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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市场全面降温后市压力继续存在
——2008年7月橡胶市场综述及后市展望

陈克新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北京100043)

擒要：2008年7月全国橡胶新增资源低水平增长，橡胶消费增长势头继续回落，市

场价格涨势减弱。今后一段时期国内橡胶价格。尤其是天然橡胶价格仍然趋向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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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三季度伊始，全国橡胶需求增长继

续减速，新增资源低水平增长，市场价格涨势也明

显放缓，呈现全面降温局面。由于利空压力并未

消失，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情况，预计国内橡胶后

市行情，尤其是天然橡胶价格水平仍然趋向回落。

1新增资源低水平增长

进入三季度后，由于贸易商进口积极性不高，

全国橡胶新增资源继续低水平增长。据中商流通

生产力促进中心测算，今年7月份，全国橡胶新增

资源量55万t左右，与上月基本持平，比去年同

期增长2．6％。1～7月累计，橡胶新增资源量约

为354万t，增长7．9％。其中天然橡胶新增资源

量约为134万t，增长8．8％；合成橡胶新增资源

量为220万t，增长7．3％(见表1)。

裹l 2008年l～7月全国橡胶新增资源情况

1．1国内生产情况

今年7月份天然橡胶处于生产旺季，新胶上

市量显著增多，估算全国天然橡胶产量约为11万

t(含民营胶和境外胶流入国内加工部分，下同)。

1～7月份累计，天然橡胶产量38万t左右，比上

年有所增加。

合成橡胶增产水平提高。据统计，今年7月

份，全国合成橡胶产量21．35万t，比上月略有增

加，比去年同期增长27．7％，提高了17个百分

点。2008年1～7月份累计，合成橡胶产量138

万t，增长12．2％。

1．2境外进口情况

国内需求增速回落，继续抑制橡胶进口。据

海关统计，7月份全国各类橡胶进口量为25．51

万t，比上月增长11．6％，比去年同期下降1％。

1～7月份累计，进口橡胶179万t，比去年同期仅

增长5．8％，增长水平又有回落。

7月份的橡胶进口构成中，进口天然橡胶13

万t，比上月增加2万t，比去年同期下降12．7％；

进口合成橡胶12．5万t，比上月增长5．6％，比去

年同期增长15．1％。1～7月份累计，进口天然橡

胶96万t，同比增长11．4％；进口合成橡胶83

万t，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见表2)。

2消费增长势头继续回落

受到经济减速和高油价冲击影响，今年以来

国内外汽车产销持续大幅滑落。据有关资料，今

年上半年美国新车销量同比降幅超过17％，预计

全年销量将减少200万辆，成为15年来的最低

点。今年上半年，日本本土新车销量同比下降

2％，亦为1977年以来的最低点。虽然今年前7

个月我国汽车产销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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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的进口量和进口金额中均吉乳胶部分。

长水平也显著放缓。中汽协统计显示，7月份全

国各类型乘用车的销量环比下降均接近两成，其

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销售36．08万辆，环比下

降16．78％，同比增长1．63％。7月份占乘用车

比重最大的轿车销量同比仅微增1．63％，反映当

前汽车消费较为疲软。受高油价和股市、楼市财

富效应减弱影响，今年汽车销售难以乐观。

全球汽车销售和使用的不景气，使我国轮胎

出口增长继续大幅减速。据海关统计，7月份全

国轮胎外胎(含各种外胎)出口量同比下降

0．7％；1～7月份累计出口量同比增幅仅为

3．8％，与去年同期24．6％的增长水平形成很大

反差。受其影响，全国轮胎等橡胶制品生产增速

显著放缓。据统计(国家统计局口径)，今年7月

份全国轮胎产量(含各种外胎，下同)4 967万条，

环比下降2％，同比增长14．8％，增幅比去年同期

回落了6．3个百分点。1～7月份累计，轮胎外胎

产量32 932万条，同比增长13．5％，增长水平回

落了近10个百分点。其他橡胶制品，尤其是胶鞋

产增速也都继续减缓。

3市场价格涨势减弱

进入7月份后，由于利空因素显现，全国天然

橡胶价格上涨势头明显减弱。据测算，2008年7

月份全国销区天然橡胶(SCR5)现货每吨均价为

27 699元，环比上涨0．94％(见表3)；产区天然橡

胶(SCR5)现货每吨均价为27 363元，环比上涨

1．46 oA(见表4)，上涨幅度明显减小。尽管如此，

因为期货主力月份多头逼仓行情尚未结束，国内

天然橡胶价格仍然高位运行，与去年同期相比，销

区和产区天然橡胶每吨成交价格分别上涨

50．23％和51．58％。

合成橡胶价格强劲上涨。据测算，7月份全

国丁苯橡胶销区每吨平均价格为24 965元，环比

上涨8．97％(见表5)；顺丁橡胶销区每吨平均价

衷3 2008年7月销区国产标准胶SCR5现货每吨成交价格

裹4 2008年7月产区国产标准胶SCR5现货每吨成交价格

表5 2008年7月丁苯橡胶销区市场每吨价格

衷6 2008年7月顺丁橡胶销区市场每吨价格

格为25 995元，环比上涨7．92％(见表6)，均呈

现加速上涨局面。

4后市价格压力继续存在

近段时期以来，国内天然橡胶价格出现较大

幅度跌落，与我们的年初预计基本吻合。如果不

出现大的意外情况，今后国内橡胶价格，尤其是天

然橡胶价格行情，仍然趋向回落。

压迫中国橡胶价格继续回落的主导力量主要

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从需求方面来看，国内外经济双双减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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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全球橡胶需求总量增长放缓。次贷危机以后，

虽经美国政府连续四次全力出手救市，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流动性不足，避免了金融机构的大量

倒闭，但并没有解决全社会的沉重债务负担和信

用、信心指数下滑问题，而且还引发了日趋严重的

通货膨胀，消费者商品消费能力显著下降，出现了

次贷问题向实体经济基本面蔓延的局面。受其影

响，美、欧、日经济下行，进入衰退风险加大；新兴

经济体集体反通胀、实施加息等紧缩性经济政策；

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世界贸易和全球经

济一体化受阻，比如前不久发生的多哈世界贸易

谈判的“悲壮失败”。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世界经济

增长减速，使得全球商品需求总量增势减弱。最

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认为，次贷危机

已经造成了1万亿美元的损失，触发全球经济恶

性循环，世界经济放缓的周期进一步延长。

今年以来，我国轮胎、胶鞋等橡胶制品出口增

长水平的明显回落，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全球需

求增长的放缓趋势。不仅如此，我国经济增长也

开始放缓，预计下半年GDP增速低于10％，以致

国内经济学界展开了是否改变从紧货币政策的辩

论。经济增速的减缓和不断攀升的成品油价格，

使得汽车销售与使用受到极大抑制，进而冲击轮

胎的消费需求。

2．从供应方面来看，生产旺季使得新增资源

明显增多。下半年是我国和东南亚天然橡胶生

产和供应旺季，正常情况下天然橡胶价格季节

性走低。今年以来我国橡胶进口水平的显著回

落，甚至出现下降，势必加大了主产国的销售

压力。

3．从汇率方面来看，美元贬值见底，增大国际

市场石油和橡胶价格跌落压力。在经济减速，需

求增长水平回落的情况下，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

格还在上涨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元的持续性大

幅度贬值。近些年来，美元贬值幅度已经超过了

40％。受其影响，大量避险美元进入商品市场保

值或增值，形成了巨额投机性购买需求，由此将石

油、橡胶等初级产品价格推向极致，不断创下

新高。

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美元是否会大幅

反弹，还有待于观察。但美元的继续大幅贬值，似

乎已不大可能。因为美元的进一步深幅贬值将严

重动摇美元的世界商品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地

位，即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至少从美国政

府的主观愿望来看，将停止这种以邻为壑、不负责

任的美元贬值政策，真心实意地维护美元坚挺。

由于美元贬值已经成为前期国际市场初级产

品，包括铁矿石、石油、橡胶在内的价格不断上涨

的“罪魁祸首”，因此，只要美元不再大幅贬值，再

加上世界经济减速和需求增长放缓影响，国际市

场石油、橡胶产品价格将相应走低，从而减弱国内

各类橡胶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日本炭黑价格大幅上涨 今年前3个月亚洲炭黑油进口97万t

近期，日本炭黑生产商纷纷提高炭黑价格，价

格上涨幅度之高是近年少有的。卡博特日本公司

宣布，各种橡胶用炭黑每吨上调2．9万日元，约合

人民币1 850元；东海炭公司橡胶用炭黑每吨上

调2．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 400元；旭炭黑公司

橡胶用炭黑每吨上调2．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1530元；色素炭黑每吨售价上调4万"-6万日元，

依品种而异；三菱化学公司宣布橡胶用炭黑每吨

上调3．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 240元，色素炭黑

和导电炭黑每吨售价上调4万～8万日元，依品

种而异。 国益

据英国5月份出版的《Carbon Black Month-

ly Report报道，今年前3个月，亚洲国家从美国

进口FCC炭黑油，总计为97．21万t。其中，印度

进口34．74万t，每吨平均单价为315．0美元；韩

国25．69万t，单价346．0美元；泰国19．16万t，

单价261．9美元；日本6．54万t，单价357．9美

元；马来西亚4．78万t，单价255．4美元；印尼4．

20万t，单价247．5美元；新加坡2．10万t，单价

258．5美元。上述的每吨平均单价都是指FAS

价，即启运港的船边交货价。

郭 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