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 · 橡胶科技市场 2011年第12期 

我国丁苯橡胶市场分析及展望 
王金鹏，徐克琪，陈 伟 ，宋艳萍 

(中国石油规划总 院，北京 100083) 

摘要：分析我国丁苯橡胶(SBR)生产情况、消费状况 、价格走势和进出口情况，预 

测我国 SBR的发展前景。2015年我国SBR产能将过剩，市场竞争 El趋激烈。针对 

我国溶聚丁苯橡胶(sSBR)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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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情况 

近年来 ，随着乙烯工业的迅速发展，我 国丁苯 

橡胶(SBR)产能不断增长，2OlO年我国SBR产能 

达到116．5万 t，主要集中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 

国石油)两大集团公司。2010年两大集 团公司 

SBR产能合计 94．5万 t，占我国 SBR总产能的 

81．1 。中国石化是我国最大的 SBR生产企业， 

目前其 SBR年产能为 56万 t，占全国 SBR总产 

能的48．1 ；2010年其 SBR产量为 53．16万 t， 

装置开工率为94．9％。中国石油是我国第二大 

SBR生产企业，目前其 SBR年产能为 38．5万 t， 

占全国 SBR总产能的 33．0 ；2010年其 SBR产 

量为 29．89万 t，装置开工率为 77．6 ，开工率低 

的原因主要是独山子石化公 司1O万 t·a 溶聚 

丁苯橡胶(SSBR)装置未生产。其他 SBR企业主 

要有普利司通(惠州)合成橡胶有限公司和南通申 

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2010年产能分别为 5万 t 

和 17万 t。 

2010年受 SBR价格高位运行刺激，国 内 

SBR产量大幅增长，达到 105．19万 t，比 2009年 

增长了2O．69万 t，同比增长 24．5 。增长主要 

来 自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中国石化齐鲁分 

公司、中国石化南京扬子石化金浦橡胶有限公司 

和南通申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SBR装置的满负 

荷或超负荷运行，其中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SBR 

产量达 29．39万 t，开工率 128 ，达到历史最 

高点。 

2010年我国 SBR各企业产能和产量见表 1， 

其中ESBR为乳聚丁苯橡胶。 

表 1 2010年我 国 SBR各企业产 能和产量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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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能分布上来看，我国SBR产能主要分布 

在华东地区，2010年华东地区 SBR生产能力达 

47万 t，占全国的40．3％，产量为 41．03万 t，占全 

国的39．O％。其他产能主要分布在西北、东北、 

华南和华北地区。 

2010年我国各地区SBR产能和产量分布见表2。 

表 2 2010年我国各地区 SBR产能和产量分布 万t 

2 消费状况 

随着上游轮胎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 

SBR消费量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我国SBR消 

费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1．4％。其中，2008年受金 

融危机影响消费量明显下降，2009年开始复苏性 

增长，2010年我国 SBR表观消费量达到 134．0 

万 t。在此期间，由于我国乙烯工业的发展确保 

了原料丁二烯的供应，促使 SBR产能持续扩大， 

我国 SBR自给率一直维持在 70％左右的较高 

水平。 

2006—2010年我国SBR供需状况见表3。 

我国 SBR主要用于生产汽车轮胎、胶鞋、胶 

管、胶带以及力车轮胎等。在轮胎行业中，SBR 

主要用作轮胎的胎面胶、胎侧胶、胎体帘布层胶、 

胎圈护胶、胶芯胶及钢丝夹胶等。轿车轮胎、农业 

表3 2006—2010年我国 SBR供需状况 

轮胎及工程机械轮胎中 SBR的应用比例较高，一 

般均在 50％以上，其中用于工程机械轮胎的比例 

高达 90％以上。胶鞋行业是我国 SBR的第二大 

消费领域，产品主要是布面胶鞋和全胶鞋，其使用 

的SBR牌号以 1502和 1502E居多，也有 1500和 

1778。我国SBR消费结构见图1。 

图1 我国SBR消费结构 

未来几年，SBR下游产业中发展较快的产品 

将是轮胎及胶管、胶带等。除了汽车工业持续快 

速发展继续推动 SBR需求增长外，国家一系列基 

础项目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工程的 

实施，也给工程机械轮胎以及各种胶管、胶带等带 

来了巨大的市场。胶鞋产量增长相对较慢，且部 

分鞋底 制造 转 向使 用 乙烯．醋 酸 乙烯共 聚物 

(EVA)和聚氨酯(ptJ)等材料，因此 SBR在胶鞋消 

费量中的所占比例将略有下降。 

山东、江苏、浙江及广东省是我国 SBR的主要 

消费地区，这些地区也是轮胎、胶鞋、力车轮胎、胶 

管、胶带等橡胶下游行业的主要分布地。 

3 价格走势 

近年来，受原油价格迅速攀升、丁二烯供不应 

求等因素的影响，SBR价格不断上扬。2005年我 

国SBR每吨平均价格为 14156元，较 2004年上涨 

了7．9％；2006年我国 SBR价格高位振荡，全年每 

吨平均价格为 17133元，同比增长 21．0％：2007 

年受丁二烯价格下跌和产品供应充足影响，我国 

SBR价格振荡回落，全年每吨平均价格为 1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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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下降4．3％；2008年受国际油价创历史新 

高和后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我国SBR价 

格剧烈振荡，全年每吨平均价格为 19116元，较 

2007年上涨了 16．5％。2009年初，在我国政府的 

经济刺激计划带动下，SBR需求有所复苏，其价格 

较2008年末有所上涨，但需求的继续萎靡抑制了 

亚洲 SBR价格的进一步反弹，2009年全年价格处 

于较低水平。2010年随着世界和我国经济的继续 

好转，SBR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大有所上升，每吨平 

均价格达到 18057元。 

2005—2010年我国 SBR价格走势见图2。 

图2 2005—2010年我国 SBR价格走势 

4 进出口情况 

近年来我国SBR产能扩张较快，但仍不能满 

足需求，进口量不断上升。2010年我国进口SBR 

42．9万 t，较 2006年增长了69％，“十一五”期间 

我国 SBR进 口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11．2％。我国 

进口SBR主要来自韩国、我国台湾省、日本、俄罗 

斯、巴西、美国和德国。2010年我国 SBR的进口 

贸易方式以来进料加工为主，其次为一般贸易，进 

口量分别为 17．4万 t和 l3．2万 t，分别占SBR总 

进口量的40．6％和 30．8％；另外以保税区转储及 

保税仓库货物方式进 口量占22．1％，其它贸易方 

式量占6．5％。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自2003年 9月起对从韩 

国、俄罗斯和日本进 15的 SBR征收反倾销税，但 

2010年我国从这3个国家的进15量仍高达23．3 

万t，占2010年SBR总进15量的54．3％。这主要 

是因为上述3个国家多采用来进料加工方式保税 

出口SBR到我国，这样不仅避开了反倾销税，同时 

在其产品出El后，还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010年我国SBR出口量14．1万t，较2009年 

大幅增长了 188％，出口量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是 

我国SBR产能扩张迅猛，市场竞争激烈，企业主动 

寻找出口途径；同时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橡胶需求 

、 量增长迅速，而其国内产能不足。2010年我国SBR 

出15量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共出口1．5万 t，占总出 

口量的10．4％，其次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出151量 

分别为 1．4万 t和 1．1万 t，占总出口量的9．9％ 

和 7．8％。 

5 市场预测 

“十二五”期间，我国汽车轮胎、力车轮胎、胶 

鞋和胶管、胶带等下游行业仍将持续增长，但增速 

与“十一五”期问相比将有所放缓，国内SBR消费 

量增速也会随之放缓，年均增速将在5％左右。预 

计到“十二五”末，我国 SBR需求量约 160万 t。 

到2015年我国 SBR产能预计将达到 170万 t，届 

时我国SBR将过剩 10万t，再考虑到周边日本、韩 

国和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进口，我国 

SBR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SBR扩建项 目见 

表4。 

表 4 我国 SBR扩建项目 

6 SSBR市场存在的问题 

SSBR作为节能环保型橡胶材料，特别适合用 

作高性能轮胎和绿色轮胎的胎面胶。近年来，发 

达国家的SBR不断向 SSBR方向发展，新建和扩 

建的装置基本都是 SSBR。据报道，与采用 ESBR 

相比，采用新型 SSBR制造的轮胎滚动阻力降低 

30％，抗湿滑性能提高 3％，耐磨性能提高 11％， 



2011年第12期 发展论坛 · 7 · 

燃料消耗量降低 5 。目前 日本住友计划在新加 

坡裕廊岛新建年产 4万 t的 SSBR装置，德国朗 

盛计划将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 Orange工厂内的 

SSBR年产能扩大 2万 t。 

2010年我国共有 4家 SSBR生产企业，分别 

为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中国石化齐鲁分公 

司、中国石化茂名石化分公司和中国石油独山子 

石化公司。其中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和齐鲁 

分公司采用中国石化 自主技术，该技术属第 1代 

技术，相对较为落后；中国石化茂名石化分公司和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采用国外第 2代技术， 

该技术相对较为先进。目前这 4家企业 SSBR产 

品都存在销路不畅的问题，主要原因如下。 

(1)国内轮胎企业技术落后，人才匮乏，大多 

数企业以生产低端产品为主，主要依靠扩大规模 

和销售量来提高效益，科研能力弱，采用 SSBR的 

新一代轮胎产品开发滞后。 

(2)普利司通、米其林、固特异等跨国轮胎企 

业都有 自己专门的橡胶牌号，专产专用，对外较为 

封闭，其不生产的高端牌号产品主要从国外橡胶 

企业采购，国内产品很难进入。如普利司通公司 

为了满足在华企业的生产需求，在惠州建设 SSBR 

装置，其采用日本合成橡胶公司(JSR)最先进的技 

术，生产锡偶联 SSBR。 

(3)我国在轮胎产品工艺控制和检测设备方 

面相对较为薄弱，如轮胎升温、滚动阻力、防滑性、 

噪声等检测设备欠缺，特别是国内现在还没有功 

能齐全的轮胎试验场，实地检测轮胎各种性能受 

到限制，严重制约了新一代轮胎产品的研发。 

束层、内衬层以及混炼胶等诸多领域产品和工艺 

问题 ，需要上下游企业一起攻关 开发 ，我 国在这方 

面还比较欠缺。 

7 发展建议 

(1)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物耗，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产品成本。与国外先进大型装置相比， 

我国 SBR生产装置能耗物耗偏高，国内SBR企业 

应加强一线人员对生产工艺流程的学习，对关键 

生产环节实行节点控制，对关键能耗装置编制操 

作控制手册，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降低能耗物 

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市场 

竞争力。 

(2)积极开拓印度等国外市场，加快产品出 

口。近年来，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迅速，其 

汽车产能增长迅猛，印度国内轮胎需求量不断扩 

大。随着印度经济 的快速崛起 ，世界轮 胎巨头均 

加快了在印度的投资步伐，米其林、普利司通、固 

异特、横滨、邓禄普、大陆等大型轮胎企业纷纷在 

印度投资建厂。同时印度国内合成橡胶产能不 

足，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其合成橡 

胶市场有一定的缺 口，今后我国 SBR生产企业应 

积极加强对印度等国外新兴市场的开发，促进产 

品出口，减轻国内市场竞争压力。 

(3)加强上下游一体化合作，加快高端轮胎产 

品开发。上游橡胶生产企业应积极加强与下游轮 

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新型轮胎产品，特别是采用 

SSBR生产高端轮胎产品，提高轮胎产品附加值， 

促进我国 SSBR市场的开发，提高 SSBR生产企 

(4)轮胎开发设计到橡胶、帘线帘布、钢丝带 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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觚 纛美 蚤锻输麟摭瀛 竣 中心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在德尔耐特 

(Del—Nat)轮胎公司的协助下 ，在美 国开设 了第 1 

家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双方高管日前在美国孟菲 

斯(Memphis)签署了协议，双星将利用德尔耐特 

年 每 

面积为 45150 m 的仓储设施作为其物流配送中 

心 ，用于分销双星牌 中型卡车子午线轮胎 。2家 

公司将来有可能在贴牌轮胎生产和分销方面进行 

更多的合作。 鲁 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