的天然橡胶出

口份额也在迅速提升。目前，我国从印度尼西亚

进口的天然橡胶比2002年增长了6倍，从印度尼

西亚进口的天然橡胶占印度尼西亚天然橡胶总出

口量的18％。随着我国对印度尼诬亚天然橡胶采

购量增大及中国一东盟自贸区零关税的实施，专家

建议我国轮胎企业创造条件，像米其林那样，定

点、定标准直接采购，即施行集团采购；中小轮胎

企业可通过信誉好、实力强的营销公司施行联合采

购，要求印度尼西亚的天然橡胶加工厂按中方企业

需求的标准加工；同时，也可以通过国内已建立起

来的贸易市场，吸引印度尼西亚厂商到市场设点，

直接供应，建立不通过第三方的新型采购体系，以

保证天然橡胶的品质和货源稳定，降低采购成本。

印度尼西亚天然橡胶发展的宗旨是力求市场

供需平衡。目前印度尼西亚正计划采用第4代胶

木兼优的高产无性系树种更新老树种，该计划虽然

会减小天然橡胶产量，但仍可满足市场需要，10～15

年后木材收入将有效弥补胶乳价格较低的不足。

3．3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自1991年失去世界天然橡胶霸主

地位后，天然橡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再也没有提

升上来。

与此相反，马来西亚橡胶制品产业发展迅速，

自2002年起马来西亚已成长为全球第五大橡胶

消费国。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尤其

是对复合橡胶施行零关税后，该国橡胶制品产业

加速发展，2010年马来西亚橡胶制品出口额约达

111亿林吉特。

作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橡胶生产国，马来西亚

一方面出口天然橡胶，另一方面又大量进口天然

橡胶。

1990年以前，马来西亚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天

然橡胶生产国，1986年产量达最高峰，高达166．1

万t，占世界天然橡胶总产量的32．4％。20世纪

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天然橡胶的产量和出口量

分别占世界总产量和出口量的25％和30％。由

于产业结构调整，马来西亚推行种植棕榈作物，因

此橡胶树种植规模不断减小，天然橡胶产量下降，

橡胶树种植面积由最高峰的220 hm2缩减到2010

年的不足100 hm2。

马来西亚天然橡胶产量93％来自小型私营种

植园，7％来自300多家大型种植园。大型种植园

主要集中在吉达州、玻璃市、森美兰州、霹雳州和

槟城，种植面积超过1500 hm2的大型种植园有

6家。

马来西亚标准胶的生产以胶园凝块加工为

主，工厂规模一般为年产能2万～4万t，其品种

主要为SMRlO和SMR20标准胶，恒黏度产品牌

号为SMR CV60和SMR CV50，低黏度产品牌号

为SMR LVl0和SMR LV20。由于采用了标准

化生产，马来西亚标准胶的质量是世界上最好的，

价格也是最昂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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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三大天然橡胶出口

国，主要出口品种为标准胶和胶乳，标准胶出口量

占天然橡胶总出口量的88％(主要牌号为SMRl0

和SMR20)，胶乳占12％。马来西亚天然橡胶的

主要出口国家为中国、德国、美国和韩国，每年出

口到这几个国家的天然橡胶数量接近年产量的

50％。近年来马来西亚在对美国、韩国、日本、英

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天然橡胶份额不断下降的背景

下，对中国的出口份额却在不断增大。

相对于泰国等主要天然橡胶生产国，马来西

亚橡胶制品业发达，有乳胶制品、轮胎、通用橡胶

制品和胶鞋4个下游行业。乳胶制品行业是最主

要行业，其产品出口量占该国橡胶制品出口量的

75％。马来西亚主要出口的橡胶制品有橡胶手

套、橡胶导管和乳胶线。这3类产品的产量和出

口量居全球第一，其中橡胶手套产量占全球消费

量的60％，橡胶导管占80％，乳胶线占70％。

3．4 印度

印度天然橡胶产业在近50年来发展迅速，

1960年该国橡胶树种植面积为2．3万hm2，2010

达到约70．5万hm2。产量由1975年14万t增长

到2000年62．9万t，2010年由于开割面积增大，

提高到约89．3万t。目前印度是全球第四大天然

橡胶生产国，此外，印度还是一个天然橡胶高产

国。1951年单产为0．284 t·hm_’，1998年提高

到1．565 t·hm～，2010年约达1．8 t·hm_’，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

印度是一个天然橡胶消费大国。汽车行业的

天然橡胶消费量占印度天然橡胶消费总量的60％

以上。为满足需求。印度政府一直努力实现天然

橡胶自给，把天然橡胶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项目。

借助世界银行的资助，印度在东北地区及非

传统种植区大力种植橡胶树，同时构建以橡胶树

为主要作物的持续农业，让天然橡胶成为流动部

落民族的经济来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目前，印

度东北部已成为橡胶树种植的重要地区。

因为该国天然橡胶库存量充足，再加上新开

割面积的新增产量，最近l～2年内印度应该不需

要进口天然橡胶。如果随着该国经济扩张，橡胶

需求持续增加，印度可能在未来2～S年需要进口

天然橡胶。

3．5越南

越南作为世界第四大天然橡胶出口国，橡胶

产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近

几年，越南天然橡胶产业迅速增长，橡胶树种植面

积、天然橡胶产量和出口量屡创新高。目前，三叶

橡胶树已经成为越南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越

南正作为天然橡胶后起之秀吸引世界的目光。

越南种植橡胶树始于1923年。20世纪70年

代，越南橡胶树种植面积仅为7万hm2，年产量仅

4万t，80年代中期橡胶树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

20万hm2。进入21世纪，越南橡胶种植业高速发

展，2000年橡胶树种植面积为41．2万hm2，2010

年扩大到67．8万hm2，平均年增长率近5％。越

南橡胶树种植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和中部高原地

区，其中同奈和小河2个省的橡胶树种植面积最

大，其次是西宁、多乐、广平、广治等省。除了不断

扩大种植规模外，越南还非常重视橡胶树更新种

植。越南在发展本国橡胶树种植的同时，还在老

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积极投资种植橡胶树。目

前，越南在老挝合作种植橡胶树3万hm2，在柬埔

寨种植橡胶树2000 hm2。

长期以来，越南天然橡胶加工能力和加工水

平较低，因此越南出口天然橡胶以原胶为主。此

外，越南本国的橡胶消费水平很低，因此越南生产

与进口的天然橡胶大部分用于出口。目前越南天

然橡胶80％出口，国内消费量只占总产量的20％

左右。越南天然橡胶出口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

地区，包括西欧、东欧、东南亚、北美、中国等。

据越南橡胶协会预测，2011年越南天然橡胶

产量将达78万t，比2010年增长4％。目前我国

是越南最大的天然橡胶出口市场，越南对我国的

出口量远远高于其出口量排名第二的韩国。

3．6 中国

我国是天然橡胶引种较早，但发展较晚的国

家。1904年我国引进种植橡胶树，20世纪50年

代初仅在海南种植0．2万hm2橡胶树，年产天然

橡胶300一-．400 t。我国天然橡胶树种植大开发始

于1952年组建国营农场，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

国进行民营胶园试点，至今民营胶园已占半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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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目前，我国橡胶树种植面积居世界第5位，从

天然橡胶贫国发展成为世界天然橡胶生产大国。

我国天然橡胶产量变化见图3。

． 圈3我国天然橡胶产量变化趋势

我国农垦胶园的橡胶树种植面积和天然橡胶

产量分别占全国胶园总面积和总产量的49％和

53％。其中，海南农垦位居第一，云南农垦排名第

二，广东农垦排名第三。我国地方民营胶园的橡

胶树种植面积和天然橡胶产量分别占全国胶园总

面积和总产量的51％和47％。其中，云南民营胶

园位居第一，海南民营胶园排名第二，广西和福建

民营胶园排名第三。

我国橡胶树种植区位于北纬18～24。，处于热

带北部边缘，过去曾被认为橡胶树种植“禁区”。

经过上万次的试验，我国培育出抗寒高产新品种

橡胶树，不仅建立了高产基地，而且对扩大世界天

然橡胶树种植版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0年我国生产天然橡胶64．7万t，比2009

年增长0．6％。2009年上半年因受全球金融危机

的影响，天然橡胶价格暴跌，我国天然橡胶产值仅

为100亿元，比2008年减少6．9亿元。而2010

年受上半年干旱、下半年暴雨等恶劣气候影响，全

球天然橡胶产量下降，整体供需形势偏紧，加之全

球流动性宽松，通胀预期上升，大宗商品价格纷纷

上扬，我国天然橡胶市场价格在波动中持续走高，

尤其是下半年涨势强劲，价位屡创新高，突破每吨

4万元大关。

最近10年来我国汽车产量、公路运输量和橡

胶制品出口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轮胎等橡

胶制品的产量快速增长，从而增加了企业对天然

橡胶的需求。同时，受橡胶树种植规模和自然条

件的影响，我国天然橡胶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天然

橡胶已成为我国继石油、铁矿石以及有色金属之

后的又一种大宗紧缺战略性资源。目前我国已连

续7年居世界天然橡胶消费榜首，且消费量60％

以上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已超过战略安全警戒

线，这其中隐藏的风险不可低估。

进入“十二五”，我国天然橡胶产业除面临难

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影响外，还将面临体制机制改

革、经济结构调整的严峻考验和国际市场的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促

进我国天然橡胶产业持续、有序、又好又快地发展。

3．7其他国家

(1)科特迪瓦。科特迪瓦位于非洲西部，是一

个以可可、咖啡、棉花闻名的农业国。自1956年开

始种植橡胶树，目前其种植面积已超过10万hmz，

天然橡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1．5％，占非洲总

产量的43％，是非洲主要的天然橡胶生产国。

(2)利比里亚。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是联

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天然橡胶、

木材和铁矿砂的生产为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

业，天然橡胶产量的90％以上用于出口。由于国

内战争影响，橡胶树种植面积有所减小，目前保撬

在10万hm2左右。世界橡胶轮胎巨头日本普利

司通公司旗下的美国普利司通／费尔斯通公司

(BFS)长期控制着利比里亚最大的橡胶树种植园

哈贝尔(Harbel)种植园，此举无疑提高了该公司

抵抗资源短缺风险的能力。该公司通过租约到期

后再续约，继续取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最近的

一份续约签订于2008年，有效期到2041年。

(3)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是最早种植三叶橡

胶树的东南亚国家之一，1910年种植面积已达

10．4万hm2，1950年扩大到26．53万hm2，是当

时世界第三大天然橡胶生产国。随后由于转产茶

叶以及更新种植不力，橡胶树种植面积逐年下降，

1978年缩减至20．2万hmz，年产天然橡胶16．5

万t；2000年更是跌到历史最低点12．2万hm2，产

量只有8．76万t。近年来，斯里兰卡政府大力推

广橡胶树种植，种植面积恢复到15．8万hm2，并

以年均5％的速度继续增长。斯里兰卡天然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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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40％用于出口，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有美国、

日本、印度、西欧以及中国。

(4)柬埔寨。20世纪60年代中期，柬埔寨的

橡胶树种植面积已达4．8万hm2。因受战争影

响，至1982年仅剩1．2万hm2。随着战后经济复

苏，橡胶树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近年来，柬埔寨政

府把发展橡胶种植业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增长

点，每年新增种植面积1 hm2以上。预计到2015

年累计新增橡胶树种植面积15．9万hm2，总面积

达26．6万hm2。柬埔寨有33万hm2土地适宜种

植三叶橡胶树，发展天然橡胶潜力较大。如果这

些土地全部种植橡胶树，按单产1．6 t·hmq计，

该国天然橡胶年产量可超过50万t。

(5)缅甸。天然橡胶是缅甸传统出口物资之

一。然而，缅甸天然橡胶产业为出口依赖性产业，

天然橡胶的产量往往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价

格因素。缅甸的橡胶树种植园集中在伊洛瓦底江

三角洲岗地到勃因山脉的山麓地带，位于北纬

10～17。之间。缅甸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缓慢，1939

年橡胶树种植面积已有4．3万hm2，天然橡胶年

产量1．3万t。目前，缅甸有橡胶树种植面积约

40 hm2，年产量8万t左右。缅甸天然橡胶产业

发展潜力很大，据介绍，缅甸适宜种植三叶橡胶

树的土地有262万hm2。缅甸每年向我国出口

4万～5万t天然橡胶，占其天然橡胶出口总量的

90％。主要出口国有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

南、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

(6)巴西。巴西是橡胶树的发源地。得益于

亚马逊雨林大量生长的野生橡胶树，巴西曾是19

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

生产国。但因受南美洲叶疫病影响，大量三叶橡

胶树枯死，部分橡胶园被丢弃，巴西的天然橡胶产

量迅速下降。橡胶树种植也逐渐从巴西转移到马

来西亚和远东地区。同时，随着橡胶制品产业的

发展，橡胶消费量相应增长。2002年以来，巴西一

直名列世界天然橡胶消费量前10名，从2005年

起，更是跃升到第8位，该国天然橡胶资源短缺更

为明显。巴西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

提高自给率，从2004年开始扩大橡胶树种植面

积，计划更新树种，准备用15年的时间，将橡胶树

种植面积扩大到34万hm2，天然橡胶自给率提高

到50％。目前，巴西还有1500万hm2土地适宜

种植橡胶树。

4产业形势与发展策略

预计到2020年，全球轮胎消费量都会保持稳

定增长，这必将刺激世界橡胶消费量大幅增长，即

全球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的消费量都会出现大幅

增长。在供应方面，ANRPC预计2011年天然橡

胶产量为970万t，较2010年增长4．8％。目前柬

埔寨、老挝、缅甸、越南这几个主产国的橡胶树种

植面积都显著增大，预计在2015年前，橡胶树扩

种面积将达到16万hm2。与此同时，泰国、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从2009年开始实施扩种

计划，预计到2015年底前新增种植面积可达

16万hm2，到2020年这3个国家的天然橡胶产量

将增大130万t左右。

近年来我国天然橡胶进口量不断扩大，而泰

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3个世界天然橡胶主产

国控制了全球70％的产量。这些国家为推动本国

橡胶工业的发展，纷纷出台措施，限制天然橡胶出

口。一旦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大幅减小对我国天

然橡胶的出口量或提高出口价格，将对我国相关

行业产生巨大冲击。

我国受地理环境的影响，适宜种植橡胶树的

土地有限，因此我国天然橡胶产量在短期内难以

大幅度增长。基于这种情况，在积极扩大国内橡

胶树种植面积，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天然橡胶产量

的同时，我国政府还应该引导、支持企业有计划、

有步骤地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把我国特别是农垦橡胶产业的技术、管理、劳力、

资金等优势与境外土地资源优势结合起来，采取

各类形式合作开发利用境外土地资源，收购国外

失管胶园和加工场地，建立境外生产、加工和销售

一体化的产业链。争取在10年内，开辟境外胶园

15万hm2，使境外天然橡胶加工能力达到60万t

以上，可控资源量不小于50万t。只有通过上述

措施，才能提升我国对全球橡胶资源的控制能力

和话语权，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以保障我国

经济发展对天然橡胶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