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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生产与贸易发展趋势

N R生产与贸易发展趋势

陈 旭 潘延弟
(辽宁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6 1 10 0 1)

N R主要产于东南亚
。

最大的几个 N R

生产国是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泰国和斯里

兰卡
。

世界 N R的用量很大
,

使用品种主要有

烟胶片和标准胶
。

N R 的主要消费国和地区

有美国
、

欧共体
、

日本及中国
。

近几十年来
,

N R 的生产和 消费都发生 了重大变化
,

同时

N R 的贸易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
。

1 N R 消费地域的改变

N R 的消费已从西方工业国家转向亚洲

及太平洋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
。

1 9 7。

年北美及欧共体总计消费全球 N R 消费总量

的 4 4
.

9%
,

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及 N R 生产 国

只消费了 22
.

7% ; 1 9 8 0 年北美及欧共体 N R

消费量所占比例降至 36
.

1 %
,

而亚洲及 N R

生产国 N R 的消费比例增 至 34
·

1% ; 1 9 90 年

亚洲及 N R 生产国成了消费 N R 最多的国家

和 地 区
,

其 消 费 量 占 N R 消 费 总 量 的

4 .5 1%
,

而北美及欧共体的消费比例降至

33
.

0 %
。

这种趋势在近几年来更加显著
,

亚洲

国家 N R 的消费量继续在增加
。

2 N R 生产趋势的改变
2

.

1 N R 主要生产国排位的改变

N R 的生产在过去几十年中也发生 了相

当大的变化
。

1 9 7 0 年马来西亚是世界最大的

N R 生产国
,

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40
.

9%
,

以下依次是印度尼西亚及泰国
。

从 1 9 9 1 年开

始
,

泰国取代马来西亚成为世界最大的 N R

生产国
; 1 9 9 2 年泰国 N R 产量占全球 N R 总

产量的 2 7
.

2%
,

印度尼 西亚仍居第 2 位
,

马

来西亚降至第 3 位
; 1 9 9 3一 1 9 9 5 年泰国继续

保持 N R 生产及出口世界第 1 位的位置
。

2
.

2 生产品种及等级的改变

在 N R 生产中呈现出从生产烟胶片转向

生产标准胶的趋势
,

从世界主要 N R 生产国

的出 口 统计数字可 以看出这 种改变是明显

的
。

1 9 7 0 年世界主要 N R 生产国烟胶片的出

口量占 N R 出 口 总量的 56
.

2%
,

标准胶只 占
7

.

7% ; 1 9 8 0 年标准胶的出 口 量占 N R 出 口

总量的 42
.

9%
,

而烟胶片占 41
·

3% ; 19 90 年

标准胶所占比例增至 5 2
.

9 %
,

烟胶片却降至
3 6

.

7%
; 1 9 9 4 年 标 准 胶 所 占 比 例 达 到

5 6
.

4%
,

烟胶片只 占 3 2
.

9%
。

表 1 列出主要

N R 生产国出口 N R 产品的情况
。

表 1 主要 N R 生产国出口 N R 产品的情况

项 目 1 9 7 0 年 1 98 0 年 1 9 9 0 年 1 9 9 1 年 19 9 2 年 1 9 93 年 19 9 4 年

出口量
,

kt

烟胶片

标准胶

其它

总计

占出 口总量比例
,

%

烟胶片

标准胶

其它

瓮

蒸

1 3 3 5

1 9 2 5

3 7 7

3 6 3 7

1 2 7 3

1 9 6 6

4 2 2

3 6 60

1 3 2 4

2 1 0 4

3 6 6

3 7 9 4

1 1 8 3

艺0 3 4

4 0 0

3 6 1 7

1 2 9 7

2 2 2 2

4 1 7

3 9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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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R 消费品种的改变

在过去 0 2年中
,

世界主要 N R 消费国

逐渐改变 了所用 N R 的品种
,

即使用的标准

胶越来越多
。

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 N R 消费

国在过去十几年内从使用烟胶片转向使用标

准胶最为明显
,

具体情况见表 2
。

欧共体从使

用烟胶片转向使用标准胶的趋势也较 为明

显
,

见表 3
。

片和标准胶的情况
。

表 5 示出 1 9 9 5 年全国五

大 口岸进 口烟胶片和标准胶的情况
。

表 4 1 9 9 0一 1 9 9 5 年大连口岸进口

烟胶片和标准胶情况

年份

19 9 0

19 9 1

19 9 2

19 9 3

1 99 4

1 9 95

合计

烟胶片
, t 标准胶

, t 烟胶片 /标准胶

表 2 美国进口烟胶片和标准胶情况

年份

1 9 7 0

1 9 8 0

1 9 9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4

烟胶片
·

t
标准胶

.
t 烟胶片

’

标准胶

2 34 6 1

2 1 4 74

2 8 0 5 1

2 6 3 8 6

1 9 11 6

1 2 8 9 6

13 13 8 4

9 3 0 0

1 6 7 9 8

8 9 0 0

64 96

1 1 9 68

7 7 9 5

6 1 2 5 7

7 2 / 2 8

5 6 / 4 4

7 6 / 2 4

8 0 / 2 0

6 1 / 3 9

6 2 / 3 8

6 8 / 3 2

6 1 38 7

6 7 3 弓6

96 55 8

1 14 9 98

1 23 9 58

1 20 94 5

1 3 7 28 2

4 0 9 1 7

3 7 28 4 3

5 8 6工5 5

汽88 1 5 6

68 0 8 20

7 1 5 1 0 2

6 98 8 6 6

6 0 / 4 0

1弓厂8 5

1 4 “ 8 6

1 6 / 8 4

l 汽/ 8 5

1 4 2` 8 6

1 6 2 8 4

表 5 1 9 9 5 年全国五大 口岸进口

烟胶片和标准胶情况

表 3 欧共体进口烟胶片和标准胶情况

年份

19 7 0

1 9 8 0

1 9 9 0

1 9 9 1

] 9 9 2

19 9 3

1 9 9 4

烟胶片
, t

标准胶
·
t 烟胶片 标准胶

口岸 烟胶片
, t

广州 9 6 3 9

大连 1 2 8 9 6

上海 2 8 8 7 0

青岛 3 3 3 5 8

天津 1 5 4 0

合计 8 6 3 0 3

标准胶
,
t

.

10 5 5 5

7 7 9 5

1 7 0 6 0

2 4 0 2 4

2 6 7 0

6 2 1 0 4

烟胶片 / 标准胶

4 8 / 5 2

6 2 / 3 8

63 / 3 7

58 / 4 2

3 7 / 6 3

5 8 / 4艺

2 2 5 6 8 1

15 8 7 7 3

1 8 1 1 4 7

1 6 0 8 3 7

1 6 5 8 3 1

13 9 1 3 4

] 8 2 0 7 5

9 7 9 1 5

2 2 5 6 7 8

3 9 7 2 8 8

3 9 9 2 0 2

3 9 9 1 4 4

3 7 8 0 18

3 9 9 4 7 9

7 0 / 3 0

4 1 / 5 9

3 1 / 6 9

2 9 厂7 1

2 9 / 7 1

2 7
’

7 3

3 1 / 6 9

4 我国使用 N R 的情况

我 国也是世界主要 N R 消费国
,

消费的

品种主要是烟胶 片
。

1 9 7 0 年所有马来西亚出

口到我国的 N R 全部是烟胶片
;
进人 80 一 90

年代后
,

泰国成为最大的烟胶片出口 国
,

我国

与 泰国 的 N R 贸易 量也 随 之 明显增 加
,

在

1 9 9 0一 1 9 9 2 年两年中
,

泰国出口 的 N R 中有

17
·

8% 出口到 中国
。

虽然我国仍然大量使用

烟胶 片
,

但近些年来标准胶的使用比例也呈

上升趋势
。

所用标准胶主要从马来西亚和印

度尼西亚进 口
,

也有少量从泰国进 口
。

但从总

的情况看
,

烟胶片的数量还明显多于标准胶
。

表 4 示出 1 9 90一 1 9 9 5 年大连 口 岸进 口烟胶

5 使用标准胶已成为国际趋势

从统计数据看
,

无论是 N R 生产国还是

N R 消费国
,

总的趋势是转向生产 和使用标

准胶
,

其原因大致是
:

( 1) 对 N R 生产国而言
,

生产标准胶更省

时并能使生产 自动化
,

这符合现代工业生产

的趋势
。

而且标准胶是按统一标准进行包装

的
,

有利于作抽样检验和科学化验
,

从而更能

有效地控制品质
。

( 2) 统一的包装更便于箱装运输
,

也便于

在工厂及港 口装卸
。

( 3) 对于 N R 消费国来说
,

使用标准胶在

储藏
、

运送和混料加工时更能节省开支
。

从对进 口 N R 的检验情况看
,

烟胶片明

显存在运输装卸不方便
、

品质波动大
、

易受污

染
、

加工性能不一致等问题
。

目前世界 N R 的

消费趋 向
,

是逐渐放弃使用传统的烟胶片
,

(下转第 6 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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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强我国轮胎工业 自主开发能力的建议

高水平的轮胎工程技术中心
,

为全行业服务
。

( 3) 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

充分利用学

校教育
、

在职教育
、

继续教育
,

派出去
,

请进来

等多种方式培养轮胎研究开发人才
。

工厂院

校技术合作
、

联合开发系培养人才的有效途

径
。

山东成山橡胶集团与化工部北京橡胶工

业研究设计院长期技术合作
,

开发子午线轮

胎
,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
,

开发出适销对路的

新产品 40 多种
,

使子午线轮胎生产从无到

有
,

从小到大
,

从一般产品到高性能产品
。

在

使企业子午线轮胎开发能力跃居国内先进地

位的同时
,

为企业迅速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
,

使其具备了较强的开发能力
。

此外
,

教育还要

兼顾科技人员
、

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诸方面
,

为技术骨 干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 活待

遇
,

不搞大锅饭和论资排辈
,

而要注重业绩
。

( 4)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争取 向轮胎行业

倾斜
。

轮胎行业在未来 5一 10 年间
,

各类子午

线轮胎系列产 品及其原材料和加工装备等的

开发任重道远
,

其中一些重大关键项 目
,

如世

界范围的第 2 代
、

第 3 代高性能子午线轮胎

系列产品
,

技术复杂
,

投资较大
,

但效益将非

常显著
,

建议列人国家
“

九五
”

科技攻关计划
,

以便得到国家的指导
、

协调和资金支持
,

从根

本上改变轮胎结构设计
、

配方设计
、

工艺技

术
、

工艺管理及生产和检测设备的落后局面
。

此外
,

在全行业选择 5一 6 个综合实力强的轮

胎骨干企业 (集团 )
,

国家给予重点扶持
,

使之

率先在行业中成为技术先进
、

规模经济的轮

胎生产厂
,

早 日形成 自我积累
、

自我开发
、

自

我发展的能力
。

( 5) 增加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
。

目前轮胎

行业研究开发能力与国外比存在较大差距
,

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开发经费
。

对此
,

各轮胎

企业要对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费实行专门管

理
,

避免有钱就干
,

没钱就不干的列 支方式
,

要独立建帐
,

专款专用
,

可以跨年度结转而不

能挪作它用
。

资产折旧和重大生产设备的购

置
,

要受企业技术领导的控制
。

鼓励企业 自动

自愿出资与研究单位联合开发或委托开发研

究
。

也可通过行业协会的协调
,

在全行业建立

科技 发展基金
,

开展共性 的
、

长远的基础研

究
,

解决中小型企业开发经费不足的难题
。

( 6 )加强市场调查缩短开发周期
。

国内轮

胎 生产企业要重视对 国内外轮胎市场的调

查
,

特别是与国内汽车制造厂的沟通
。

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

产品变化 已由过去

的
“
10 年一 贯制

” ,

变成半年甚至更短
,

国外

的汽车及轮胎市场更是千变万化
,

因此及时

掌握产品开发信息是
一

十分重要的
。

首先要建

立和加强信息网络
,

建立 良好的服务协作关

系
,

积极参加广交会
、

贸促会和国内外汽车工

业展览会
,

及时准确地捕捉信息
。

综上所述
,

根据我国具体条件
,

轮胎工业

的 自主开发能力只能逐步形成和提高
,

全面

开花急于求成是不现实的
.

要突出重点
,

贯彻

国家以科技促进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

当前

应重点抓国家轮胎工程技术中心的建立和高

性能子午线轮胎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
,

以促

进全行业的技术进步
,

形成我国轮胎工业的

自主开发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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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使用品质更易于控制
、

更能降低成本的

标准胶代之
。

纵观我国橡胶行业现状
,

不论在技术含

量还是在生产工艺等方面都与世界先进国家

存在较大差距
,

虽然 近些年来我国标准胶进

口量有所增加
,

但是大部分企业仍然使用传

统的烟胶片
。

国际上生产和使用标准胶已成

为趋势
,

标准胶大量使用带来的经济效益是

有 目共睹的
。

因此
,

摆在我们面前的迫 切任

务
,

是进一步改造我们现有的设备及工 艺
,

吸

取国外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
,

以适 应国际上

的变化
,

促进我国橡胶工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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