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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介绍我国炭黑行业 2006年 1 ～ 9月经济运行状况 ,分析炭黑行业的发展环

境 ,探讨炭黑行业在高成本环境下的发展方向 ,提出发展经济规模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技术进步力度;继续探索炭黑原料油新途径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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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 ,在橡胶工业特别是轮胎工业高速

发展的拉动下 ,炭黑行业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贯彻

国家产业政策 ,推进技术进步 ,调整产品结构 ,发

展循环经济 ,提高经济效益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较

好地满足了橡胶 、轮胎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需求。

自 2005年下半年以后 ,支撑炭黑工业高速发

展的煤焦油资源呈现短缺局面 ,且价格一路攀升 ,

到 2006年上半年翻到三倍以上 ,炭黑工业低原料

成本时代已荡然无存。面对这种局势 ,炭黑行业

将如何生存 ,如何发展 ,是行业共同关心的问题 。

1 2006年行业运行状况

进入 2006年以来 ,炭黑行业克服了原料油资

源短缺且价格不断飙升的巨大困难 ,保持了比较

平稳的发展速度 。主要体现了如下特点:

1.1 炭黑行业在困境中艰难运行

1.1.1 炭黑总产量增幅趋缓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对 34家会

员企业的统计 , 2006年 1 ～ 9月份炭黑总产量为

92.68万 t,比上年同期增长 12.54%,虽然高于全

国 GDP平均增长速度 ,但为行业近 5年来的最低

水平 ,同时也低于 1 ～ 8月份综合轮胎(包括部分摩

托车胎)产量 16.1%的增长幅度。而前几年基本

与轮胎增长同步(炭黑产量前 10名排序见表 1)。

由表 1中可以看出 ,在行业总产量整体增幅

趋缓的形势下 ,有的企业发展速度仍然较快 ,如:

河北龙星化工集团公司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和石家庄新星

化炭有限公司增长幅度都很大 ,有的甚至已超过

50%。这几家的共同特点是前两年新增产能开始

释放而发挥作用 。

表 1　2006年 1 ～ 9月份炭黑产量排序

　企业名称 产量 /t 上年同期 /t增长 /%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131656 86106 52.90

台湾中橡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96139 92309 4.15

河北龙星化工集团公司 73055 45615 60.16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64000 63789 0.33

天津海豚炭黑有限公司 57391 60967 -5.87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45843 30266 51.47

杭州富春江化工有限公司 39418 35049 12.47

石家庄新星化炭有限公司 38473 29943 28.49

山西北方君威集团公司 35087 36611 -4.16

山西志信化工有限公司 33128 32730 1.22

　　注:表中不包括非会员企业。

1.1.2 销售收入大幅度上升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炭黑分会对 34家会

员企业的统计 , 1 ～ 9月份炭黑销售量为 94.85万

t,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72%。实现销售收入

55139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7.92%。销售收

入增幅大于销量增幅 55.2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

自去年下半年原料油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下 ,炭

黑行业相继调整了产品销售价格 ,从而带动了销

售收入的增长。

1.1.3 原料油成本不断攀升

继 2005年三 、四季度煤焦油销售价格突破天

价 ,进入 2006年仍然逐月攀升 , 2006年 5 ～ 6月

份山西煤焦油价格上涨到每吨 2800 ～ 2900元 ,山

东地区上涨到 2900 ～ 3000元 ,而华东和华南地区

则突破了 3000元 。随着煤焦油价格不断上扬 ,蒽

油和乙烯焦油价格也在跟进 ,有时 ,甚至每吨高于

煤焦油 200 ～ 300元 。进入三季度以来 ,油料价格

虽然有所回落 ,但仍处在高位运行 ,目前煤焦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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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价格仍为 2005年上半年价格的两倍以上。

根据炭黑分会对 34家会员单位统计 , 2006年 1 ～

9月份产品成本费用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76.17%,行业平均单位成本上升 56.55%。在高

原料成本的重压下 ,一些小规模炭黑企业因不堪

重负 ,全面停产 ,有的中型企业因流动资金失衡而

被迫减产 , 1 ～ 9月份炭黑分会统计 34家会员企

业中有 13家炭黑产量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

1.1.4 行业实现利润下滑

根据炭黑分会统计 , 34家会员企业 2006年 1

～ 9月份共实现利润 1416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了 3.45%,利润增幅小于产量和销量 9个百分点 。

面对原料油价格不断攀升的严峻形势 ,全行

业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强化管理、降低油料消耗 ,

一方面相继调整了炭黑产品销售价格 ,但远远弥

补不了原料涨价的因素。所以 ,原来微利的企业

变为亏损。 2006年 1 ～ 9月份 34家企业中有 11

家企业亏损 ,占统计企业的 32.35%, 亏损额为

1503万元。

行业实现利润较好的主要是几个大的炭黑企

业 ,台湾中橡化学公司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

司 、河北龙星化工集团公司和中橡集团炭黑工业

研究设计院等单位 ,这些企业都分别体现了规模

优势 、科技领先及科学严谨的企业管理优势。

1.1.5 炭黑进出口再现逆差

自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 2004年炭黑进

出口贸易始终呈现逆差 ,而且有数年间进口量远

远大于出口量 ,直到 2005年上半年出口量才大于

进口量 。而从 2005年下半年起 ,由于国内炭黑原

料价格的上涨及企业的减产 ,进口量又开始超过

出口量 , 2006年 1 ～ 8月份也是如此。国内炭黑

企业应在稳定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出口力

度 。

表 2　2006年 1 ～ 8月份炭黑进出口情况

　 数量 /t 增幅 /% 金额 /万美元 增幅 /%

进口 84495 14.6 8837 37.2

出口 71796 -19.5 5149 17.9

1.2 加快了规模化进程 ,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近二三年来 ,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加快了朝规

模化发展的进程 ,如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继在陕西韩城控股成立韩城黑猫炭黑有限公司 ,

建装 4条炭黑生产线后 ,又于 2005年 5月收购了

辽宁朝阳炭黑厂 80%的股权 ,新建的年产 2万 t

生产线已于 2006年 9月正常投产。目前黑猫公

司三个工厂共有 10条生产线 ,全部产能已达到

20万 t,为国有控股最大规模的炭黑企业。卡博

特化工(天津)有限公司年产 5万 t和 6.1万 t生

产线的建成投产 ,使卡博特在中国的生产能力达

到了 24.1万 t。青岛德固赛化学有限公司和山东

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万 t的炭黑生产线

都已建成投产 ,使其各自的年生产能力分别达到

8万 t和 9万 t。台湾中橡公司通过两年的改造和

新建项目两个工厂的产能已达到 19.1万 t,河北

龙星化工集团两年内连续建成了 3条年产 2万 t

生产线 ,到 2005年底产能达到 10万 t。这些企业

都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经济规模(见表 3)。

表 3　企业规模变化表

规模
2004年

企业 /家 产能 /万 t 比例 /%

2006年

企业 /家 产能 /万 t 比例 /%

8万 t以上 5 56 28.28 9 114.4 41.30

5～ 8万 t 7 38.5 19.44 7 45.7 16.50

3～ 5万 t 9 33 16.67 11 40 14.44

1～ 3万 t 52 70.5 35.61 51 76.9 27.76

合计 72 198 78 277

　　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8万 t

以上规模的企业从 5家发展到 9家 ,产能所占的

比例从 28.28%提高到 41.3%,增长了 13个百分

点 ,如果加上 7家 5 ～ 8万 t的规模企业的产能 ,

15家企业合计产能为 160.1万 t,占全部产能 277

万 t的 57.8%。可见 ,行业的企业集中度有了显

著提高 。

1.3 自主创新 、技术进步又有新的进展

资源的匮乏 、原料油的紧张和价格暴涨 ,既造

成了行业发展的困难 ,也成为促进行业通过技术

进步实现节能降耗的巨大动力 。近年来企业普遍

在这方面花大力气 、下真功夫 ,且已取得突出效

果 。如提高单台炉的生产能力 ,卡博特化工(天

津)公司于 2006年 8月竣工投产的年产 6.1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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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生产线 ,不仅为国内最大产能 ,在国际上也是

最先进的。青岛德固赛化学有限公司于 2006年

3月投产的年产 3万 t软质炭黑生产线也为国内

外一流水平 。除合资企业外 ,国内民营企业也在

发展大产能生产线。山东华东橡胶材料公司 、大

石桥辽滨炭黑厂 、无锡双诚炭黑厂都在建设(有

的已经建成)年产 3万 t规模的生产装置 ,这也是

对最近十几年运行的 1.5 ～ 2万 t生产线的成功

突破 ,标志国内炭黑企业进入了对引进技术再创

新的重要阶段。

众所周知 ,高温空气预热器不但提高了收率 ,

同时强化了反应条件 ,减少了急冷水喷入量 ,降低

了滤袋负荷 ,提高了尾气热值 ,生产线的产能也可

以大大提高。两年多以前 , 大多数厂家都使用

650℃空气预热器。随着能源趋紧和原料油价格

走高形势的日益发展 ,各大炭黑公司都越来越重

视节能降耗和挖掘炭黑生产潜能 ,开始提升空气

预热器温度 ,新建生产线普遍采用 800℃和 950℃

高温空气预热器 ,如石家庄新星化炭 、山西志信公

司 、山西宏特 、山西恒大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公司

都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 ,大大降低了原料油消

耗 。目前 ,行业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原料油单耗均

在每吨 1.7t左右 ,比两年前降低 10% ～ 12%。

1.4 发展循环经济 ,大搞综合利用效果显著

炭黑行业是原料油占绝大部分成本的产业 ,

也是资源密集型高能耗产业 ,这一特点就决定了

炭黑行业是最具有潜力 ,且迫切需要发展循环经

济的产业之一 。特别是在当前原料油紧缺 、价格

不断飙声的环境下 ,各企业更普遍重视不断拓宽

循环经济和综合利用之路 。普遍的做法是在新增

生产能力的同时 ,扩大尾气发电机组 。如台湾中

橡马鞍山公司的发电能力已达到 18000kW,鞍山

公司达到 7500kW,已实现 60%发电量对外输送 ,

仅此一项年创纯效益 1000多万元 。

还有的企业 ,如江西黑猫 、山西永东 、山西宏

特公司都建立了煤焦油深加工基地 ,在提纯配制

满足炭黑生产所需的专用炭黑油的同时 ,还提取

多种附加值比较高的化工产品 ,既保证了炭黑生

产原料 ,又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 。

除企业内部循环外 ,有的企业还实施了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循环 ,如一些炭黑企业与焦炭厂合

作 ,利用焦炉煤气作为炭黑生产燃料 ,减少了油

耗 ,降低了成本 。江西黑猫将尾气提供给焦化煤

气总厂的焦炉加热 ,实现了炭黑 、焦化废热资源的

充分合理利用。

2 炭黑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十一五 ”期间 ,由于轮胎工业仍将保持较高

的发展速度 ,所以 ,中国炭黑工业应该说处于比较

好的发展环境 ,但也面临竞争的压力和制约因素。

炭黑企业应审时度势 ,加快发展 ,切实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 ,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自主创新提高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做大做强中国炭黑工业 ,以不断满足

轮胎 、橡胶工业及相关领域对炭黑的需求 。

2.1 橡胶轮胎工业的持续发展为炭黑行业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今年以来 ,轮胎 、橡胶工业顶住了天然橡胶 、

合成橡胶等原材料价格大幅度飙升的影响 ,仍然

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 ,预计 “十一五 ”期间轮胎

的发展速度不低于 10%。根据中国橡胶工业 “十

一五”发展规划和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的

预测 ,到 2010年综合轮胎的需求量将达到 3.2亿

条 ,子午化率达到 85%以上。 2007年综合轮胎产

量为 3.03亿条 ,其中子午线轮胎为 1.87亿条 。

特别是轮胎出口方面 ,虽然从去年起屡屡遭

遇进口国反倾销及贸易壁垒等国际贸易纠纷 ,但

出口势头不减 ,据海关统计 ,轮胎出口数量超过轮

胎总产量的 25%。

根据汽车工业发展规划 ,到 2010年汽车总产

量将达到 1000万辆以上 ,其中 ,轿车 600万辆。

届时全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6200万辆 ,其中轿车

3100万辆。

根据这种形势 ,国内各轮胎公司都在扩大产

能 ,特别是国际大的轮胎公司 ,也在加快投资重心

向中国转移的步伐。如韩国锦湖除在南京工厂继

续投资扩大规模外 ,又于 2005年在天津建厂 ,一

期投资 1.78亿美元 ,形成年产 525万条半钢子午

线轮胎产能 , 2006年即可投产 。同时还建立锦湖

轮胎长春公司 , 投资 1.5亿美元 ,与一汽配套形

成年产 315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生产能力 。锦湖

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为 3000万套。

韩国另一大公司耐克森公司也在青岛注册成

立青岛耐克森轮胎有限公司 ,总投资 2.6亿美元 ,

一期工程完成年生产全钢子午线轮胎 450万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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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 ,二期完成后可达到 1000万条生产能力。

日本住友橡胶公司宣布 ,计划在 2008年前将

其在中国的轮胎产能扩大 4倍。

上述情况表明 ,我国炭黑工业在轮胎 、橡胶工

业的拉动下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根据行业编制

的 “十一五 ”发展规划 ,到 2010年国内炭黑需求

量约为 225万 t,届时国内炭黑产量和需求量均可

超过美国 ,居世界第一位。

2.2 原料油资源紧缺和价格攀升是制约行业发

展的瓶颈

自上世纪 80年代起 ,国内炭黑企业使用的原

料油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 1987年由天津海豚炭黑有限公司

成功引进的年产 1.5万 t新工艺炭黑生产线 ,全

部使用的是乙烯焦油(类似美国的 FCC油),确保

了生产优质炭黑的要求。

第二阶段 ,随着国内各炭黑企业湿法造粒炭

黑生产线的新建 、产能的增加 ,乙烯焦油已不能满

足炭黑生产的需求 ,因此大部分企业采用乙烯焦

油加蒽油或加部分煤焦油的原料配方 ,也较好地

满足了炭黑生产的需要。

第三阶段 ,新世纪之初 ,随着钢铁行业的过

热 、炼焦行业的蓬勃发展 ,产生了丰富的煤焦油资

源 ,大部分通过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新建的年产

1.5 ～ 2万 t炭黑生产线 ,开始大量使用煤焦油为主

要原料 ,支撑了近几年炭黑行业高速持续的发展。

而自 2005年下半年起 ,原料资源发生了急剧

变化 ,价格飞涨 ,供不应求 ,甚至一度呈现有价无

市局面 。这种变化 ,决不是临时现象 ,而是市场经

济发展和价值规律所表现的必然趋势 。

虽然国内乙烯装置迅速扩大产能 ,但由于其

原料多改为轻质油 ,乙烯焦油产出量降低。再加

上国际原油价格的飙升 ,作为主要燃料的重油价

格居高不下 ,乙烯工厂生产过程的能源多改为使

用本企业的乙烯焦油 ,所以 ,乙烯焦油的市场投放

量微乎其微 。

随着钢铁行业的降温 ,煤焦油行业的规范性

整顿 ,焦炭和煤焦油产量都得到了抑制 ,而煤焦油

的深加工产能却在不断发展。同时玻璃陶瓷行业

也争抢煤焦油为燃料 ,这都大大减少了流向炭黑

行业的煤焦油数量。因此可以说 ,原料油瓶颈制

约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困惑国内炭黑行业发展的

主要环节。

2.3 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目前 ,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及民营炭黑企业

都在迅速扩大能力 ,力求增加市场份额 ,卡博特化

工(天津)有限公司年产 11.1万 t的两条生产线 ,

于 2006年 8月 18日正式投产 ,其在中国的总生

产能力已达到 24.1万 t。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资本运作 ,低成本扩张 , 3年时间控股新

建了两家工厂 ,形成了年产 20万 t的总体规模。

台湾中橡公司也在鞍山和马鞍山两家工厂轮番扩

建和改造使其规模达到了 19.1万 t。 2005年底 ,

全国炭黑产能为 235万 t, 2006年新建生产线 14

条 ,新增能力为 42万 t。截止到 2006年 10月 ,国

内万吨级以上规模的炭黑企业共有 78家 ,总计生

产能力为 277万 t,其中 ,湿法造粒炭黑生产线共

计 98条 ,总计年生产能力为 204万 t,占总生产能

力的 73.65%。其中 ,生产能力 8万 t以上的企业

有 9家(见表 4),合计生产能力为 114.4万 t,占

全部生产能力的 41.30%。

表 4年产能力 8万 t以上企业分布

　企业名称 年生产能力 /万 t 备注

卡博特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24.1 两个工厂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0 三个工厂

台湾中橡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9.1 两个工厂

河北龙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9.0

石家庄新星化炭有限公司 8.2

天津海豚炭黑有限公司 8.0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8.0

青岛德固赛化学有限公司 8.0

合计 114.4

　　一些企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 ,加速这些企

业形成经济规模 ,加快行业集中度的提高 ,同时对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形势提出了预警。根据中国

橡胶工业协会编纂的《中国橡胶工业发展战略研

究 》和 “十一五 ”发展规划 , 2010年炭黑的需求量

为 225万 t,目前的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了这个数

字 。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必然造成一些企业开工

率低下 ,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装备和管理落后

的小规模炭黑企业被淘汰出局是不可避免的。

3 发展方向和发展建议

从 2005年下半年以来 ,原料油供应的发展趋

势说明 ,炭黑行业已全面进入高原料成本时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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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跨国炭黑公司的扩张 ,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必

然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因此 ,炭黑行业要切实

树立科学发展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困境中抓

住机遇 ,走出一条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新路。

3.1 发展经济规模 ,优化产业结构

中国炭黑企业的集中度虽然逐年有所提高 ,

但仍处于小而分散的状态 ,所以优化产业结构仍

然是 “十一五 ”期间的工作重点 。优化产业结构

就是朝着规模化 、基地化 、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实

现企业集团化 ,可充分体现多方面优势 ,如:有利

于资源 、能源的有效配制和优化组合 ,提高经济效

益;有利于调动人才资源 ,集中科研资金 ,开展前

瞻性研究 ,增强技术储备 ,使企业处于科技领先地

位;有利于打造企业知名品牌 ,积淀企业无形资

产 ,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有利于原材料的集中采

购和进出口贸易 ,建立全方位的营销网络和信息

系统 ,降低经营成本。

高原料成本和竞争的加剧 ,既给一些企业带

来很大危机 ,也是企业重组的最好时机。在行业

内倡导以大型企业为龙头 ,以资产为纽带 ,通过改

制 、重组 、并购 ,组建较大规模的企业和企业集团 ,

最终打造几艘中国炭黑行业的航空母舰 ,为建立

世界炭黑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3.2 切实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技术进步

力度

目前世界炭黑工业正在朝着规模大型化 、技

术高新化 、品种多样化 、市场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

这也是国内炭黑行业的必由之路 ,特别是在原料

资源和能源短缺和价格飙升的情况下 ,全力推进

技术进步 ,实现节能 、降耗 、安全 、环保 、提升产品

档次尤为重要 。根据行业专家意见 ,提出现阶段

技术进步的主要课题包括:提升反应炉能力;改进

反应炉炉型结构及材质;采用富氧燃烧技术 ,提高

反应炉内火焰温度 ,推广使用 800 ～ 950℃高温空

气预热器;将急冷锅炉纳入生产流程等项技术。

通过自主创新 ,掌握一批炭黑生产核心技术 ,拥有

一批自主知识产权 ,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炭黑

企业 ,创造一批国际知名品牌。

同时 ,还要研发生产高性能 、高质量炭黑品

种 ,不仅满足市场需求 ,而且能创造较高的经济效

益 。目前 ,国内炭黑销售价格仍然低于国际水平。

以海关 2006年 1 ～ 8月份炭黑进出口价格为例 ,

进口炭黑平均价格为每吨 1045.86美元 ,而出口

的平均价仅为 717.17美元 ,剔除进出口炭黑品种

结构差异 ,国内炭黑价格仍然偏低。因此 ,可以说

国内炭黑仍有较大的调价空间 ,以优质优价提高企

业和行业的经济效益 ,走出低价、无序竞争的怪圈。

3.3 继续探索炭黑原料油新途径

解决原料油资源问题 ,首先要立足长远发展 ,

打破单纯依赖现有原料油品种的思维模式 ,通过

产 、学 、研挂钩 ,研究开拓多种原料渠道。并可寻

求与炼油厂衔接或合作 ,积极开发和应用国产的

催化裂化澄清油(FCC油),并将其转移到炭黑原

料中以补充煤焦油 、蒽油的不足 ,特别是将研发再

生性资源生产炭黑作为行业攻关的重要课题 ,这

是在不可再生资源趋近枯竭的情况下 ,解决行业

长远发展的万全之计 。

现阶段 ,根据原料资源情况和生产优质炭黑

的需求 ,在原料配方设计上以蒽油为主 ,乙烯焦油

和煤焦油为辅比较适宜;有条件的企业尽量使用

煤气和天然气资源 ,替代部分油料;当原料油价格

及炭黑销售价格与国际接轨之际 ,进口 FCC油是

可行的 ,也是解决原料油资源短缺的长久之计 。

我们坚信 ,炭黑行业经过困难的洗礼会更加

成熟 , 更加发展壮大 ,一定会走上全新的发展之

路 ,为中国的橡胶工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上接第 4页)

4.保持加工型橡胶助剂的应用 ,特种功能型

橡胶助剂如粘合剂 、偶联剂和不溶性硫黄等呈稳

定增长趋势 。

5.新品开发要以清洁生产为中心 ,加大目前

大量进口的高热稳定性不溶性硫黄 、均匀剂等产

品的开发力度 ,加速橡胶助剂产品的剂型改造 。

6.以环保 、安全 、节能为中心发展绿色化工 ,

进一步推动橡胶助剂工业的清洁生产 ,从源头到

生产过程和三废排放 、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实施

清洁生产 ,对少数毒性危害大的物质将通过立法

予以制止。

7.坚持科学发展 、实施名牌战略 ,提高行业

的整体竞争力 ,以创世界名牌为新目标 ,进一步开

拓国内外市场 ,不断扩大中国橡胶助剂在全球的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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