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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4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继续大幅增长

2004 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继续保持两位数

增长 。全年合成橡胶产量(规模以上企业)增长到

147. 76 万 t , 创历史最高纪录 , 比上年增长

11. 7%。全年生产均衡稳定 ,月产量均保持在 11

万 t以上 ,其中有 7个月份月产量达到 12万 t以

上。6月份月产量达到 13. 63万 t ,刷新了月产量

历史纪录 。全年平均月产量突破 12万 t达到 12.

31万 t ,为历史最好水平 。近年我国合成橡胶分

月产量详见表 1和图 1。

表 1　近年我国合成橡胶分月产量

月份 2003年产量 /万 t 2004年产量 /万 t 同比增长 /%

1 10. 34 12. 56 21. 4

2 10. 02 11. 89 18. 7

3 9. 79 12. 63 29. 0

4 10. 20 11. 46 12. 3

5 10. 05 12. 15 20. 9

6 10. 80 13. 63 26. 2

7 8. 94 11. 73 31. 2

8 11. 75 11. 08 -5. 7

9 12. 44 11. 84 -4. 8

10 12. 21 13. 01 6. 5

11 12. 06 12. 29 1. 9

12 13. 02 13. 49 3. 6

合计 132. 28 147. 76 11. 7

图 1　我国近年合成橡胶月产量示意图

2 近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稳定增长

2000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 87. 63 万 t , 比

1995年增长 49. 6%,“九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率

为 8. 4%。2001 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首次突破

100万 t ,达到 104. 55 万 t , 2004 年产量增长到

147. 76万 t ,比 2000年增长 68. 6%,“十五”的前

4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14. 0%。我国近年合成橡胶

产量详见表 2。

表 2　我国合成橡胶产量和表观消费量

年份 产量 /万 t 表观消费量 /万 t

2000 87. 63 154. 36

2001 104. 55 168. 31

2002 116. 76 200. 05

2003 132. 28 225. 28

2004 147. 76 248. 79

3 主要生产企业产量

目前我国有合成橡胶生产企业近 40家 ,大部

分企业集中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004

年合成橡胶产量达到 78. 09 万 t , 比上年增长

2. 9%,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52. 8%。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 2004 年合成橡胶产量达到 28. 59

万 t , 比上年增长 0. 1%,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9. 3%。2004年产量在1万 t以上的生产企业有

18家 ,在 5万 t以上的企业有 10家 ,超过 10 万 t

的企业已有 6家。中国石化北京燕化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合成橡胶产量达到 24. 13

万 t ,居全国首位 ,比上年增长 13. 9%,占全国总

产量的 16. 3%;其次是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分公司 , 2004 年合成橡胶产量增长到 16. 41

万 t , 比上年增长 26. 4%, 占全国总产量的

11. 1%;中国石化齐鲁石化股份公司居第三位 ,

2004 年合成橡胶产量 16. 32 万 t ,比上年减少

15. 9%,占全国总产量的 11. 0%。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的丁

苯橡胶扩产改造项目于去年 5 月一次开车成功。

该项目在原丁苯橡胶装置 A 、B两条生产线的基

础上 ,增加了一条年产 5万 t的 C 线 ,在不改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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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辅助材料 、产品品种的情况下 ,使装置的年

生产能力由 9万 t提高到 14万 t。这套装置采用

低温乳液聚合工艺技术 ,最大特点是技术含量高 ,

工艺成熟 ,生产稳定 ,综合能耗和生产成本在国内

最低 。它生产的 SBR1500 丁苯橡胶在国内被公

认为质量最好的产品 ,主要用于汽车轮胎和汽车

有关部件的制造 。这套装置改造成功 ,不仅每年

可增加 5万 t橡胶产品和 5亿多元销售收入 ,而

且使丁苯橡胶的产品质量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 ,

同时降低了装置能耗和产品成本 ,从而提高了生

产装置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004 年新投产的企业有南通市宏泰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 、镇江南帝化工有限公司 、盘锦辽河油

田泰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南海市合和兴实业有

限公司。我国主要合成橡胶生产企业近年产量列

于表 3。

表 3　我国主要合成橡胶生产企业近年产量

　企业名称 2003年
产量 /万 t

2004年
产量 /万 t

中国石化北京燕化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1. 18 24. 13

中油吉林石化分公司 12. 99 16. 41

中国石化齐鲁股份有限公司 19. 41 16. 32

中国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4. 81 16. 12

申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1. 58 14. 08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上海高桥分公司 9. 61 10. 63

中石油兰州石油化工公司 6. 19 7. 06

上海高桥巴斯夫分散体有限公司 5. 59 5. 79

陶氏丁苯胶乳(张家港)有限公司 4. 84 5. 33

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 5. 14 5. 03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 5. 22 4. 77

南通回力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1. 34 4. 36

中油股份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 3. 22 3. 23

4 消费量快速增长

目前我国生产的合成橡胶还不能满足橡胶制

品业的需要 ,近年进口量增长较快 。据海关统计 ,

2003年合成橡胶进口量突破 100万 t ,达到100. 6

万 t , 2004年合成橡胶进口量增长到 109. 53万 t ,

比上年增长 8. 9%,为进口量历史最高水平 ,进口

量占当年国内合成橡胶消费量的 44. 0%。

近年来我国生产的合成橡胶有少量出口 。据

海关统计 , 2001年我国出口合成橡胶 11. 5万 t ,

为出口量历史最高纪录 ,出口量约占当年我国合

成橡胶产量的 11. 0%。2004年出口合成橡胶8. 5

万 t ,比 2003年增长 12. 1%,出口量约占 2004年

我国合成橡胶产量的 5. 8%。

随着我国化学工业和橡胶制品业的迅速发

展 ,我国合成橡胶的消费量增长很快 。2000年我

国合成橡胶表观消费量增长到 154. 4 万 t ,比

1995年增长 78. 6%,“九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率

为12. 3%。2002年表观消费量首次突破 200万 t

达到 200. 05 万 t , 2004 年表观消费量增长到

248. 79万 t ,比 2000年增长 61. 2%,“十五”的前4

年年均增长率为 12. 7%。近年我国合成橡胶表

观消费量详见表 2。

5 国内市场需求继续增长

2004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3. 65万亿元 ,比上年增

长 9. 5%。我国工业总产值(现价)达到 18. 72万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1. 0%。今年是我国全面完成

第 10个五年计划目标的一年 ,我国的经济建设将

继续稳定发展 。预计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将在 8%以上。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橡胶制

品的需求量将继续增长。

近年来 ,我国橡胶制品业发展迅速 ,各种橡胶

制品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自行车胎 、胶鞋和

再生胶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2004 年全国橡胶制

品业完成工业产值(现价)1623. 75 亿元 ,比上年

增长 26. 9%。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1548. 60亿元 ,

比上年增长 31. 7%。

轮胎制造业是合成橡胶的最大消费用户 ,其

产值和生胶耗量均占橡胶制品业的 50%左右。

随着汽车 、拖拉机等运输机械制造工业的蓬勃发

展 ,轮胎制造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九五”计划

期间轮胎外胎产量净增 4393万条 ,是历史上产量

增长最快的时期。2004 年我国轮胎外胎产量增

长到 23926万条 ,比 2000年增长 93. 9%,“十五”

的前 4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18. 0%。汽车制造工

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2004

年我国汽车产量达到 519. 7万辆 ,比 2000年增长

1. 3倍 , “十五”的前 4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23. 7%。

汽车制造工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随着汽车制

造工业的快速发展 ,轮胎产量正以较高的速度增

长。预计 ,近期内轮胎产量可能以每年 13%以上

的速度继续增长 ,2005年轮胎制造业约需各种合

成橡胶 150万 t。胶鞋制造业也是合成橡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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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费部门 。近几年胶鞋产量呈恢复性增长。

2004年胶鞋产量达到 9. 94 亿双 , 比上年增长

10. 3%,比 2000年增长 19. 9%,“十五”的前 4年

年均增长率为 4. 6%。预计今年胶鞋生产约需各

种合成橡胶 6万 t。

近年来 ,其他非轮胎橡胶制品的产量也增长

较快 。预计今年其他橡胶制品约需各种合成橡胶

119万 t 。

综上所述 ,2005年国内市场需要各种合成橡

胶约为 275万 t。

铁矿石重锤砸向橡胶机械及轮胎业

　　2005年全球铁矿石涨价 71. 5%,钢铁价格不

断攀升已成定局 。由于铁矿石及钢铁行业为上游

产业 ,同时钢铁目前处于供不应求阶段 ,掌握价格

主动权的钢铁企业势必将成本上涨转移出去 。这

将对下游的橡胶机械及轮胎行业造成较大影响 ,

直接影响它们的利润和发展速度。

据传统经验 ,矿石涨价 71. 5%将导致钢铁企

业成本增加 10%以上 。在钢铁处于卖方市场的

情况下 ,钢铁价格上涨幅度将达到 10%左右 。宝

钢股份日前就发出调价通知 ,从第二季度开始其

产品每吨平均上涨 600 ～ 800元 。目前的钢铁市

场普通钢材每吨已悄然上涨 300 ～ 400元 ,16mm

等厚的钢板每吨已上涨 700 ～ 800元。

钢铁价格上涨对橡胶机械行业产生巨大的冲

击。钢材在橡胶机械行业原料成本中所占比例较

高 ,部分产品如硫化机已经达到 90%以上 ,平均

在 70%左右 。在钢材成本上升 10%的情况下 ,若

橡胶机械行业不能将成本转移 ,则毛利润率下降

5个百分点左右 ,净利润率下降 3. 5个百分点左

右;若能将一半成本因素转嫁 ,则毛利润率和净利

润率都下降 1个百分点左右。

橡胶机械行业在 2003 、2004年过了两年好日

子后已开始走下坡路 ,由于整个行业订单减少而

生产能力却已大大提升 ,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

这已在今年初的产品招标中体现 ,部分产品的价

格比上年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橡胶机械企业在与

轮胎企业的价格谈判中历来处于下风 ,即使在前

两年橡胶机械处于卖方市场的情况下都不能将其

产品的价格较大幅度提高 ,估计该行业将钢铁价

格上涨的成本向轮胎企业转移的幅度不大。同时

橡胶机械产品交货属期货性质 ,产品通常提前订

贷 ,橡机企业大多手头的订单已有半年之多 ,这些

签订合同的价格是很难更改的 。以橡胶机械企业

需多付出 10%的材料费计算 ,国内销售收入在 2

亿以上的较大橡胶机械企业 ,光为完成手头订单

合同会增加钢材成本 500 ～ 1000 万元以上 ,整个

行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不可避免 ,几个主要的橡

机厂可能会出现亏损或微利状况。

另外 ,我国橡胶机械近年出口势头较好 ,钢材

成本的上升将降低我国橡胶机械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 ,这对其出口也是不利的 。在 2003年的高峰

后 ,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部分排名挤入世界橡

胶机械前 20“强”的中国企业又不得不谙然退出。

钢铁价格上涨对轮胎行业的影响 ,主要是通

过影响设备及备件购买成本而发挥作用 。我国轮

胎工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对橡胶机械及备品

备件的需求较大。据统计 ,新上 30万套全钢子午

线轮胎项目需要设备投资 2 亿元以上 , 对新上

100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需设备投资 1. 0 ～

1. 2亿元 ,估算我国轮胎行业 2005年的设备投资

在 50 亿元以上。尽管轮胎企业在设备采购中掌

握主动权 ,但由于橡胶机械属于微利产品 ,要求橡

胶机械价格一点不涨是不现实的。即使橡胶机械

的涨幅不大 ,设备采购成本的增加对轮胎企业利

润的挤压不可忽视 ,估计轮胎行业整体利润将有

一定幅度下降 。同时 ,橡胶机械的日子不好过 ,可

能影响所订设备的按时交货 ,这将影响轮胎新上

项目及扩产项目的如期形成生产能力 ,这对轮胎

行业增长速度会产生负面影响 。

钢铁价格上涨的影响涉及面较广 ,时间性较

长 ,是橡胶机械及轮胎企业不得不度过的一个大

“坎” 。不同的企业应根据自己产业的特点和企业

的实际情况 ,着力从企业对钢铁的依赖性 、对设备

的需求 、产业对上涨成本的转移能力等方面分析 ,

从而制定适合自己的材料采购 、设备投资 、产品定

价等策略和计划。 陈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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