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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然橡胶产业效益和产销动态

朱秀岩

(中国天然橡胶协会 , 北京　100125)

　　摘要:分析我国天然橡胶产业带来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介绍近期天然橡胶生

产 、消费 、进口 、库存和市场动态 ,预测未来天然橡胶产量 、需求和价格趋势,阐述我国天

然橡胶产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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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然橡胶产业效益

天然橡胶产业是典型的环境约束型产业 。根

据划分区域和目前的技术条件 ,我国有大约 100

万 hm2 的土地(不含台湾省)适宜于橡胶树生长。

我国自 1904年引入橡胶树 ,迄今虽已有百年的历

史 ,但天然橡胶业发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中叶 ,经过 3代人近 60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

在曾被国外橡胶行业权威视为“植胶禁区”的北纬

18 ～ 24°地区建立起了 1 300 多万亩橡胶园 ,引

进 、培育并推广了数十个优良橡胶树品种 ,开发生

产天然橡胶初加工产品达 18类数十个规格品种。

到目前为止 ,已累计生产天然橡胶 1 086万 t 。我

国天然橡胶业已成为当地改善环境 、普及科技 、培

养人才 、安置就业 、脱贫致富和稳定社会的特殊产

业 ,为维护国家安全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增加就

业 、繁荣热区 、边疆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

大贡献。

1.1　经济效益

经过 50多年的开发建设 ,天然橡胶产业不断

发展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从 1957年到现在 ,全

国橡胶树种植面积已由 6.2 万 hm2 增加到 87.5

万 hm 2 ,增长了 13倍 ,干胶总产量由 0.06万 t增

加到近 60万 t ,增长了近 1 000倍 。海南 、云南 、

广东三个主要植胶垦区国家累计投入约 60亿元 ,

历史实际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约 100 多亿元 ,不

仅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还创造利税近百

亿元 。

1.2　社会效益

我国现有 150多个植胶农场和 20多万户植

胶农户 ,有 300多万人从事天然橡胶业生产。50

多年来 ,海南 、云南和广东农垦植胶区安置了大量

的复员 、退伍 、转业官兵和下乡知青以及归侨等人

员 ,地方民营橡胶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也日益增多 ,

目前 ,除海南 、云南农垦植胶区每年为社会提供大

量劳动就业机会外 ,地方民营橡胶企业吸纳的农

村劳动力已超过 60万人 ,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

力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在我国天然橡胶的

集中产区 ,天然橡胶产业不仅已经成为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和农场职工收入的支柱型农

业产业 ,而且成为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及西南山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当地群众和农

场职工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天然橡胶产业在增

强民族团结 、繁荣边疆经济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3　生态效益

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实现了高价值的经济林

对低价值的次生植被和荒山荒坡的改造 ,提高了

森林覆盖率 ,起到了调节小气候 、保持水土 、涵养

水源和生物培肥的作用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科学研究表明 ,在所有的人工农林生态系统中 ,橡

胶树种植园在植被 、落叶和养分循环等方面与热

带雨林生态系统最接近 ,是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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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据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研究表明 ,

每公顷的橡胶林在一生的生命周期(25 年)里可

固定 318.7 t 大气中的碳 ,而每公顷的热带山地

雨林生态系统每年固定量为 1.366 t ,橡胶林固定

的二氧化碳量明显较高。根据光合作用原理 ,生

态系统固定 44 g 的二氧化碳就会释放 32 g 的氧

气 ,因此橡胶林也属于生态系统之一 ,在固定二氧

化碳的同时也增加了大气中的氧气 。在 2008年

国际天然橡胶生产国联合会年会上 ,还呼吁 2009

年 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

公约》第 15次缔约国大会(COP15)上把天然橡胶

林作为森林碳储备量进行碳市场交易;海南农垦

植胶区从 1951 ～ 2003 年天然林的生态价值转

移成橡胶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的比值是

1∶21.25 ,即海南农垦的天然橡胶产业是将 1份

天然林的生态服务功能拓展为 21.25倍的社会生

态服务功能 ,这还不包括橡胶产品替代进口产品

和保障供应的战略意义;同时 ,橡胶产业的发展也

彻底改变了少数民族“刀耕火种” 、“游耕轮歇” 、

“毁林种粮”的旧习 ,有效减少了当地居民砍林 、毁

林的现象 。如过去西双版纳约有 1/3的人口住在

山区或半山区 ,每年大量毁林种粮 ,又缺乏水土保

持措施 ,水 、土 、肥流失严重 ,种上几年后就丢荒

另开新地 ,形成占山区 60%耕地的轮歇地 , 仅

1970 ～ 1980年就以此种方式毁林 200 万亩。如

今 ,当地农民基本已在这些轮歇地上种植了橡胶

树 ,既为他们带来了收入 ,又绿化了边疆和荒山 ,

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发展的良性循

环。根据估算 ,一个经营橡胶园的劳力的产出是

一个经营刀耕火种地的劳力的 8倍 。靠刀耕火种

养活一个人 ,平均每年需要2.5 hm2 土地 ,如果种

橡胶树则只需要 0.2 hm
2
土地 。为此 ,联合国粮

农组织曾将海南农垦植胶区誉为最有生态价值的

人工热带雨林群落系统。当前 ,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 ,天然橡

胶产业为热区生态与经济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　天然橡胶产销动态

2.1　生产

目前 , 世界橡胶树种植面积已达 1 130

万 hm2 ,天然橡胶总年产量已超过 1 000万 t 。主

要生产国泰国 2007 年橡胶树的种植面积为 243

万 hm
2
,开割面积为 175万 hm

2
,产量为 306万 t ,

近两年泰国还在不断开垦新胶园 , 2006年和 2007

年两年共新植胶园约 26万 hm 2 ,胶园更新面积达

13万 hm2 ,因 2008年胶价下跌 ,还将加大老胶园

的更新速度 ,因此 ,如不人为限产 ,未来泰国的天

然橡胶产量还会继续增长 。印度尼西亚橡胶树种

植面积居世界首位 ,产量居世界第二 , 2007年橡胶

树种植面积为341万hm
2
,开割面积278万 hm

2
,

产量约 280万 t ,印度尼西亚老胶园面积大 ,产量

低 ,现正积极更新 ,2006年和 2007年两年共更新

胶园面积 11 万 hm2 ,新植胶园 2 万 hm2 ,产量增

长潜力大 。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三大天然橡胶生产

国 ,2007年橡胶种植面积 123 万 hm2 ,开割面积

110万 hm2 ,产量 120万 t ,近年马来西亚的胶园

面积没有再扩大 ,但胶园更新面积达 4万多 hm
2
。

印度是世界第四大天然橡胶生产国 , 2007年种植

面积 63 万 hm 2 , 开割面积 46 万 hm2 , 产量 81

万 t ,2006年和 2007年印度共新增胶园面积 3万

多 hm
2
,老胶园改造近 2万 hm

2
,未来印度天然橡

胶产量每年都会增加 。越南也是橡胶树种植发展

较快的国家之一 ,目前种植面积已达 55 万 hm2 ,

产量己超过 60万 t 。

初步统计 ,我国 2008年通过抗灾防病治虫 ,

战胜了历史罕见的寒病袭击 ,全年干胶总产量

预计达 54万 t左右 ,更新及补换新植胶树超过

4万 hm
2
。

2.2　消费

2007年全球天然橡胶消费量约为 974 万 t

(如加上正常库存量 30 万 t , 需求量达 1 004

万 t),增长 4.5%。其中 ,我国 、日本 、印度等国的

天然橡胶消费量保持增长 ,美国天然橡胶消费量

继续下降 。日本的天然橡胶消费总量为 89万 t ,

增加 2%;印度 85 万 t , 增加 5%;德国 30 万 t ,

增加10%;法国 、韩国与上年基本持平;美国 98

万 t ,减少 2%。

2007年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达到 220 万 t ,

比上年增加 5.3%,如包括复合胶中的天然橡胶 ,

则为 276万 t ,比上年增加 7%,继续高居世界第

一位。2008年进入第四季度后 ,虽然受美国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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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影响 ,产品流通量有所减缓 ,但消费总量仍

在 2007年的基础上有所增长 。

2.3　进口及库存情况

2008年我国进口天然橡胶 168.2万 t(天然

浓缩乳胶 24.6 万 t 、烟胶片 24.4 万 t 、标准胶

114.2万 t),比 2007年增加4万 t ,增长 2.4%(天

然浓缩乳胶增长 2.5%、烟胶片增长 12.9%、标准

胶减少 0.6 万 t)。其中一般贸易进口量 27.6

万 t ,占总进口量的 16.4%,比上年增加 4.9 个百

分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进口量

96.93万 t ,占总进口量的 57.6%,比上年增加

8.7个百分点 。

2008年我国进口复合胶约 55.7万 t ,与上年

基本持平 。其中一般贸易进口量 46.3万 t ,占总

进口量的 83.2%,比上年增加 5.7 个百分点;来

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进口量 5万 t ,占

总进口量的 8.9%,比上年略少。

2008 年年底国内天然橡胶市场库存量约有

22万 t ,其中植胶区滞销量达 15万 t ,期货市场 2

万 t(比上年减少 8万 t),工厂和其它社会库存约

5万 t ,比 2007年年末的 17万 t增加 5万 t ,增长

29.4%。

2.4　市场动态

泰国 3号烟胶片(RSS3)和印尼 20号标准胶

(SIR20)价格在 2008年上半年震荡上扬 ,下半年连

续暴跌 ,年末价格与全年最高价相比 ,跌幅接近

70%。而国内产销两地国产 5号标准胶(SCR5)现

货价格虽然追随国外现货走势 ,但与国外相比 ,年初

走势偏弱 ,进入开割期后直线上扬 ,下半年后价格急

转直下 ,年末与全年最高价相比 ,跌幅接近 65%。

2.4.1　国外主产区

2008年泰国 RSS3平均价格为每吨 2 615美

元 ,比上年平均价格上涨 120美元 ,最高价为 6月

份的 3 345美元 ,最低价格为 12月中旬的 1 120

美元;印尼 SIR20全年平均价格为每吨 2 553美

元 ,比上年平均价格上涨 392美元 ,最高价为 7月

初的每吨 3 295美元 ,最低价为 12月中旬的每吨

1 110美元;新加坡期货市场的到期现货月平均

价格为每吨2 583美元 ,比上年平均价格上涨 316

美元 ,最高价为 6 月份的每吨 33 150美元 ,最低

价为 12月中旬的每吨 1 020美元 。

2.4.2　国内主产区

2008年国产 SCR5 海口平均成交价格为每

吨23 835元 ,比上年平均价格上涨4 171元 ,最高

价为 6 月份的每吨 27 804元 ,最低价为 12月中

旬的每吨 10 858元 ,全年共成交 71 558 t;云南平

均成交价为每吨 23 094元 ,比上年平均价格上涨

3 136元 ,最高价为 8月份的每吨 27 808元 ,最低

价为 12 月中旬的每吨 12 014 元 , 全年共成交

57 438 t 。

2.4.3　国内主销区

2008年上海市场国产 SCR5 平均价格为每

吨22 096元 ,比上年平均价格上涨1 857元 ,最高

价为 8 月份的每吨 28 000元 ,最低价为 12月中

旬的10 300元;青岛市场平均价格为每吨 21 977

元 ,比上年平均价格上涨 1 860元 ,最高价为 7月

初的每吨 28 000 元 ,最低价为 12月中旬的每吨

10 200元;天津市场平均价格为每吨 22 129元 ,比

上年平均价格上涨 1 893元 ,最高价为 6月份的每

吨28 000元 ,最低价为 12月中旬的每吨10 500元。

2.4.4　天然橡胶价格大幅波动的原因

2008 年天然橡胶价格暴涨暴跌的原因主要

有如下几个方面。

1.美元贬值 。2008年上半年金融危机处于

初期阶段 ,全球经济仍呈高速发展的态势 ,美元大

幅贬值 ,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国际原

油价格作为大宗商品价格的晴雨表 ,再加上原油

副产品合成橡胶与天然橡胶有相互替代关系 ,其

价格的暴涨推动国际天然橡胶价格大幅上扬 。

2.社会库存波动 。每年的 12月份到第二年

的 3月份国内主产区都处于停割期 ,3 ～ 4月份资

源青黄不接 ,往年一般都会出现一波季节性的上

涨 ,但由于国内社会库存居高不下 , 2008年国内

天然橡胶价格走出了与国外市场相背离的走势 ,

价格振荡下跌 。但进入 5 月份后 ,受年初南方地

区冰雪灾害的影响 ,海南 、云南主产区出现大面积

病害 、寒害 ,两大主产区推迟开割一个半月左右 ,

在没有新增资源的情况下 ,大量消耗了社会库存 ,

上海期货交易所库存量从年初的 10 万 t左右锐

减到不足 2万 t ,在国内库存偏少及国外天然橡胶

价格持续上涨的双重影响下 , 5月份后国内天然

橡胶价格大幅上扬 ,从 4月底的每吨 22 000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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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涨到 6月中旬的每吨 28 000元 ,走出了 2008

年第二次反季节行情 。

3.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下半年 ,由美国次

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并逐步由金融

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 ,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美

元大幅升值 ,以国际原油价格为代表的大宗商品

价格持续暴跌 ,以天然橡胶为原料的商品消费下

降 ,受此影响 ,天然橡胶价格开始逐步下滑 ,特别

是 10月份后呈现急剧下跌的态势。上海期货交

易所出现了历史罕见的 9 个跌停板 ,跌幅超过

65%。

4.自然因素。天然橡胶属于农产品 ,其生长

对地理 、气候条件有特定的要求 ,台风或热带风

暴 、持续雨天 、干旱 、霜冻及病虫害都会影响产量 ,

造成资源量减少。2008 年年初在国内植胶区发

生的寒害 、冻害 、白粉病等灾害直接影响天然橡胶

产量(由于抗灾措施到位 ,最终减产约 4万 t),给

当时的橡胶价格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外来天然橡胶冲击。据统计 , 2007 年我国

天然橡胶(含复合胶)消耗量达 276万 t ,而我国国

产天然橡胶只有 59万 t ,自给率不足 20%,因此

国外橡胶价格的波动对国内橡胶价格影响很大 ,

特别是走私橡胶和复合橡胶的大量流入严重冲击

了国内市场。据了解 ,2008年有近40万 t从越南

走私的天然橡胶和56万多 t低关税(2009年为零

关税)的复合天然橡胶进入我国市场 , 引起了

2008年第三季度胶价下行和国庆节后胶价的暴

跌 ,当期从越南走私的 3L 烟胶片市场售价每吨

不足1万元 ,部分只有 8 000 多元 ,比当时市场平

均价格低了一半多 ,导致国内天然橡胶生产企业

产品滞销量达 25%。

3　发展趋势

3.1　产量预测

国际方面 ,由于橡胶业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

击 ,橡胶需求量降低 ,释放的产量不仅不会增长 ,

反而大幅下降 。根据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

国组成的国际三方天然橡胶组织在 2008年 11月

举行的第 14 届年会上决定 , 2009 年度三国天然

橡胶出口总量将减少 91.5万 t ,比 2008年度减少

16%。2008年国际天然橡胶产量比上年下降约

5%, 2009年至少再减产 10%以上 。但是 ,越南在

未来 5年还将在中部和西北部开发种植橡胶树

30万～ 40万 hm
2
,在老挝和柬埔寨分别开发种植

橡胶树 10 万 hm
2
, 到 2015 年橡胶树种植总面

积达100万 hm2 以上 ,到 2020 年橡胶产量达到

120万 t 。

我国既是天然橡胶消费大国 ,又是主产国 ,一

般不实行限产措施 。如资金投入有保证 ,国家扶

持政策到位 ,没有特大自然灾害影响 , 2009年橡

胶投产面积和产量将有所增加 。如市场稳定 ,

2015年或再长一些 , 可争取实现年产天然橡胶

80万 t的目标 ,再通过国际合作和商业储备等途

径 ,到 2020年可使国内天然橡胶生产控制力达

200万 t以上。

但是 ,从全球目前经济下滑的状况看 , 2009

年对天然橡胶的总消费量将呈下降趋势 ,若胶价

仍持续低迷 ,全球天然橡胶的供给量至少比上年

下降 10%以上 ,年产量将减少 100万 t以上 。

3.2　需求与价格

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世界天然橡胶需求

将进一步萎缩 ,进而影响价格。天然橡胶的主要

消费方向是轮胎 ,轮胎业消费量占全部消费量的

60%左右 。汽车消费的波动直接影响世界天然橡

胶市场。美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占全球汽车保有量

的 27%,居世界第一位;而第二到第五位的日本 、

德国 、意大利和中国仅分别占 8.4%, 5.1%,

4.5%和 4.2%。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轮胎消费国。

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汽车消费急剧下降 , 2008年 9

月份美国汽车销售同比下降达到两位数 。美国汽

车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乘用汽车和轻型载

重汽车的销售量同比下降达到 27%。日本前半

个财政年的汽车销售也达到 34年最低。金融危

机将导致今后一段时期内世界汽车消费减少甚至

停止增长 。美国也是世界乳胶制品(如乳胶手套 、

医用胶管等)的最大消费国。金融危机造成美国

经济衰退 ,并带动整个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减缓 ,橡

胶制品需求量将明显下降 。

在全球性经济衰退恐慌心理作用下 ,世界石

油价格大幅下跌 。合成橡胶的原料价格下降 ,成

为助推天然橡胶价格下降的主要动力。

这次由美国次级信贷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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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受影响的国家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 ,经济总

量更大 ,个别国家甚至发出“破产”的警告;主要天

然橡胶生产国泰国政局动荡 ,外资吸引力下降 ,国

内投资减少;越南也早已出现金融不稳定现象。

因此 ,这次经济衰退导致天然橡胶价格下降的幅

度可能比较大。从目前形势估计 ,到 2009年或更

长一些时间 ,世界主要产胶国天然橡胶的价格可

能会下降到每吨 1 000 美元以下 。但我国由于采

取了收储等政策措施 ,特别是国家促进内需政策

的实施 ,国产天然橡胶价格不但不会跌到谷底 ,而

且将会出现回暖的势头。

3.3　问题与措施

当前 ,我国天然橡胶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国内宜种植橡胶树的土地资源有限 ,国产胶的供

应比例过低 ,产品品种及质量稳定性还不能满足

国内用户的需求;抵御自然灾害 、病虫害体系不够

健全 ,手段和能力有限;部分植胶企业初加工规模

偏小 ,既增加了成本又影响了产品质量;在实施

“走出去”战略过程中 ,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阻力;受

近年来橡胶价格走高的利益驱动 ,部分民营植胶

企业种植管理与割胶技术水平不高 ,个别地方存

在盲目发展的倾向;原料胶市场秩序还比较混乱 ,

收购机制还不完善;植胶企业机制 、体制创新力不

足 ,降低生产成本的潜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部分

民营植胶企业还存在较为突出的产权纠纷;外胶

走私濒发 ,严重冲击了国产胶市场等 。面对新形

势和存在的问题 ,天然橡胶产业除遵照农业部提

出的“坚持`稳定制度 、强化责任 、保护资源 ,补贴

农民 、投入农业 、奖补大县 ,理顺价格 、提升科技 、

健全法制' 和`开阔眼界 、放宽胸怀 ,创新思路 、提

高效能 ,超前谋划 、把握主动 ,强化协调 、形成合

力' ”要求外 ,建议结合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

形势和植胶区的特点 ,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天然橡胶协会和生产营销单位 、橡胶工业

协会及公益性天然橡胶研究单位应加强沟通与合

作 ,建立共商机制 ,探讨合理对策 ,共同应对天然

橡胶市场的剧烈变化 。

2.加快建立天然橡胶产业综合性 、公益性的

科技 、生产和市场信息网络 ,提高科技 、生产和市

场信息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

3.建立天然橡胶技术服务网络 ,积极发展胶

农组织 ,提高胶农的生产技术水平。我国在非传

统植胶区发展天然橡胶并取得巨大成就 ,与农垦

的高度组织化管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随着民

营橡胶企业快速发展和农垦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 ,迫切需要扩展或重建我国的天然橡胶技术服

务体系。通过“科研单位-技术服务网络-胶农组

织-胶农”这条组织路径 ,加强天然橡胶生产技术

服务 。

4.利用当前国内外天然橡胶市场走向低迷 ,

国外投资谈判筹码有可能降低的机遇 ,加快国际

合作步伐 ,加大企业“走出去”发展天然橡胶的工

作力度。

5.全面实施天然橡胶优势区域橡胶树良种

补贴政策 ,加强补贴项目的监督和管理 ,加快橡胶

树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增强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

发展潜力 。

6.随着天然橡胶价格不断走低 ,国家应尽快

建立天然橡胶储备机制。一是除每年国家进行正

常数量的战略储备外 ,市场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 ,

要及时增加战略储备量;二是进行商业储备 ,即在

市场价格接近生产成本并引起滞销时 ,国家给予

天然橡胶生产企业一定数量的贴息贷款;三是建

设国家天然橡胶储备库制度 ,并优先采购国内生

产的天然橡胶 ,稳定我国胶农的经济收入 ,促进天

然橡胶产业持续发展 。

欢 迎订阅 《橡胶科 技市场 》
欢迎在《橡胶科技市场》上刊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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