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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和服务下功夫 做强我国橡胶机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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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 ,我国橡胶机械快速发展 ,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 ,但与世界机械强国相

比 ,我国橡胶机械在品牌 、质量稳定性 、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必须在品

牌和服务上下功夫。

　　关键词:橡胶机械;市场份额;品牌意识;售后服务

　　在《欧洲橡胶杂志》(ERJ)公布的一年一度全

球顶级橡胶机械制造商排名中 ,我国连续 4年有

十几家企业榜上有名 。2007 年我国橡胶机械销

售收入超过 12亿美元 ,占全球橡胶机械的1/3 ,已

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橡胶机械的生产大国。现在

我国橡胶机械行业已告别过去的简单测绘仿制 ,

绝大部分橡胶机械产品已具有自主研发能力 ,但

是与世界橡胶机械强国相比 ,我国橡胶机械在品

牌 、质量稳定性和服务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国大踏步向世界橡胶机械强国迈进的征途

中 ,橡胶机械企业必须在品牌和服务上下功夫 。

1　世界橡胶机械产业的特点与格局

ERJ按 2007年销售收入排序的全球顶级橡

胶机械制造商排名中(见表 1), H-F 公司在 2006

年 21.8%增长速度后再以 32.2%的速度增长 ,销

售收入达 2.9亿美元 ,坐上了世界橡胶机械头把

交椅 ,并拉开了与第 2位的差距 。荷兰 VMI 年增

长速度达 11.5%,与第 2位的神户制钢仅一步之

遥。三菱重工销售收入则下降 19.9%,排名落到

了第 5位 ,与我国天津赛象等相当。可以说传统

由德国克虏伯 、日本神户制钢和三菱重工主宰世

界橡胶机械制造商前三位的历史已结束 。Cont i

机械公司以 56.5%的超速度从 2006年排名第 8

位挤进第 4位 ,发展势头不可小视。我国天津赛

象 、桂林橡机 、华橡自控分列第 6位 、第 7 位和第

9位 ,在十强中占据 3席。在前 33强的橡胶机械

企业中 ,中国有 11家 ,德国 7家 ,日本 4家 ,美国

2家 ,意大利 2家 ,奥地利 2家 ,荷兰 2家 ,法国 1

家 ,印度 1家 ,芬兰 1家。世界橡胶机械企业销售

收入超 1亿美元的 5家 ,销售收入0.5亿 ～ 1亿美

元的企业达 16 家 ,其它 12 家企业销售收入在

2 500万～ 5 000万美元之间。世界橡胶机械前

五强与后面企业的差距不大。

我们从表 1可以看出全球橡胶机械产业呈现

出以下新特点 。

1.世界橡胶机械的中心已由传统的欧洲、北

美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转移 。2007 年全球橡

胶机械的市场份额从大至小分布为:中国占

24%,西欧占 18%,中欧占 14%,南亚占 12%,北

美占 11%,日本占 8%,印度占 6%(见表 2)。亚

洲已成为世界橡胶机械的中心 ,而中国则是中心

的圆心。

2.我国橡胶机械近年快速发展 ,在世界占有

重要地位 。在按销售收入排名的 2007年度全球

橡胶机械 33“强”中 ,我国共有 11 家企业榜上有

名 ,占总席位的 1/3。天津赛象 、桂林橡机 、华橡

自控 3家企业挤入前十强 ,分列第 6位 、第 7位和

第 9位。大连橡塑 、益阳橡塑 、青岛高校软控 、北

京敬业 、北京航空制造研究所 、上海精元 、台湾三

贸机械 、桂林橡胶设计院分列第 13 位 、第 15位 、

第1 6位 、第2 5位 、第2 7位 、第28位 、第3 0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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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年全球顶级橡胶机械制造商排名

2007年
排名

2006年
排名

公司名称
2007年销售额/
百万美元

2007年增长
率/ %

2006年销售额/
百万美元

2005年销售额/
百万美元

2004年销售额/
百万美元

1 1 H-F公司/德国 290.0 32.2 219.3 180.0 161.25

2 2 神户制钢/日本 190.0 2.2 186.0 219.0 167.00

3 3 VM I/荷兰 181.0 11.5 162.5 130.0 100.00

4 8 C on ti机械/德国 116.0 56.5 74.1 74.6 -

5 4 三菱重工/日本 100.0 -19.9 124.8 140.0 0

6 5 天津赛象科技/中国 97.0 10.8 87.5 81.2 58.50

7 7 桂林橡机/中国 91.4 15.1 79.4 62.9 65.90

8 10 德斯玛/德国 88.4 26.0 70.2 56.2 60.00

9 9 华橡自控/中国 76.3 5.5 72.3 - -

10 赫伯特/德国 72.5 10.0 - - -

11 14 贝尔斯托夫/德国 71.7 33.8 53.6 51.5 47.90

12 20 拉森特博洛/印度 70.0 53.8 45.5 35.0 30.00

13 21 大连橡塑/中国 67.9 51.3 44.9 38.1 33.00

14 12 REP/法国 66.7 16.6 57.2 55.0 61.20

15 13 益阳橡塑机械/中国 65.0 15.7 56.2 45.6 41.50

16 22 青岛高校软控/中国 64.1 48.2 43.2 36.2 26.60

17 23 Nakata/日本 57.6 47.6 39.0 - -

18 16 特罗埃斯特/德国 56.6 11.5 50.7 52.5 45.00

19 15 马普兰/奥地利 56.6 11.5 50.7 37.5 40.00

20 25 法勒尔/美国 50.0 16.3 43.0 40.0 -

21 18 I TW机械/美国 50.0 0 50.0 50.0 -

22 环球服务/荷兰 43.5 不详 - - -

23 11 LWB/德国 39.1 11.9 35.0 30.0 -

24 19 三友工业/日本 38.0 -23.1 49.4 53.2 -

25 30 北京敬业/中国 36.4 34.9 27.0 23.7 21.80

26 28 英盖尔/奥地利 36.3 26.7 28.6 25.0 -

27 29 北京航空制造/中国 35.1 23.5 28.4 26.2 26.20

28 17 上海精元/中国 34.8 -30.8 50.3 - -

29 27 柯梅里奥/意大利 34.2 11.5 30.7 29.5 28.50

30 三贸机械/中国台湾 29.0 不详 - - -

31 32 拉蒂尔/意大利 28.0 12.0 25.0 31.0 34.00

32 31 Cim corp /芬兰 27.6 不详 - - -

33 33 桂林橡胶设计院/中国 27.1 21.2 22.4 20.0 19.40

表 2　2007年全球各区域市场橡胶机械销售收入

地　区 2007年增
长率/ %

2007年全球
市场份额/ %

2007年/
万美元

2006年/
万美元

2005年/
万美元

2004年/
万美元

2002年/
万美元

2001年/
万美元

西欧 23 18 54 370 44 154 38 510 36 250 36 400 42 000

中欧 5 14 40 630 38 644 31 420 30 450 15 700 9 000

中东/非洲 -22 3 7 500 9 600 9 610 9 230 8 500 5 200

北美洲 35 11 33 800 25 042 28 140 27 760 27 300 35 000

南美洲 -13 4 11 840 13 678 7 750 7 440 4 300 3 500

南亚洲 12 12 34 030 30 377 32 030 37 890 30 000 26 000

印度 31 6 18 580 14 182 8 730 - - -

中国 22 24 69 610 57 116 55 390 46 740 25 100 20 000

日本 29 8 22 980 17 799 27 180 26 640 27 100 28 000

澳大利亚 2 1 2 460 2 420 1 470 1 470 - -

总计 295 810 253 010 240 220 223 870 174 400 168 700

·2· 　　　　　　　　　橡　胶　科　技　市　场　　　　　　　　　　　2009年第 1期



第 33位 ,再次展示我国橡胶机械行业在国际上的

地位和影响力。我国橡胶机械占全球份额 24%,

比第二位的西欧高出 6个百分比 ,连续 4年位居

榜首 。

3.大公司化初露端倪 。与世界轮胎工业在过

去数十年高度集中相比 ,世界橡胶机械产业显得

集中度不足。世界橡胶机械前十强所占比例只占

总销售额的 1/3。但是从 2007年起 ,世界橡胶机

械企业兼并和合作有所起色 ,大公司变得越来越

大 ,最典型的要数德国 H-F 公司 ,它通过收购意

大利波米尼公司 ,确定自己在世界橡胶机械的领

先地位 ,其中波米尼为其贡献销售收入 3 000多

万美元。Conti 机械公司通过收购马塔多公司 ,

销售收入以 56.5%增长 ,排名从第 8位冲入前四

位。另一家增长速度较快的是印度拉森特博洛公

司 ,其增长速度为 53.8%,排名从 2006年的第 19

位上升至第 12 位。该公司在中国收购了环球集

团的橡胶机械资产 ,为其贡献较大一部分销售收

入。德国德斯玛公司从 2006年的第 10位重返第

8位 ,显示非轮胎橡胶机械尤其是注射模具机械

需求旺盛 。该公司以 26%速度增长 ,并正在进一

步扩大产能。目前中国化工集团正在进行专业化

改组运作 ,旗下的桂林橡机 、益阳橡塑及华橡自控

统一划拨中国化工装备总公司 。中国化工装备总

公司若按 3家公司总报表排名 ,已进入世界橡胶

机械前三强 。大的橡胶机械公司由于在项目管

理 、技术服务 、交货期及品质保证等方面具有优势 ,

成为轮胎企业新建或扩建等大型项目采购首选。

4.北美 、日本及西欧传统市场反弹 ,印度市场

看好 。北美 、日本及西欧传统市场的轮胎和橡胶

制造商对现有工厂的巨大投资扩能使得这些地区

的橡胶机械增速在 20%以上。北美销售收入

35%的增长标志着这一地区长达 6年之久的停滞

或下降已告一段落。北美地区将在近年内继续扩

产和投资 ,这一轮投资热潮极有可能使其销售收

入再现 2001年的顶峰。日本也经历与北美地区

相似的恢复性上涨 ,增速达 30%,但是其销售收

入还是不及其 2001 ～ 2005年 。印度橡胶机械销

售收入增长 31%,达 1.86亿美元 ,占全球份额的

6%。由于该地区相继宣布有新的轮胎项目 ,印度

橡胶机械继续看好 。在印度国内 ,橡胶机械做得

较好的是拉森特博洛公司 。由于印度轮胎制造商

倾向于进口 ,西方等主要橡胶机械制造商抢占了

印度橡胶机械市场部分份额 ,估算 2007年印度进

口橡胶机械设备比上年翻了一番 ,其中从中国进

口的产品比重越来越大。

2　我国橡胶机械产业的软肋

我国橡胶机械与世界强国相比 ,在品牌 、质量

稳定性 、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

2.1　品牌意识及影响力不强

近年来 ,我国橡胶机械行业对品牌建设的重

视程度有所加强 。2006年桂林橡机 、华橡自控的

硫化机获得中国名牌和国家免检产品称号 ,取得

我国橡胶机械行业中国名牌零的突破。但是我国

橡胶机械行业品牌意识普遍不强 ,大多数企业没

有进行品牌策划 ,在国际市场上还未形成有影响

力的品牌 ,虽然有一定的产品出口 ,但给世界著名

轮胎公司的印象只是“中国制造” 。我国出口产品

信誉较好的主要是硫化机 、密炼机等 ,而成型机 、

复合挤出生产线等基本没有出口。在国外著名的

展览中 ,除了 2006年 ITEC展我国橡胶机械集体

参加展览外 ,一般很难见到我国橡胶机械厂家的

身影 。在 ERJ等世界级刊物中除桂林橡机 、益阳

橡塑各做过一次广告外 ,基本再无其它企业问津。

包括几家大的橡胶机械厂在内的大部分橡胶机械

企业无自己的网站 ,少数有网站的厂家也基本无

人维护和更新 。

2.2　质量稳定性还有待提高

不容置疑 ,我国橡胶机械行业通过多年的消

化吸收及商贸 ,已拥有全套子午线轮胎设备的生

产能力 ,但是轮胎生产的关键设备尤其是“独生子

女”设备给用户的印象是质量不稳定 ,因此国内上

项目即使多花钱也要从国外进口 ,世界著名轮胎

公司基本不向我国购买此类设备 。据轮胎厂介

绍 ,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所需设备投资巨大 ,一般

30万套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需 1.5亿元设备投

资 ,其中进口与国产橡胶机械投资比例为 55∶45。

几年来 ,我国引进的主要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生

产设备如下:大规格的密炼机 、大规格的螺杆挤出

压片机 、钢丝帘布压延生产线 、大角度及小角度钢

丝帘布裁断机组 、多复合冷喂料挤出机组 、挤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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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衬层生产线 、四鼓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成型机、

胶囊注射成型机 、X 光轮胎检验机 、均匀性试验

机 、动平衡试验机等 。从进口设备的国别看 ,主要

是德国 、荷兰 、意大利 、英国 、日本 、美国等工业发

达国家 ,但最近从斯洛伐克进口的数量也不断上

升。从进口设备厂家看 ,主要还是传统老牌橡胶

机械厂 ,如 H-F 公司 、神户制钢 、三菱重工 、法雷

尔 、贝尔斯托夫 、VMI 公司等 。用户认为以上设

备都是关键设备 ,其最重要的性能指标是设备运

行的稳定性以及加工胶料和部件的均匀性 ,这些

正是我国橡胶机械的“软肋” 。我国橡胶机械要做

强 ,要做成世界性品牌必须在稳定性方面有大的

提高 。

2.3　售后服务有待改善

橡胶机械的特点是产品规格多 ,对各自用户

有不同特点 ,很难进行标准化设计和生产 ,这就决

定了橡胶机械服务尤其是售后服务的重要性和难

度。售后服务成为橡胶机械生产的重要部分 。在

国内 ,橡胶机械实行包安装及调试服务 ,这种模式

深受用户欢迎 。设备出现问题时 ,橡胶机械厂都

能快速响应。但是随着产品大量出口 ,产品的售

后服务成为软肋 。由于签证及运输等限制 ,我国

橡胶机械售后服务很难满足客户的时间要求 。我

国至今只有少数企业在国外建立了服务网点 。我

国的橡胶机械行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全球服务

体系 。

3　我国橡胶机械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1.轮胎行业对橡胶机械需求强劲 ,世界橡胶

机械行业复苏 ,给我国橡胶机械一个发展的大环

境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周期快速发展壮大自己。

世界橡胶机械的格局变化给我国橡胶机械更多的

发展机遇 ,同时给予较大的挑战。

2.米其林 、普利司通 、固特异 、大陆这 4家大

轮胎企业正在不断地释放其设备购买力 ,进入开

放市场采购更多的东西 ,只要上述轮胎企业每年

购买橡胶机械的支出平均增加 3%～ 4%,全球轮

胎机械销售收入每年就可望增长 10%左右。四

大巨头已逐步接受中国产的橡胶机械 ,在与米其

林等世界级轮胎企业的商贸中 ,我国橡胶机械企

业能够学习到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3.日本三菱 、神户制钢等逐渐淡出橡胶机械

行业 ,给我国橡胶机械企业最好的发展机会 。日

本三菱 、神户制钢已基本放弃机械式硫化机等产

品的生产 ,我国橡胶机械企业很有可能获得大

批订单 , 进一步做大做强 。目前桂林橡机厂的

GRM 在世界上有一定品牌效应。

4.世界轮胎工业的中心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

洲转移。我国橡胶机械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竞争

中占据优势。

5.我国劳动力等资源成本较低 ,使我们在世

界橡胶机械行业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一些产品

如硫化机的竞标中 ,只要有中国厂家参加 ,日本三

菱等公司都放弃 ,但是国外公司的“双价位”策略

给我们以压力 ,同时人民币升值对我们不利 。

6.国外著名橡胶机械制造商纷纷来华设厂。

我国橡胶机械厂可利用合资发展壮大自己 ,提高

我国橡胶机械的总体水平 ,但是合资 、独资厂的增

加 ,将抢夺我们的市场 , 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

程度 。

7.中国橡胶机械已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较好

的声誉 ,米其林等大批量采购我国橡胶机械 ,给我

们的产品以良好的广告效应 ,这是开拓国际市场

的基础 ,也是我们做品牌的捷径。

8.我国橡胶机械行业拥有全套轮胎生产线的

生产能力 ,技术水平已满足子午线轮胎的需求 ,尤

其是机群式产品硫化机等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从设备采购的全套性来说 ,我国橡胶机械更具优

势。同时 ,我国橡胶机械制造商对轮胎制造工艺

熟悉 ,这利于我们开拓国外市场。

9.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我国产品和人员更

易走出国门。我国橡胶机械企业完全可能以市场

运作方式在国外建立服务网点 ,做到资源共享 ,方

便快捷。

4　我国橡胶机械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4.1　资本运作 ,强强联合 ,组建中国橡胶机械“航

空母舰”

世界橡胶机械前三强销售收入都超过 10亿

元人民币 ,我国橡胶机械厂家要单凭自己的力量

在短期内很难进入前三甲 。唯一的途径是资本运

作 ,强强联合。大连橡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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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高校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两家橡胶机械的

上市公司 ,未来可以资产为纽带 ,进一步做强做

大。桂林橡胶机械厂 、益阳橡塑机械集团公司 、福

建华橡自控股份公司现已全部整合到中国化工装

备总公司 ,成为中国橡胶机械行业“航空母舰”。

2007年这 3家公司的销售收入之和已达到 16亿

元人民币 ,已名列世界前两位。新整合的公司通

过对采购 、销售 、产品开发的协调 ,将以崭新的姿

态进入国内外市场 ,成为世界橡胶机械行业的领

头羊 。

4.2　加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 ,开发一批全新概

念的新产品 ,适应橡胶工业的发展

世界橡胶机械呈现出检测向传感-数字化方

面发展 ,设备向联动化 、连续化方面发展 ,性能向

高质 、高效 、低耗化方面发展 ,技术向创新性方向

发展的趋势。以我国橡胶机械企业目前的产品开

发和投入模式 ,很难跟上世界橡胶工业发展的潮

流。我们在子午线轮胎尤其是高档次子午线轮胎

成套设备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 ,在全

自动轮胎生产设备方面可以说我们一无所知 。我

们必须加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 ,加大产品的开

发 ,有条件的企业要建立自己的技术中心;要加强

与高等院校及轮胎厂的合作;要提高专利意识 ,制

定企业及行业的专利战略 。

4.3　创中国的橡胶机械名牌 ,进而创世界的橡胶

机械名牌

我国橡胶机械行业通过近年的努力 ,几个大

厂的产品质量和稳定性可以跟国外同类产品媲

美。国家级橡胶机械检测中心近年多次对橡胶机

械抽检 ,几个主要生产厂的硫化机 、成型机 、密炼

机等产品合格率都一直保持 100%,品牌意识已

深入人心 。2006年硫化机行业 2 家企业产品被

评为国家名牌 , 3家企业硫化机被评为国家免检

产品 。2008年子午线轮胎成型机又列入名牌目

录 ,2 ～ 3 家橡胶机械企业有望获得中国名牌称

号 ,这对我国橡胶机械行业的品牌建设具有积极

作用 。2009年我们将重点推荐炼胶设备。近年

世界橡胶机械顶级制造商排名中每年都有 10家

以上我国橡胶机械企业 ,同时 3家企业挤入前十

强 ,这对提高我国橡胶机械的国际地位十分有意

义。我们要利用各种媒介 ,尤其要敢于到国外知

名行业报刊杂志做广告并参加各种展览 ,宣传企

业 、宣传产品 、宣传中国橡胶机械行业的整体形

象 ,创世界的橡胶机械名牌。

4.4　树立科学发展观 ,在质量稳定性上下功夫

我国橡胶机械行业在经历 2003年和 2004年

的“井喷”式快速发展 , 2005 年和 2006 年橡胶机

械行业软着陆后 ,2007年又出现跳跃式发展 。现

在我国橡胶机械的产能已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今

后橡胶机械行业的发展重点不应该是上产量 ,而

应该在产品质量尤其在质量稳定性上下功夫 。对

“独生子女设备”要加大研发力度 ,配套件尽量选

用进口件 ,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开机率 。对硫化

机等机群式橡胶机械要作到第 100台与第 1台一

个样 ,避免质量波动 。结合轮胎工业发展循环经

济及节能减排的趋势 ,橡胶机械厂家要用循环经

济的观点 ,在产品开发中尽量考虑提高效率 、节约

能源 、减少污染等因素 ,同时要与轮胎厂合作 ,工

艺与设备联动 ,改造轮胎厂现有布局及设备 ,达到

节能节水 、提高效率的目的。

4.5　树立全球大市场的观念 ,建立我国橡胶机械

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

中国橡胶机械市场只是国际市场的很少一部

分。橡胶机械国际市场非常大 ,关键看我国橡胶

机械厂家的实力及产品的质量 。我国橡胶机械的

主要厂家已将产品批量出口米其林 、普利司通 、固

特异等 ,给国外轮胎公司留下“中国橡胶机械价廉

物美”的良好声誉 。这对我们争取更多的橡胶机

械商机有利。我国橡胶机械行业一定要珍惜机

会 ,勇于与国外厂家比高低。同时我国的橡胶机

械厂家应加强沟通 ,互相学习 ,不搞低水平的价格

战 ,不搞“窝里斗” ,不互相拆台 ,要一致对外 。在

质量体系认证及产品认证上我国橡胶机械行业应

着手准备欧洲 CE 及美国 U L 等认证 ,克服产品

出口可能遭遇的贸易壁垒 。有条件的橡胶机械厂

家应尽快获取自营进出口权 ,尽量减少商贸的中

间环节。在配套件的采购上尽量选用世界著名品

牌。我国橡胶机械企业应尽快联手在全球建立自

己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 ,以市场方式运作 ,资源共

享 ,提高我国橡胶机械整体服务水平 。橡胶机械

行业要努力实现从国内工厂向国际化公司转变 ,

快速实现由“生产大国”向“强国”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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