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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生产国际化是随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

发展 ,具体表现主要是 :

各跨国公司都积极在原先未布点或布点不

鉴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及市场潜

力巨大等原因 ,不仅已吸引了美、欧、日几个跨

国公司前来以合资方式建立轮胎生产企业 ,还

吸引了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及我国台湾和香港

地区一些轮胎厂家和投资商以合资或独资等方

式来兴建轮胎生产据点。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已建立的合资、独资轮胎生产企业约有 20 家 ,

国外有 8 家轮胎公司介入其中 ,台湾多家轮胎

公司均以独资方式兴建轮胎厂。此外 ,国外不

少大轮胎公司已在、正在或准备在以前比较封

闭的东欧和独联体以及东南亚、南亚和拉美等

地区发展轮胎生产 ,以至一些大集团企业轮胎

厂分布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以目前世界三

巨头轮胎公司 (即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公

司)之一的日本普利司通公司为例 ,1987 年 ,仅

在世界三大洲 6 个国家拥有 15 家轮胎厂 ,而

1996 和 1997 年分别在五大洲 19 个国家和 22

个国家拥有 41 家和 43 家轮胎厂[1 ] 。

为适应轮胎生产国际化趋势的发展 ,美国

固特异、法国米其林、德国大陆及意大利倍耐力

公司将联合对现有的轮胎检验、标识等法规加

以重新审定 ,并制定国际轮胎标准 ,以消除贸易

障碍 ,促进全球轮胎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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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集团化不断加强

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强者更强。几个实力雄

厚的大公司除继续扩大自身轮胎生产外 ,还不

断在兼并或收购一些处境艰难的轮胎厂家就是

明显例证。因此 ,集团化趋势像滚雪球一样越

滚越大 ,以至近年来在国际上又出现了一轮新

的轮胎企业间兼并与资产重组的浪潮。例如 :

美国固特异与日本住友公司在 1999 年 2

月签订了结盟条款 ,预计 9 月生效。联合协议

确定 ,将组建 4 个合资公司 ,固特异和住友分别

拥有在北美和欧洲合资公司的 75 %和 25 %股

份 ;而在日本的两家合资公司中的股份 ,住友和

固特异分别占 75 %和 25 %。该结盟不仅使固

特异公司轮胎年销售额增加 25 亿美元 (即增加

20 %)而使该公司再度成为世界轮胎厂家之首 ,

同时也会使这两家公司的效益和效率均提高

(仅在联合采购方面 ,就可使这两家公司每年节

约 1 亿～112 亿美元) [2 ] 。日本普利司通公司

正在寻求与众多二三流轮胎公司结盟。意大利

倍耐力公司已宣布与美国库珀公司联盟。韩国

锦湖集团因债台高筑 ,已计划将其子公司 ———

锦湖轮胎公司的 50 %股份出让 ,并正与 6 家轮

胎公司 (包括普利司通、固特异及倍耐力等) 进

行洽谈。但因这些公司都希望拥有更多股份 ,

以便能控股 ,而这正是锦湖所不能接受的。因

此近来该公司不得不探寻以其它方式 (包括技

术援助及合作采购等) 与合作伙伴合作。韩国

宇成轮胎公司 (1998 年轮胎销售额 1147 亿美

元 ,排名世界第 38 位)已濒临破产 ,米其林和普

利司通正在与之商谈兼并事宜[3 ] 。此外 ,几个

大公司还在与东欧、独联体以及亚洲和非洲一

些国家的轮胎厂家进行合资或兼并谈判。

2 　集中度日趋提高 ,规模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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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生产国际化、集团化趋势的发展 ,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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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国外地区建立新的轮胎生产企业 ;一些从

未跨越边界的厂家 ,近几年来也纷纷向外发展

轮胎生产。



轮胎生产集中度日趋提高 ,以世界轮胎年销售

额计 ,轮胎三巨头公司在其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是 : 1987 年仅 45128 % , 1996 年 5312 % , 1997

年 54 % ,1998 年 5417 % ,[1 ] ,预计 2005 年将达

70 %[4 ] 。从几大轮胎公司所拥有的轮胎厂占

世界轮胎厂数 (不包括我国大陆轮胎厂数 ,下

同)的比例变化 ,也可看出这一趋势。仍以三巨

头轮胎公司拥有的轮胎厂数及其所占世界轮胎

厂数比例变化为例 , 1987 年仅 99 家 , 占

2614 % ;1997 年 151 家 ,占 36165 %

,有利于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 ,因此 ,各公司所建轮胎厂的现

有生产能力基本上都是逐渐扩大起来的。以世

界轮胎厂厂均规模计 ,1987 年 217 万条左右 ,

1997 年约 248 万条 ;从日本轮胎厂厂均产量和

耗胶量计 ,1987 年分别为 539 万条和 318 万 t ,

1997 年是 95615 万条和 4181 万 t [5 ]

[1 ] 。

212 　规模逐渐扩大

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规模

;韩国轮胎

厂厂均产量 ,1987 年 420 万条 ,1997 年达 837

万条[1 ] 。但应指出的是 ,由于机动灵活的全自

动化生产技术的出现和推广 ,轮胎厂生产规模

的趋势今后可能会变小。

3 　科技进步更受重视 ,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311 　科技进步更受重视

鉴于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因此要想

提高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科技水平高低在颇

大程度上可以说起决定性的作用。对现在正从

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各大厂家间技

术水平的差距逐渐缩短的轮胎公司来说更是如

此。因此 ,所有大轮胎公司已深刻意识到 ,今后

只有更加依靠科技进步的推动力 ,才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抢先占据科技制高点 ,从而增强竞争

能力。

为提高科技水平 ,各大公司都十分重视增

强科研实力 ,并采取如下措施[6 ] :

(1)加大科研投入。各大公司的科研经费

一般占其销售额的 3 %～5 % ;按支付金额计 ,

通常是逐年提高的 (以米其林公司为例 ,1992

年 5105 亿美元 ,1993 年 516 亿美元 ,1994 年

6104 亿美元 , 1995 年 6168 亿美元 , 1996 年

6197 亿美元) 。

(2)充实科研人员。各大公司都将最优秀

人才集中于其研究中心使用 ,待遇优厚 ,从而激

发其进取心和使命感。他们通常占员工人数

5 %。

(3)为使企业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各大

公司除继续完善其研究中心的各项设施外 ,还

不断注入大量基建投资 (一般占其销售额的

6 %～9 %) ,以便及时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312 　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新产品寿命逐渐

缩短 ,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日趋加快 ,各厂家对不

断研究开发新产品都极为重视 ,以至新品种轮

胎大量涌现。仅以进入 90 年代以来上市的主

要轮胎新品种为例 ,就有绿色轮胎、防水滑轮

胎、超轻量轮胎、超高里程轮胎、跑气保用轮胎

及彩色轮胎等 ;智能轮胎经 10 多年研究开发 ,

生产技术已基本成熟 ,不久也将步入市场[7 ] 。

近几年来投入市场的轮胎新品种之多 ,是

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有过的。这除说明现

在轮胎市场竞争比以前更为激烈外 ,还与各大

公司科研实力已大大增强有密切关系。

为适应轮胎新产品的发展 ,近几年来也出

现了一些新型原材料 ,且其中有的就是轮胎公

司独自研究开发成功并实际投入使用的 ;不过

为了保密 ,这类材料只供本公司使用 ,不对外销

售。例如固特异公司为了发展其跑气保用轮胎

生产 ,特意开发出此轮胎胎体用超细 (单丝粗度

只相当头发丝的 2 倍) 、高强度 (比一般钢丝高

40 %)钢丝帘线。这种帘线的开发成功 ,打破了

轿车轮胎胎体不能使用钢丝帘线的禁区 ,因而

在此帘线应用方面是一项重大突破[8 ] 。该公

司于 90 年代初在世界上首先生产出综合性能

优异的集成橡胶 ———SIBR (苯乙烯2异戊二烯2
丁二烯三元共聚物) ,也是在合成橡胶发展中的

一项重大技术突破。这种橡胶已成功应用于其

开发出的防水滑轮胎等新型轮胎胎面[9 ] 。

在工艺装备创新方面 ,最突出的事例是 :米

其林、固特异及大陆等公司研究开发成功的全

自动化轮胎生产技术已于近几年来陆续投入生

产。由于采用此技术 ,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和节省占地面积以及改进质量和节约能量 ,因

此预计 2015 年后 ,世界几个大集团公司现用的

轿车轮胎生产工艺装备将基本上被其所取

代[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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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轮胎子午化水平继续攀升 ,新品种轮胎俏销

411 　轮胎子午化水平继续攀升

子午线轮胎在轮胎产量中占的比例仍在不

断提高 :从世界范围看 ,1990 年约 85 % ,目前近

90 % ,2000 年将超过 90 % ;按地区或国家统计 ,

西欧现在约 100 % ,美国在 95 %以上 ,日本已从

1990 年的 8014 %和 1995 年的 8911 %上升到

1997 年的 9113 %和 1998 年的 9315 %[11 ] ,韩国

则从 1990 年的 7218 %、1995 年的 88 %提高到

1997 年的 91 %[5 ] 。

412 　新品种轮胎俏销

由于市场竞争加剧

司通公司为例 ,仅 1997 和 1998 年两年间 ,新开

发成功的替换轮胎品种就达 53 个 ;另外 ,通过

不断推出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自 1993 年以

来 ,该公司在世界轮胎市场上的占有率每年增

加 1 %[12 ] 。倍耐力公司的新品种轮胎在其市

场销售额中占的比例高达 40 % ;1998 年该公司

投入市场的新一代绿色轮胎 ———P3000 Ener

,新品种轮胎好销 ,因此

一些大公司频频向市场推出其新产品。以普利

gy

(滚动阻力低 ,质量小 ,安全性和翻新性好) ,预

计销路良好 : 1998 年销出 200 万条 , 1999 年

400 万条 ,2000 年将达 700 万条[13 ] 。大陆公司

1997 年高性能轮胎的销售量增长 12 %以上 ,而

一般轮胎仅增加 4 %[14 ] 。

5 　联合化趋势明显 ,自我完善意识增强

511 　联合化趋势明显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 ,要尽快研究开

发出具有良好竞争力的创新成果 ,往往必须要

得到相关厂家密切配合才能奏效 ,且技术含量

越高的项目 ,越是如此。例如各大公司在研究

开发智能轮胎过程中 ,都是与计算机等部门密

切合作进行的 ,以至人们将这种轮胎称为“边缘

学科合作的研究成果”。米其林公司在研究开

发需配用大量白炭黑的绿色轮胎时 ,就曾得到

为之提供白炭黑的厂家 ———罗纳·普朗克公司

的大力配合。轮胎厂家在研究开发新型轮胎

时 ,通常都积极寻求用户协作[7 ] 。

在新设备研究开发方面 ,不同类型厂家间

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例如大陆公司正在与德

国克虏伯公司联合开发一种全自动轮胎成型

机 ,型号为 C + K(即两家公司名称中德文的缩

写词) [15 ] 。高生产效率的四鼓轮胎成型机 (成

型时间比两鼓成型机缩短 40 %) ,是荷兰 VM I

轮胎机械厂家 (轮胎成型机专业制造公司)与美

英库珀2阿旺轮胎公司联合开发成功的[16 ] 。为

满足全自动成型的需要 ,VM I 公司与德国贝尔

斯托夫挤出机制造公司联手开发出综合成型机

和挤出机特点的一种新型成型机 :在成型过程

中将胎面等部件直接挤到胎体上。几大集团公

司在研究开发全自动化轮胎生产技术中 ,更离

不开有关机械制造厂家的支持。据说 ,VM I 和

贝尔斯托夫共同开发出的上述全自动轮胎成型

机 ,就是米其林公司开发成功的全自动化轮胎

生产技术中的关键装备[17 ] 。

512 　自我完善意识增强

为快出成果及便于保密的需要等原因 ,一

些大公司在研究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时 ,往往

还尽可能独自对所需的某些关键新型原材料和

新技术进行研究开发。例如 ,为使橡胶性能在

轮胎使用期间始终保持不变 ,普利司通公司开

发出一种独特的助剂 ,它可抑制轮胎在滚动中

因生热而使硫黄和橡胶分子间进一步交联反

应 ,从而由于避免了一般轮胎常发生的橡胶逐

渐变硬而改进了轮胎的制动性、牵引性及噪声

性等[18 ] 。

考虑到进一步减小质量、降低滚动阻力及

改善环保的需要 ,固特异公司正在研究开发以

“工程生物聚合物填充剂”———改性淀粉部分取

代炭黑或白炭黑。由于此填充剂的相对密度大

大低于炭黑和白炭黑 (三者分别为 1 , 118 和

2) ,因此使用它 ,胎面胶可减轻 100～300 g (这

一差值对于满足越来越严格的原配胎允许偏差

要求是关键的) , 轮胎滚动阻力降低 8 %～

10 % ;同时可在保持胎面耐磨性不变的情况下 ,

改善湿牵引性能 ,还能降低胶料成本。目前该

填充剂已进入中试阶段[19 ] 。

固特异公司开发超细钢丝帘线 ,也正是为

满足其发展跑气保用轮胎的需要。

一些大集团公司在研究开发全自动化轮胎

生产技术中 ,虽然要借助外力配合 ,但主要还是

靠自己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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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轿车子午线

轮胎质量抽查结果
　　在不久前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质

量监督抽查中 ,被抽查的轿车子午线轮胎 70 和

60 系列 16 家企业的 24 个产品合格率为

100 %。

　　抽查合格的企业是 (排名不分先后) :三角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荣成国泰轮胎有限公司、青

岛橡胶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宝力轮胎

有限公司、华南橡胶轮胎有限公司、东风金狮轮

胎有限公司、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佳通

轮胎有限公司、上海轮胎橡胶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乘用轮胎厂、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大连

固特异轮胎有限公司、米其林沈阳轮胎有限公

司、桦林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辽宁长征轮胎有限

公司、北京轮胎厂、天津锦湖轮胎有限公司。此

次抽查的覆盖率为 8512 % ,基本反映出国内轿

车子午线轮胎的实际水平。

　　1997 年 ,原化学工业部曾组织对 70 和 80

系列轿车子午线轮胎进行过一次统检 ,产品合

格率为 75 % , 其中 70 系列的合格率仅为

5813 %。此次抽查是第 1 次国家监督抽查 ,70

系列产品的合格率较统检时提高 了 3117 % ,这

表明近年来我国子午线轮胎发展较好 ,企业不

仅注重设备硬件的管理和提高 ,也十分注重加

强工艺管理、质量管理 ,有效地改善和提高了产

品质量。

　　据了解 , 尽管此次抽查产品合格率为

100 % ,但是 ,我国轿车子午线轮胎与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着一些差距。目前 ,国内子午线轮

胎产量占轮胎总产量的 1715 % ,占汽车轮胎产

品的 2718 %。而发达国家平均在 85 %以上 ,美

国达到 95 % ,西欧和日本接近 100 % , 韩国

60 %。从规格和品种来看 ,我国子午线轮胎规

格较少 ,品种单一 ,并且主要集中在少数规格

上。我国子午线轮胎在高速行驶时 ,特别在潮

湿路面上轮胎的抓着性能、操纵稳定性、节油以

及耐磨、噪声等与发达国家大公司相比也还存

在差距。因此 ,我国轿车子午线轮胎生产企业

还要从轮胎综合性能上多进行研究 ,包括花纹

设计、轮胎的防滑、舒适性等。

　　此次抽查是在事先不通知任何企业的情况

下 ,采取突击抽查、随机取样的方式进行的。从

抽查的轮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 ,国有企业 6 家 ,

合资企业 10 家 ;从企业规模来看 ,大型企业 12

家 ,中型企业 4 家 ;从企业等级来看 ,省级企业

3 家 ,地、市、区级 10 家 ,其它 3 家为国外合资

企业 ,生产国外商标产品 ,外销比例达 60 %以

上。

(摘自《中国化工报》,199920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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