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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论述了 80 年代以来橡胶工业的发展状况及“十五”期间的发展重点。1999 年轮胎外胎产量为7 944

万条 ,2000 年 58 家轮胎厂外胎产量为7 829万条 ,利税下降 1510 % ;据轮胎协会统计 ,2000 年子午线轮胎产量

为2 951万条 ,但产品质量、品种及规格与合资、独资企业还有一定差距。“十五”期间橡胶工业发展重点是以科

技进步为动力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开发新产品、提高质量水平 ,轮胎在保证总需求的前提下 ,重点发展

子午线轮胎。同时还指出 ,联合起来才是振兴民族橡胶工业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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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 ,橡胶工业的发展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给橡胶工业带来

善企业经济效益 ;在技术改造方面 ,以产品升级

换代为目标 ,对轮胎行业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

以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为主导的技术进步工作

全面推进 ,对尼龙斜交轮胎进行技术改造 ,并

进行“优质轻量化”、“优化设计”和“提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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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行业的今天。

　　结合市场经济的特点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入世在即的新形

势下 ,探索中国橡胶工业 ,特别是轮胎工业的发

展之路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加强行业团结 ,争取

“十五”有个好的开局 ,使中国民族橡胶工业得

以健康、快速地发展 ,这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

标。

1 　改革开放以来橡胶工业的现状

成效显著 ,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对这一

时期所走过的道路 ,应当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 ,以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探索一条新的

发展之路。

了新的发展机遇。原化工部作为行业的主管部

门 ,于 80 年代初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抓管理、

抓改造、抓技术进步。在全行业推行全面质量

管理 ,实行产品质量分级 ,优质优价 ,提高和改

公司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性能”的技术攻关 ,由于重视了科技含量 ,企业

提高了经济效益 ,也延续了斜交轮胎这一常规

品种的生命力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子午线

轮胎 ,是轮胎行业实现产品更新换代的战略选

择 ,没有当时的决策 ,也就没有国产子午线轮胎

的今天。全行业是顶着高技术、高投入的风险

和压力 ,选择了上海、青岛、辽宁、桦林、东风及

北京等重点轮胎厂 ,以引进技术和装备为主 ,先

后安排了近 20 个子午线轮胎改造项目 ,上水

平、上规模 ,没有那个时期的投入 ,也就没有轮

进入 90 年代后 ,工业企业改革发展的道路

越走越宽 ,企业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深

刻变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 ,有些

改制为股份公司 ,股票上市募集社会资金用于

发展 ;有的与外商合资 ,解决发展资金的难点 ;

有的则是突破所有制形式 ,集体、私有一齐上 ,

多种经济成分的小厂遍地开花。以轮胎市场为

例 ,现在已形成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资控股

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及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小企

业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子午线轮胎则近 2/ 3 的

产量是由外资控股和外商独资企业生产的。

1999 年 ,轮胎外胎产量为 7 944 万条 ,同比

下降 715 % ;效益上明盈实亏。2000 年 ,据调度

统计 ,轮胎外胎产量为 111 亿条 ,同比增长

3815 % ;据轮胎协会统计 ,扣除 11 家停产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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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家轮胎厂外胎产量为 7 829 万条 ,比上年增

长 1117 % ,而效益却是盈亏相抵 ,净增亏 416

亿元 ,利税合计下降 1510 % ,生产高速发展 ,经

济效益低下的怪圈困扰着整个行业。

据轮胎协会统计 ,2000 年子午线轮胎产量

达到 2 951 万条 ,同比增长 2910 % ,占综合轮胎

产量的 3717 % ,若加上外资企业 ,子午线轮胎

产量达到 3 780 万条 (参考数) ,比上年增长

6510 % ,占轮胎调度产量的 3414 % ,占协会统

计产量的 4813 % ;其中合资、独资企业产量为

2 208万套 ,占 5814 % ,国有企业靠引进技术、

有关人士都十分关注目前国内轮胎市场的

从正反两个方面认真思考我们所走过的道

路 ,研究一些突出的问题 ,目的是探索中国橡胶

工业正确发展的道路 ,包括轮胎在内的主要产

品 ,还是应该走联合的道路 ,共同对外 ,如组建

若干产品集团 ,参与国际竞争。只有在互利互

惠的前提下联合起来 ,把自己做强、做大 ,才有

与别人竞争的基础 ,才会有实实在在的发展。

2 　橡胶工业“十五”期间的发展重点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 ,九届人大四次会议

通过了国民经济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预计今

后 5 年国民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无疑为橡胶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

好的条件。因此 ,“十五”期间橡胶工业也应该

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

根据橡胶工业“十五”规划设想 ,今后 5 年

橡胶工业发展重点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 ,用高

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开发新产品 ,提高质量水

平 ,强化企业管理 ,全面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多种因素促成下 ,橡胶产品的国内买方

市场已基本形成 ,所有老产品均供过于求 ,与国

五”期间求得新生的基本出路。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生产的子午线轮胎产量、质

量、品种、规格与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2000 年出口轮胎达 2 426 万套 ,占总产量

的 1911 % ,占会员企业产量的 3110 % ,有效地

缓解了国内需求不旺的矛盾。中国轮胎已占领

国际市场一席之地 ,但出口产品多是大路货 ,竞

争力并不强。

现状 ,对于中小轮胎企业 ,特别是那些用落后技

术生产落后产品的小厂 ,国家提出要整顿 ,但如

何操作 ,难度很大。另外加上合资、独资企业紧

紧盯住国内有限的市场 ,采取超常规的快速发

展 ,中国轮胎市场份额已呈多元化趋势 ,竞争将

会更加激烈。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厂目前不太景

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改造缓

慢、无力还贷和管理滞后 ;其次是市场不规范 ,

就经销商而言 ,有的把理赔视为盈利的一种手

段 ,搅乱了市场秩序。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规范市场 ,强化企业经营管理比上规模、搞技术

改造更难。

外先进产品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这就是我国常

规产品的现状。但经过多年努力和创新 ,技术

水平和装备水平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没有新

产品也就没有更大的市场空间。老产品、低质

量、低效率和技术落后导致了目前企业的低效

益 ,加之市场无序竞争 ,形成恶性循环。开发高

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是橡胶行业在“十

轮胎在保证总量需求的前提下 ,发展重点

仍是子午线轮胎。“十五”规划目标是子午线轮

胎争取达到 6 000 万条左右 ,重点开发 65 和 60

系列 ,适当开发 50 和 45 系列无内胎、扁平化的

轿车子午线轮胎 ;载重轮胎发展宽断面、无内胎

的子午线轮胎。同时要提高国有品牌占有率。

2000 年初步统计 ,外资控股和外商独资企业生

产的子午线轮胎占有率已超过 60 %。斜交轮

胎在提高质量的同时坚决淘汰落后产品 ,工程

机械轮胎、农业轮胎等产品重点是提高质量。

精细橡胶制品按国民经济发展要求 ,首先

要发展高质量、高水平的橡胶配件 ,如用于汽车

密封、减震、传动、制动、输油输气的橡胶配件 ,

要做到能为国产中高档车配套 ,与汽车同寿命 ,

逐步替换进口件。原材料方面 ,如炭黑、助剂

等 ,中橡集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开发的万吨

级新工艺软、硬质炭黑 ,具有节能降耗、技术成

熟、收率高等优点 ,应加大推广力度 ;此外 ,用于

子午线轮胎的高耐磨低滞后专用炭黑也通过了

技术鉴定 ,将会很快形成生产能力 ,同时要加快

发展色素炭黑、导电炭黑。新型加工助剂随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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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新产品的增长 ,特别是子午线轮胎产量的加

大越来越显得重要 ,产品专用型、功能强、系列

化、质量好的加工助剂亟待开发。北京橡胶工

业研究设计院为适应国内子午线轮胎和橡胶新

产品的发展 ,在成功开发以不溶性硫黄为代表

的硫化剂 ,以钴盐型 RC 系列和树脂型 R 系列

为代表的粘合剂之后 ,又开发出 T KB 和 T KO

系列增粘剂 , Z 系列塑解剂和活性剂等加工助

剂 ,这些产品均已批量生产。炭黑和助剂等原

行业管理和协调服务是保证行业健康有序

联合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是加入世贸

必须适应其发展。事实证明 ,企业规模小、产量

和生产集中度低 ,无法与国际大公司相抗衡 ,只

有走联合之路 ,把规模做大 ,实力做强 ,才可以

形成合力 ,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联合起来的

优势还在于新技术可以共享 ,标准可以统一 ,价

格可以有效协调。企业联合重组要从战略高度

上考虑 ,橡胶及其主导产品轮胎是世界各国公

认的战略物资。经过“十五”的努力 ,橡胶行业

心 ,使高新技术和成果产业化落到实处 ,从而提

高全行业科技水平 ,这也必须走联合之路。

4 　结语

总结经验和教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求

橡胶工业的发展之路是必须要做出选择的 ,这

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联合是最

好的选择。
收稿日期 :2001204225

“十五”期间我国轮胎工业发展规划
中图分类号 : TQ33611 　　文献标识码 :D

　　有关部门提出轮胎工业今后 5 年的发展方

向是 :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为重点 ,上品

种、上质量、上水平 ,提高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 ,

努力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今后 5 年 ,我国轮胎工业的发展重点是子

午线轮胎。子午线轮胎的品种规格和质量要符

合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要求 ,轿车子午线轮胎要

实现无内胎化和扁平化 ,重点发展 65 和 60 系

列的 S , T 和 H 级产品 ,适当发展 55 ,50 和 45

系列的 H ,V 和 Z级高性能轿车子午线轮胎。

　　2005年我国轮胎发展目标是 :汽车轮胎

12 500 万套 ,其中子午线轮胎 5 600 万套 (外资

控股企业和独资企业控制在 30 %以内) ,占轮

胎总产量的 45 % ;摩托车轮胎 4 500 万套 ,自行

车轮胎 22 000 万套。

　　今后要逐步减少斜交轮胎的生产 ,同时抓

好子午线轮胎的生产、建设 ,增加子午线轮胎品

种和产量 ,以提高子午化率 ,子午线轮胎产量力

争达到占轮胎总产量的 45 %。

[摘自《汽车与配件》,2001 , (16)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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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高质量新产品的首选材料 ,若不加快开

发 ,将直接影响橡胶新产品的发展进程。做好

“十五”规划 ,不仅是产量、项目规划 ,重要的是

还应搞好企业管理规划、市场营销规划。规划

是个系统工程 ,不只是上项目、筹资金、要政策 ,

更重要的是作为企业自身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找

准位置 ,规范自己的行为 ,做到在有效益的前提

下 ,企业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

3 　联合是振兴民族橡胶工业的唯一出路

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过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

级主管部门可以有效地把行业组织起来 ,在主

管部门改革和市场经济条件下 ,加强行业团结

显得尤为重要。

组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而对

橡胶行业来讲 ,竞争将会更加激烈。除质量、技

术、资金等竞争力亟待增强外 ,企业组织结构也

尤其是轮胎如何形成若干个资产一体化 ,有一

定竞争力的大实体 ,与跨国公司平等竞争 ,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民族橡胶工业 ,这

是关心橡胶行业发展的同仁应认真思考的。

二是创造条件 ,在厂院结合的基础上建立

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体系 ,最终形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橡胶行业的科研设计

已基本形成自己完整独立的体系 ,如北京橡胶

工业研究设计院经过多年的实践 ,在厂院结合

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 ,依靠科技进步 ,建设

自己的技术支撑体系 ,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