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轮胎行业创名牌的思路与对策

苏永民
(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 :从我国轮胎企业产品品牌的现状着手 ,分析了长期以来造成我国轮胎企业产品竞争力不强、档次不高等问

题的原因 ,提出我国轮胎企业应树立强烈的名牌意识 ,培植良好的商品质量信誉 ,加强轮胎品牌的宣传力度 ,扩大生产

规模 ,提高研究与开发费用 ,增强创轮胎名牌的物质基础 ,并懂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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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必然趋势。面对汹涌而至的经济全球化浪

潮 ,我国轮胎企业必须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 ,增强

品牌意识 ,全力以赴树品牌、创名牌 ,不断壮大自

己的实力 ,扩大企业在海内外市场上的影响 ,从而

确保不被市场所淘汰[2 ] 。本文就我国轮胎行业

如何创名牌问题进行探讨。

1 　我国轮胎企业产品品牌的现状

随着国门的打开 ,大量国外轮胎潮水般涌入

我国市场。这些国际驰名品牌轮胎以其良好的质

量、精美的包装和强大的宣传力度相继在我国轮

胎市场上占据了有利地位。这对我国轮胎品牌造

成不同程度的冲击 ,使其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

目前 ,我国轮胎产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1 　名牌少 ,档次低

改革开放 20 年来 ,我国轮胎工业的经济实力

明显增强 ,轮胎的产量显著增加 ,质量也有了较大

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轮胎工业的发展

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品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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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名牌少、档次低。

据有关方面统计 ,我国约有大小轮胎企业

376 家 (不包括规模极小的企业) ,年产量已达到

13 000 万套 ,居世界第 3 位。但产品真正在国内

打得响的却寥寥无几[3 ] 。在全国驰名商标中 ,仅

有山东的“三角”牌轮胎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全国

名牌产品中 ,众多轮胎品牌无一上榜 ,更不用说世

界级名牌。轮胎企业各自为政 ,相互竞争 ,加之地

方保护主义政策 ,使国外轮胎企业有机可乘 ,相继

打入国内市场。目前已有美国、法国、日本、德国、

意大利、韩国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轮胎品

牌在我国登陆。许多著名品牌轮胎还在我国开设

了专卖店或专营柜 ,使我国高档轮胎市场几乎全

部被进口产品所垄断。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

杭州等一些大中型城市 ,国外名牌轮胎随着商家

强大的宣传攻势 ,已在我国消费者中树立起高档

形象 ,其中“米其林”、“固特异”、“普利司通”、“倍

耐力”、“大陆”等品牌已慢慢深入消费者的心中。

而我国自己的轮胎品牌却由于相互沟通较少 ,互

相压价 ,常常成了低档货的代名词。

112 　竞争力不强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统计 ,我国轮

胎企业因种种原因 ,2000 年的利润总额为负数 ,

其中仅列入统计的 33 家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额

就达 5. 32 亿元。许多轮胎企业陷入难以维持生

计的局面。再加上产品落后的小企业盲目发展 ,

无规模、无技术、无效益生产企业大量增加 ,市场

需要的产品生产不出来 ,生产出来的产品没人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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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是产品商标的俗称 ,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现代商品的市场竞争 ,说到底就是品牌之争。企

业拥有名牌 ,并始终保持其高知名度 ,就能在市场

竞争中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并使企业获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

加入 WTO 后 ,融入世界经济 ,是我国经济发



这一切必然造成我国轮胎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不强。

113 　缺乏名牌效应

由于国内缺乏轮胎名牌 ,特别是世界级名牌 ,

因而无法与国际产品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据国际

轮胎界统计 ,世界轮胎名牌占全球轮胎品牌的比

例虽然不到 3 % ,但轮胎名牌产品在全球轮胎市

场上的占有率则高达 42 %以上 ,名牌轮胎产品销

售额占全球轮胎销售额的 50 %。世界驰名轮胎

商标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 ,如法国的“米其林”、美

国的“固特异”、日本的“普利司通”、意大利的“倍

耐力”、德国的“大陆”等 ,因此轮胎名牌产品市场

也大部分由发达国家所垄断。与世界著名轮胎商

际市场上只能作为低档品销售。我国轮胎靠的是

成本优势、以量取胜和低价竞争 ,而发达国家靠的

是工艺技术、名牌效应和提高产品水平的竞争策

略 ,赚的是高附加值和超额利润。

2 　造成中国轮胎产品品牌问题的原因

211 　缺乏品牌和质量意识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实行统购统

销政策 ,使我国的轮胎企业无需考虑品牌和质量

问题。市场缺少竞争 ,优质不能优价 ,质量提高缺

乏实际的推动力 ,当然更不会有创轮胎名牌的思

想意识。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 ,

卖方市场逐步转化为买方市场 ,人们才意识到市

场竞争就是产品竞争 ,产品竞争就是质量竞争 ,而

产品竞争往往是通过品牌竞争来体现的。国际上

许多大轮胎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后 ,最关心的就是

品牌竞争。我国如果没有自己响当当的轮胎品牌

和名牌 ,即使有再多的企业也难以与国外企业抗

衡。

212 　缺少制造世界名牌的经济实力

生产世界名牌产品的轮胎企业规模一般都非

常大 ,名牌与企业规模是一个相互推进的过程。

企业创造名牌 ,名牌则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 ,并

使其规模不断扩大 ,成为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因

此 ,我国轮胎企业要创造出自己的知名品牌 ,就必

须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虽然我国轮胎生产企业很

多 ,但平均生产规模仅为 35 万条 ,最大的轮胎公

司年销售额也仅为 4 亿多美元。而日本普利司通

公司在世界五大洲 22 个国家里总共才拥有 40 多

据轮胎行业统计 ,我国轮胎行业每年的研究

与开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总额的 0. 5 % ,这不仅

大大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且也低于像印

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投入少 ,技术研

究和开发不能形成体系 ,产品技术开发能力低 ,产

品质量稳定性也就差。一位日本企业家曾经说

过 ,“在当今这一充满竞争的社会中 ,企业的科技

投资占销售额的 1 % ,企业将难以生存 ;占 2 % ,可

以勉强维持 ;占到 5 % ,企业才有竞争力。”纵观世

界发达国家大轮胎企业的经费预算就会发现 ,他

们在科技方面的投资常常高达销售额的 8 % ,甚

至 10 %以上。事实上 ,国外大轮胎企业之所以能

够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其原因之一就

是巨额的科研投资。

3 　创名牌的具体设想

面对当前我国轮胎行业的现状和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 ,我国轮胎企业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向国外大轮胎企业学

习 ,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增强企业本身的品牌

意识 ,全力以赴地树品牌、创名牌 ,不断壮大自己

的实力 ,扩大企业在海内外市场上的影响。

311 　树立强烈的创轮胎名牌意识

国内大轮胎企业应实施名牌战略规划。对轮

胎行业来讲 ,这是一项综合性的长期计划 ,需要先

设定对象、目标、方法和政策 ,用以指导企业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进行国内和国际的经营活动 ,少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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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价值相比 ,我国轮胎商标的价值差距很大。

以 9 . 00 R20轮胎为例 ,国内轮胎的价位一般在

1 000～1 400 元人民币之间 ,而国外名牌轮胎的

价位一般在 2 000 元人民币以上 ,有的甚至相差

几倍。

我国轮胎由于没有自己响当当的名牌 ,在国

家轮胎厂 ,年销售额却高达 140 多亿美元。世界

轮胎公司 (不包括我国) 平均生产规模为 250 万

条 ,美国为 500 万条 ,韩国为 970 万条。由此可以

看出 ,我国轮胎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与国

外企业的巨大差距。

213 　研究和开发费用少 ,缺乏创名牌的物质基础



3～5 年 ,多则 6～10 年 ,以推出不同档次的产品

品牌 ,特别是高档名牌 ,提高产品附加值 ,以求实

现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中的稳定发展。企业在这段

时间内需持续进行开辟市场的活动 ,从而获得品

牌的国际知名度。目前国内虽已有一些轮胎生产

企业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但这还远远不够 ,应使

每家轮胎企业都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认识到名

牌是企业的形象和无形资产 ,是企业经济文化素

质的综合标志。

312 　培植良好的轮胎商品质量信誉

轮胎商品信誉是指社会信誉 ,是广大消费者

重、轮胎表面光洁度差的缺陷 ,并针对各国、各区

域和各地区的不同需要 ,对轮胎的结构、配方以及

花纹等进行改进 ,增强轮胎产品的适应性 ,稳步提

高轮胎质量。

313 　加强轮胎品牌宣传 ,提高知名度

要使轮胎企业的产品深入人心 ,除了在质量

上狠下功夫外 ,还要注重产品的宣传。把轮胎品

牌尽早灌输给消费者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激发消

费者的购买欲望 ,以促进和扩大商品的销售 ,并逐

步使轮胎品牌商品信誉遍及世界。目前在国外的

街头巷尾、高速公路两侧、杂志、报纸、电视、电话

号码簿及轮胎商店的里里外外 ,到处都可以看到

各大轮胎名牌商标的宣传广告[4 ] 。美国是全球

广告费用最高的国家 ,跟随其后的是日本、英国、

德国、法国等。世界驰名轮胎商标差不多都集中

在这些国家。由此可以看出 ,驰名商标的多少与

广告费用存在相关性。相比之下 ,我国的广告宣

传规模还差得很远 ,因此 ,在这方面应加大投资。

314 　扩大生产规模 ,增强竞争能力

扩大轮胎企业的生产规模 ,首先应实施大集

团、大公司战略 ,以资产为纽带 ,实行低成本的有

效扩张 ,增强规模发展优势和竞争能力。其次要

打破地域限制 ,采取强强联合等形式 ,携手应对国

外大轮胎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第三要区分不

同情况 ,对我国轮胎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对产品

有市场但负担过重、经营困难的企业通过兼并、联

合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 ,或采取联合、

兼并、控股、参股等方式进行资产重组 ,盘活存量

资产 ;对产品没有市场、长期扭亏无望的轮胎企业

实行破产关闭 ,以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5 ]

长期使用后得出的结论。轮胎商品的质量信誉是

轮胎名牌的根本前提 ,好的信誉意味着企业产品

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信任。因此 ,培植轮胎商品

信誉、提高产品质量、力求精益求精是轮胎企业提

高其轮胎市场占有率、增强竞争力的有力措施之

一。从我国轮胎工业的现状来看 ,不仅需要提高

服务质量 ,轮胎的内、外质量以及包装水平都有待

进一步提高。应彻底根除我国轮胎包装破损严

。另

外 ,一些小型轮胎企业在技术、资金、市场和品牌

上都不具有优势 ,也应退出市场竞争。只有这样 ,

大轮胎集团才能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得以发展 ,增

强其与世界名牌的抗衡能力。

315 　提高研究与开发费用 ,加强技术实力

各大轮胎企业应千方百计地加大轮胎研究与

开发费用的投入 ,不断拓宽融资渠道 ,并把建设资

金落到实处。充分利用国家给予轮胎企业技术创

新方面的优惠政策 ,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

联合 ,加快科研人员的知识更新及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和新设备的应用 ,缩短轮胎产品的开发

周期 ,按照开发一代、投入一代、储备一代的滚动

开发战略 ,努力研制轮胎新产品 ,从根本上提高轮

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开发水平。

316 　注意保护轮胎名牌[ 5]

一个轮胎名牌一旦创造成功之后 ,就成为轮

胎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可以为企业带来巨

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轮胎品牌应被企业看作是自

己的生命 ,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护自己的驰名

商标。注册是保护轮胎名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

它可以避免轮胎企业花费巨大资金和精力培养起

来的品牌被别人利用。当企业的驰名商标专用权

受到损害时 ,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 ,打击侵权假冒

行为。侵权假冒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程

序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而且毁坏了轮胎名牌的

信誉 ,侵犯了商标权所有人的权益。因此 ,各国都

制定《商标法》等有关条文 ,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手

段对商标专用权加以保护。我国也应加大对假冒

行为的打击力度 ,力求保护好名牌轮胎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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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聚酯纤维蠕变与拉伸模量的关系曲线

注同图 1

Acordis工业纤维公司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研制出

一种满足上述目的的特殊网络成为可能。中枢网

络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蠕变与模量之间明显的

相互关系 ,这种关系与使用材料是纱线、帘线、浸

渍帘线 ,还是模拟硫化后浸渍帘线无关。由于从

纱线到模拟硫化后浸渍帘线的加工期间 ,模量降

低 ,这显然表明加工过程中蠕变增大 ,见图 4。

图 4 　聚酯纤维的定伸应力曲线

注同图 1

　　利用中枢网络 ,对聚酯、锦纶 6、锦纶 66 和人

造丝的纱线、帘线、浸渍帘线及模拟硫化后浸渍帘

线的蠕变测量值与预测值进行对比的结果见图

5。

△—聚酯 ; + —锦纶 66 ; ×—锦纶 6 ; □—人造

纤维 ; ○—人造干纤维

从图 5 可以看出 ,开发的中枢网络完全有能

力描绘蠕变的过程。

采用中枢网络可以研究不同变量对蠕变的影

响 ,如拉伸负荷对蠕变的相对影响为 45 ,拉伸模

量对蠕变的相对影响为 - 80。负荷增大导致蠕变

加大 ,模量变化甚至得出相反的结果 ,即模量增大

会导致蠕变减小。

模量与蠕变的相互关系已经比较明确 ,虽然

这些纤维材料已经在轮胎制造业中使用多年 ,但

标准不断增多 ,纤维材料的尺寸稳定性一直是很

重要的指标。

Acordis 工业纤维公司研究的主要发现是轮

胎成型时的帘线蠕变受纱线加工工艺的影响 ,大

幅度降低蠕变的要求大大提高了纱线的模量。事

实上 ,对现有聚合物采取单纯改性来提高模量是

很难实现的 ,类似的发现对轮胎蠕变研究至关重

要 ,它们揭示了技术变化的局限性。

(胡 　萍摘译 ,涂学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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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 ,因为这样完全适合研究不同变量综合或

单独的影响。中枢网络能够对获得的数据中已经

记录的特性曲线进行分类 ,其中包括温度升高的

影响。

中枢网络在其它研究领域中的使用经验使

图 5 　纤维的蠕变测量值与预测值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