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论坛　SPECIALREPORT

国内丁苯橡胶产需状况及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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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化工销售北京分公司 , 北京 100043)

　　摘要:介绍了国内丁苯橡胶生产企业及进口情况 , 消费结构;我国丁苯橡胶的主要

消费地区 ,市场分析及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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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丁苯橡胶供需基本情况

1.1 生产概况

目前 ,国内正常生产丁苯橡胶的企业有 5家:

中石化齐鲁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建成投产 ,日本

瑞翁技术 , 1999年扩能)、中石油吉林化学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1982年建成投产 ,日本 JSR技术)、申

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1998年投产 ,美国 Goodrich

技术)、中石油兰州分公司(1965投产 ,前苏联建),

上海高桥石化公司(2006年投产 ,溶聚丁苯橡胶 ,

日本旭化成技术)。扩产的有中石油兰州分公司 ,

扩产 10万 t,年底投产。正在建设的有扬子金浦

(一期 10万 t, 2007年 6月投产 , 二期 10万 t待

定),惠州(同日合资)产能 5万 t, 2008年投产。到

2008年 ,预计全国总产能将达到 73万 t。

表 1 　丁苯橡胶企业现有产能及主要生产牌号

公司 产能 /万 t 主要产品牌号 生产线

齐鲁 13 SBR1502、1712、 1778、1721 三条生产线(牌号生产可相互切换)

吉化 14 SBR1500、 1502 两条生产线(牌号生产可相互切换)

兰化 5 SBR1500、 1712 一条生产线(牌号生产可互相切换)

申华 17 SBR1502、 1712 两条生产线(牌号生产可互相切换)

高桥 10 SSBR, T2530、T2535L、55AE、50RE、T2000R、T2003等 三条生产线 ,溶聚丁苯橡胶 ,包括 LCBR

合计 59

表 2 　丁苯橡胶在建和扩建企业产能

公司 产能 主要产品牌号 生产线

惠州 5 SBR1500、 1502、1712 一条生产线(牌号生产可相互切换)

兰化 10 SBR1500、 1712 两条生产线(牌号生产可互相切换)

合计 15

　　2005年 , 中石化的丁苯橡胶产量为 15.6

万 t,中石油为 15.9万 t、申华产量 16.7万 t,兰化

4.4万 t,共计 52.6万 t,其中中石化占 29.7%。

1.2 进口情况

因继续受 2003年反倾销的影响 ,我国丁苯橡

胶进口量从 2002年的 19万 t降至 2003年 15 .85

万 t后再降到 2004年 11.51万 t, 2004年比 2003

年减少 27.4%, 2005年进口量为 11.73万 t。

2006年为 25.4万 t,同比增长 59%。

2 国内橡胶消费结构

根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等有关部门和专家对

轮胎 、胶鞋 、胶管 、胶带 、力车胎 、汽车部件等主要

应用领域的估测 , 2004年我国橡胶(不包括胶乳

和特种胶)在上述领域消费量 356万 t,较上年的

330.5万 t增加 7.7%,其中 ,天然橡胶消费量约

为 166.7万 t,占 46.8%;合成橡胶消费量为 1898

万 t,占 53.2%,较上年增长 6.7%,增长率回落 6

个百分点 。轮胎一直是橡胶最大的消费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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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轮胎消耗橡胶量 179.5万 t,占国内橡胶

总耗量的 50.5%,其中 , 合成橡胶消耗量 73.6

万 t,占国内合成橡胶总耗量的 38.8%。胶鞋是

第二大消费领域 ,占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消耗份

额分别为 18.6%和 23.6%。全国天然橡胶与合

成橡胶的消费构成分别见图 1和图 2。

图 1 　我国天然橡胶消费结构

　　2005年 ,我国共生产合成橡胶 163.2万 t,同

比增长 11.5%。其中丁苯橡胶(固)52.6万 t,同

比增长 10.1%。 2005年合成橡胶表观消费量为

231.8万 t, 同比增长 6.8%。其中丁苯橡胶

62.3万 t。 2005年我国共进口合成橡胶 76.5

万 t,同比减少 2.3%。但主要品种的进口量仍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丁苯橡胶进口量略

高于 2004年 ,累计进口 11.7万 t, 同比增长

1.9%。

图 2　我国合成橡胶消费结构

2005年轮胎仍是丁苯橡胶最大的消耗领域 ,

占 SBR总消耗量的 55.7%,其次是鞋类和管带 ,

分别占 15.2%和 9.3%(见表 3)。

表 3　2005年我国 SBR消费结构(不包括 SSBR)

项目
2003年

消费量 /万t 占比例 /%

2004年

消费量 /万 t 占比例 /%

2005年

消费量 /万 t 占比例 /%
轮胎 32.0 53.0 35.8 55.5 34.89 56.0

鞋类 10.0 16.6 10.3 16.0 9.47 15.2

胶管胶带 5.6 9.3 6.0 9.3 5.8 9.3

力车胎 6.22 10.3 6.3 8.5 5.17 8.3

汽车橡胶制品 2.5 4.1 1.5 5.1 3.24 5.2

其它 4.1 6.8 4.6 6.4 3.7 6.0

合计 60.4 100 64.5 100 62.3 100

2 .1　轮胎行业

丁苯橡胶主要用作轮胎的胎面胶 、胎侧胶 、胎

体帘布层胶 、胎圈护胶 、胎芯胶及钢丝夹胶等。从

轮胎种类看 ,轿车轮胎 、农用轮胎及工程轮胎应用

丁苯橡胶的比例较高 ,一般均占其合成橡胶用量

的 50%以上 ,工程轮胎甚至在 90%以上。

近年来 ,国内轮胎企业用丁苯橡胶仍以国产

胶为主 ,由于受到反倾销以及国际市场合成橡胶

价格不断上涨的影响 ,进口橡胶用量进一步减少。

进口橡胶牌号仍以通用丁苯橡胶为主 , 如

SBR1712、SBR1500、SBR1502,有部分大轮胎企业

和外资企业进口了一定数量的高苯乙烯橡胶和

SBR1721,主要用于生产高性能轮胎。在进口来

源方面 ,有个别外企从本公司的战略要求出发高

价进口本国自产橡胶 ,如美国固特异公司等;还有

一些公司为了避开反倾销的税赋 ,采用其他未涉

及反倾销税以非初级形状进口 ,用于高性能轮胎

的 ESBR产品 ,如 SBR1721等。

近几年来 ,轮胎企业用胶结构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变化:

1.充油橡胶比例进一步增加。 2002 ～ 2005

年全国充油丁苯橡胶的消费量和其占丁苯橡胶总

耗量 的比 例持 续增 长 , 2002 年 13.24 万 t

(25.5%)、2003年 16.78万 t(27.8%)、2004年

20.32万 t(32.5%)、2005年 22.5万 t(36.1%),

新增的 2.18万 t消耗量主要消耗在轮胎领域。

2.天然橡胶比例减少。 2006年下半年 ,天然

橡胶的价格达到每吨 2.9万元 ,高价位给下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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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来了巨大成本压力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一些

轮胎企业增加了合成橡胶的使用比例 ,导致丁苯

橡胶价格快速上扬 。 2004年我国进口天然橡胶

128万 t, 2005年进口 137.65万 t, 2006年进口

161万 t。

3.高性能轮胎用橡胶产品需求增加。根据调

查 ,国内大型轮胎企业几乎都使用一定量的

SBR1721用于生产高速度级轮胎 ,如佳通年消耗

量约 1200t,韩泰 、米其林 、普利司通等企业年消耗

量均在 6000t以上。估计我国目前 SBR1721年消

耗量超过 2万 t。近年来国内几大名牌轿车已大

部分使用国内配套轮胎。这部分配套轮胎大多要

采用溶聚丁苯橡胶或 SBR1721等 ,两者相加在轮

胎领域的消耗量估计约 4万 t左右 ,目前基本依

赖进口 。

2005年国内轮胎产量达到 3.18亿条 ,同比

增长 28.3%。在耗胶比例上虽然增加了天然橡

胶或复合胶的比例 ,但由于轮胎耗胶量总体增加 ,

尤其是消耗丁苯橡胶比例高的工程轮胎及轿车轮

胎产量大幅度增长 , 2006年我国轮胎消耗丁苯橡

胶近 35万 t。

2 .2 胶鞋行业

胶鞋是国内第二大橡胶消耗领域 。传统的胶

鞋产品主要是布面胶鞋和全胶鞋 ,近年来冷粘类

的旅游休闲鞋亦成为主要耗胶产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

鞋类生产国和出口国 。 2005年我国鞋类产量达

到 78亿双 ,其中胶鞋 12.4亿双。中国最大的几

个鞋业生产基地概括称为 “三州一都 ”,即:以广

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制鞋基地 ,以泉州为中心

的晋江 、石狮 、莆田一带的生产基地 ,以温州为中

心的温州地区一带的生产基地 ,以及以生产女鞋

为主的成都制鞋基地 。尤其是温州鞋业近年来已

经走出了一条专业分工协作 、配套成龙的道路 ,形

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配套体系 ,如乐清白石鞋底

生产基地和永嘉黄田鞋饰生产基地 ,年销售额达

30亿元的市区河通桥鞋料市场 ,年销售额达 20

亿元的生皮市场及皮革机械市场 ,皮革化工市场

等 。在广州 、泉州也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鞋材市场 ,

年成交额达数十亿元之多 。

活跃在鞋材市场的经营商 ,既有国内的鞋材

企业及贸易商 ,也有一定数量的国外贸易商 ,大量

国外加工好的半成品鞋材更多的涌入国内 ,使国

内许多制鞋企业 ,尤其是小型企业渐渐成为一种

鞋组装加工厂。

目前鞋用丁苯橡胶以 1502居多 ,也使用部分

1500及 1778。另外 ,一些企业还使用少量的溶聚

丁苯橡胶和高苯乙烯丁苯橡胶 。

近年来 ,制鞋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替代材

料 ,如鞋底基本使用 PU、EVA、SBS以及相当数量

的再生胶等 。胶鞋 、劳保鞋等大部分出口 ,国内消

耗量没有明显增加。有部分中型胶鞋企业在一些

乡镇企业低成本 、低价格产品冲击下陷入停产境

地 。根据分析 , 2005年鞋用合成橡胶总体高于上

年 ,丁苯橡胶消耗量约在 9.47万 t左右。

2.3 胶管 、胶带

据统计 ,全国目前已有 1200多家体制各异的

管带企业 ,其中 ,有一定规模的约 300余家 。从管

带分会掌握的输送带生产用垫铁模条流向分析 ,

我国胶带行业除老的骨干企业外 ,又新崛起了一

批有一定规模的输送带生产企业或群体。输送带

厂家多分布在山东 、河北 、辽宁和浙江。河北蠡

县 、博野一带企业已经形成的输送带年生产能力

达 4000万 m
2
左右 ,年产量达 2000万 m

2
,占全国

输送带生产总量的 1/4,而且 ,产品质量和规模都

在不断提高 。浙江也是输送带生产较集中的地

区 ,年生产能力约达 2000万 m
2
。目前 ,山东充

州 、济宁一带除银河德普 、充矿输送带厂 、山东跃

马胶带有限公司外 ,新近建成和正在设计施工中

的输送带生产企业有 6 ～ 7家 ,设计生产能力 、规

模都较大 ,估计这一地区的生产能力可达 4000

万 m
2
。据预测 , 全国的输送带生产能力已达到

2.5亿 m
2
。 V带生产厂家多分布在浙江 、河南 、河

北 。发展最快的是浙江省 ,年产 V带可达 2 .5亿

Am,约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1 /3,其次是河南省 ,估

计其年产量约为 1 .5亿 Am。全国胶管年生产能

力达 5亿 Am,较密集的地区分布在山东的东营 、

寿光和河北的景县。

据统计 , 2005年输送带产量达到 1.37亿 m
2
,

汽车专用 V带产量达 8.66亿 Am,国内液压制动

软管生产量 2亿标 m。

国内管 、带生产企业使用丁 苯橡胶以

SBR1500、SBR1712为主 , 由于丁苯橡胶资源紧

张 ,还不同程度地调整配方 ,增加了顺丁橡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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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成材料的使用比例 ,估计 2005年全国管带企

业消耗丁苯橡胶约 5.8万 t。

2.4 力车胎

力车胎包括自行车胎 、摩托车胎及手推车胎 ,

用胶除天然橡胶外 ,主要是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

2004年自行车胎和摩托车胎产量均有较大幅度

增长。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19家会员单位统计 ,

2004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46.64亿元 ,实现销售

收人 44.58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05%。在力车

胎三种产品中 ,摩托车胎产量 3683万条 ,比上年

增长 40.14%;手推车胎产量为 1131万条 ,增长

20.19%;自行车胎产量为 21463万条 , 增长

8.24%。出口持续上升 ,出口交货值完成 5.35亿

元 ,比上年增长 34.36%。使用的丁苯橡胶品种

主要是 SBR1500, 彩色自行车外胎主要使用

SBR1502,部分摩托车外胎也使用 SBR1712及少

量的溶聚丁苯橡胶 , 也有的企业使用少量

SBR1721。与轮胎行业类似 ,力车胎行业在配方

上也做了调整 。此外 ,出口力车胎还增加了丁基

橡胶的使用比例 ,目前我国力车胎内胎丁基化率

已达到 35%左右。丁基内胎用胶量比天然橡胶

少 20%左右 ,气密性能却能提高 3 ～ 5倍 ,且寿命

延长。 2004年力车胎行业消耗丁苯橡胶约 6.3

万 t,较上年略有上升。

3　丁苯橡胶主要消费地区

2005年 ,国内丁苯橡胶生产量 52.6万 t,进

口 11.73万 t,除去少量出口 ,全年的表观消费量

大约在 62.3万 t左右(见表 4)。

表 4　国内分区域丁苯橡胶消费量

区域 总消费量 /万 t 比例 /%

山东 18.2 29.2

江苏 4.8 7.7

浙江和上海 7.7 12.4

福建 5.7 9.2

广东 2.8 4.5

河北和天津 5.5 8.8

西北 4.5 7.2

其他 13.1 21

合计 62.3 100

4 丁苯橡胶市场分析

自 2002年国内丁苯橡胶反倾销开始 , 2003年

4月初裁成立 , 2003年 9月 9日终裁确定丁苯橡胶

反倾销成立 ,对进口的日本、韩国 、俄罗斯等丁苯橡

胶加收税额不等的丁苯橡胶反倾销税 。自 2003年

开始 ,来自上述国家的丁苯橡胶进口大大减少。

表 5　近年丁苯橡胶表观消费及消费成长情况

年份
产量
/万 t

进口量
/万 t

出口量
/万 t

表观消费量
/万 t

消费增长
/%

2002 34.70 18.95 1.20 52.5 17.3

2003 40.48 15.85 0.63 55.7 6.1

2004 46.34 11.51 1.02 56.83 2.02

2005 52.60 11.73 2.04 62.29 9.6

2006 32.00 8.49

　　随着进口量的减少 ,表观消费量的增长 ,宏观

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内轮胎企业产能扩大和新建、

扩建 ,国内丁苯橡胶需求急剧增大 ,不能满足需

求 ,造成缺口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使丁苯橡胶的

原材料价格上涨 ,同时天然橡胶价格的高价位 ,迫

使一些生产厂调整了配方 ,增加合成橡胶的用量。

在上述因素带动下 ,丁苯橡胶价格上扬 ,从原来的

每吨 13600元涨至 19250元 ,创历史新高 。

由于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的高价位 ,使下游

企业成本增加 ,出现亏损 ,由此造成减产停产 ,需

求减少 。大型轮胎厂的半钢轮胎和全钢轮胎开工

较为正常 ,斜交轮胎停产 ,中小轮胎厂苦于成本压

力很少开工 。

2006年 8月 30日 ,欧盟对中国皮鞋开始征

收 16.5%的关税 ,将其期限设定为 5年 ,导致鞋

业订单减少 ,鞋业开工率不足 30%。 8月 22日 ,

商务部对来自俄罗斯的丁苯橡胶下调进口关税 ,

分别为俄罗斯陶丽亚蒂卡丘克有限公司:从 25%

下调至 6.81%,俄罗斯瓦罗涅士卡丘克开放式股

份公司:从 38%下调至 4.02%。这对目前市场无

疑是雪上加霜 ,随后两公司的进口量加大 ,这将长

期对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目前 ,来自

意大利 、伊朗 、韩国 、美国等的进口货较多 ,进口量

在增加 ,大约有 8000多 t,送到工厂的每吨销售价

格在 17000 ～ 17100元之间 。

随着丁苯橡胶反倾销结束的日期临近 ,进口

量会逐渐加大 ,将会冲击国内丁苯橡胶市场 ,加上

国内新建 、在建和扩建产能的大量增加 ,按目前表

观消费量 63万 t计 ,就国内 73万 t产能而言 ,已

过剩 20万 t,加上进口量 ,丁苯橡胶将严重过剩 ,

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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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6 ～ 2008年我国 SBR需求预测

项目
2006年

消费量 /万 t 占比例 /%

2007年

消费量 /万 t 占比例 /%

2008年

消费量 /万 t 占比例 /%

轮胎 36.1 55.5 37.6 56 39.5 56.5

鞋类 9.8 15.5 9.9 14.9 10.2 14.5

胶管胶带 6.1 9.4 6.2 9.3 6.6 9.4

力车胎 5.5 8.5 5.4 8.1 5.5 7.9

汽车橡胶制品 3.3 5.1 3.6 5.3 3.8 5.4

其它 4.2 6.4 4.3 6.4 4.4 6.3

合计 65 100 67 100 70 100

5 国内丁苯橡胶营销策略初探

5.1 加强直供 稳定销售渠道

直销首先应建立在客户稳定率的基础上 ,体

现在计划执行率 、合同履约率以及均衡提货等方

面 ,其次应追求其产品市场有竞争力 、资金实力

强 、信誉好 、履约率达到要求的生产厂 。双方经营

理念应基本一致 ,而不能良莠不分 。直销对象以

大 、中型生产厂为主 ,辅以传统的稳定的代理商。

对分销商 ,在合理确定区域分布的前提下 ,应以发

展中等数量规模为主 ,以增加灵活性 ,提高对其它

客户的制约 。

5.2 加强市场调研与走访客户

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场 ,掌握市场实时情况 ,定

期或不定期进行市场调研和客户走访 ,对主消费

市场山东 、江苏 、浙江 、上海 、福建进行走访 ,了解

下游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及时解决用户在加

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及时处理由于产品

问题引起的纠纷 ,加深与用户的交流和沟通 ,对于

稳定用户 、稳定销售有一定益处 。

根据市场调研和用户需求 ,开发产销对路 ,满

足用户要求的新产品作为技术储备 ,作为公司后

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基础 。根据市场需求 ,适时

调整产品结构 ,保证用户需求 ,使效益最大化。

5.3 制定应对市场竞争的策略

2003年 9月 ,丁苯橡胶反倾销之前 ,通过正

常渠道海关进口的丁苯橡胶每年在 20万 t以

上 ,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口的不下 10万 t,对国内

丁苯橡胶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 ,丁苯橡胶市场

疲软不振 ,国内丁苯橡胶生产企业严重亏损 。

目前 ,丁苯橡胶反倾销基本结束 , 2006年 8月 22

日 ,商务部对来自俄罗斯的丁苯橡胶下调进口

关税 ,这就意味着以后进口量加大 ,将对国内市

场造成压力 。

针对上述情况 ,应及时制定对策 ,提高应变能

力 ,调整价格策略 ,稳定用户 ,力求在竞争中立于

有利位置。

黄海橡胶节支降耗 挖潜增效

2007年以来 , 黄海橡胶集团继续将节支降

耗 、挖潜增效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先后通过使用新

型钢丝 、优化配方设计 、轮胎减重 、缩短硫化时间

及优化工艺结构等措施 ,使节支降耗效果明显 。

3月份仅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节约增效 146

万元;4月份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节约增效 207

万元;1 ～ 4月份 ,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共实施节

支降耗项目 36个 ,节约成本 403万元。半钢轮胎

共实施节支降耗项目 87个 ,节约成本 119万元。

与此同时 ,该公司一批大规格 、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新鲜出炉” ,受到市场的青睐。 3月份 ,全钢载重

子午线轮胎新产品产值总计 248万元 , 4月达到

466万元。 1 ～ 4月累计达 1046万元 ,半钢轮胎新

产品产值达 309万元。

目前 ,一项以新产品开发 、新结构设计 、新配

方调整和新材料应用的 “四新”计划又应运而出 ,

以进一步提速该公司技术创新的步伐 。吕晓梅　

印度对中国产氧化锌征反倾销税

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氧化锌正式作出

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决定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

国的海关编码为 28170010和 38123030的涉案产

品每吨征收 430.93美元的反倾销税。 熊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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