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以上。由于原料价格居高不下 , 2006年全行

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 2%左右 。出口退税率下调

8个百分点 ,轮胎行业受影响最大 。中国海关的

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近年轮胎出口量大幅增长 。

表　2001 ～ 2006年我国轮胎出口量和出口增长率

年份 出口量 /万条 增长率 /%

2001 2635.3 -

2002 3523.2 33.7

2003 4500.0 27.7

2004 6875.2 52.8

2005 9100.0 32.4

2006 12002.9 31.9

郭　轶　

世界橡胶消耗量持续增加

据世界橡胶研究组织统计 , 2006年世界橡胶

消耗量为 2150万 t, 2005年为 2070万 t, 2004年

为 1950万 t。 2006年天然橡胶的消耗量为 895

万 t,合成橡胶为 1260万 t。

2006年 ,我国橡胶消耗量位居世界首位 ,从

2005年的 462万 t上升到 530万 t,其中合成橡胶

为 310万 t。橡胶消耗量比 2000年翻了一倍。

美国 2006年橡胶消耗量则减少了 30万 t。

自 1991年以来 , 2006年的橡胶消耗量已经达到

最低 ,为 250万 t, 2005年为 280万 t,其中天然橡

胶 100万 t,合成橡胶 180万 t。

日本橡胶消耗量小幅度增长 ,从 2005年 201

万 t到 2006年的 203万 t,其中合成橡胶消耗量

为 116万 t。

印度橡胶消耗量则大幅度增加 ,增长量超过

100万 t,从 5.7万 t增长到 2006年的 180万 t,其

中天然橡胶比例占 75%。

德国橡胶消耗量为世界第五位 , 2006年消耗

量小幅度增长 ,为 90.79万 t,其中合成橡胶为

63.5万 t。

2006年 ,巴西 、俄罗斯 、马来群岛的橡胶消耗

量为 71.24万 t、 64.4万 t和 59.89万 t, 均比

2005年有所增加 。韩国 (69.84 万 t)、法国

(53.13万 t)、泰国(51.3万 t)、西班牙 (46.44

万 t)和加拿大(36.91万 t), 2006年的橡胶消耗

量均有所减少。 李　宁　

去年我国主要合成橡胶产量 146万 t

2006年 ,我国合成橡胶主要品种如丁苯橡

胶 、丁二烯橡胶 、苯乙烯 -丁二烯 -苯乙烯嵌段共

聚物 、氯丁橡胶 、丁基橡胶 、丁腈橡胶和乙丙橡胶

的产量约为 146万 t。统计数据不包括丁苯胶乳

及其他合成橡胶 。

表 1　主要胶种的产量和增长率

产品 产量 /万 t 同比 /% 产品 产量 /万 t 同比 /%

SBR 58.1 13.1 IIR 3.9 2.1
BR 44.6 12.7 NBR 3.5 -10.1

SBS 28.9 1.6 EPR 2.0 4.7

CR 4.8 14.9 合计 145.8 9.5

郭　轶　

2020年世界橡胶消费将达 3180万 t

在 2007年 5月于泰国召开的世界橡胶峰会

上 ,世界橡胶研究集团(IRSG)预计 ,到 2020年世

界橡胶消费将达 3180万 t,比 2006年增加约 1000

万 t。据 IRSG分析 , 2006年世界弹性体需求增长

2.1%,达到 2140万 t。 2006年天然橡胶消费量

增长 1.5%,达到 920万 t,合成橡胶消费量增长

2.5%,达到 1220万 t。 2006年 ,许多国家的天然

橡胶生产快速增长 ,使天然橡胶生产量达到 960

万 t,合成橡胶生产量增加到 1250万 t。

IRSG预计 , 2007年世界弹性体需求量将增长

约 4%,达到 2230万 t。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市场

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4.4%和 3.6%, 2007年消费量

将分别达到 960万 t和 1260万 t。 钱　进　

2006年我国炭黑表观消费量

为 185.4万 t

来自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的统计数据

表明 , 2006年我国炭黑总产量为 185.2万 t,超过

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炭黑生产国 。另据中国海

关公布的统计数据 , 2006年炭黑进口量 12.054

万 t;炭黑出口量 11.944万 t。 2006年的炭黑进

口量略高于出口量 ,净进口量为 0.2万 t。上述统

计数据表明 , 2006年我国炭黑的表观消费量为

185.4万 t。 郭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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