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关税的问题 ,笔者认为实际上在整个

2005 年按照一般贸易形式 20%关税的数量非

常之少 ,很少有贸易商以及用胶厂家还会再以

20%的关税来进口天然橡胶 。复合胶关税从

8%调整至 5%,在 2005年成为主要的进口形式

之一 ,但是展望其未来发展空间不甚乐观 ,随着

关税调整降低进程的加快 ,一些位于沿海城市

海关的保税区内的复合胶加工厂在利润微薄的

背景也陆续关闭 ,复合胶的问题也难以成为影

响胶价走势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 2005 年我国

进口天然橡胶除了复合胶的进口方式外 , 10%

的边贸进口也逐渐成为主流进口形式之一 ,除

上述两种形势外 ,零关税的来料 、进料加工成为

有出口额度的轮胎生产企业的主要原料进口方

式。因此 ,年底前即使进口天然橡胶关税下调

至 10%,对天然橡胶行情的影响也仅仅停留在

心理上的影响 ,体现在期货与现货市场估计也

只是短期内价格的回调 ,不影响大局 。而人民

币升值的问题 ,笔者更倾向于不久前央行的暂

时执行一次性调整的公告 ,其实已经从某种程

度上解释了国家至少在今年内不会再调整汇

率。8月下旬日本民间库存以及上海期货交易

所期货库存首次出现了 1000 多 t的回流 ,其中

日本民间橡胶库存由 7100t 的水平回升至

8200t ,上期所橡胶库存则回升到 19000t ,笔者

认为橡胶库存回流的幅度还远未到影响市场运

行趋势的程度 ,前期期铜市场的表现已经证明

这一点 ,库存回流并不能对趋势形成直接作用 ,

其所产生的只是阶段微弱的利空影响 。

综上所述 ,展望天然橡胶后市 ,还是有充分的

理由表现出积极乐观的观点 ,供应与需求依然是

决定价格运动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我

们还要关注在期货市场资金的参与程度 。今年以

来 ,国内沪胶期货之所以表现的比较温和 ,与缺乏

机构资金的深度参与有关 ,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国

际日胶期货市场 ,良好的基本面也需要引发大资

金的青睐与参与 ,如果沪胶期货依然保持目前短

线进口频繁 ,而缺乏大资金中长线资金的介入的

话 ,那更应该以现货市场的运动走势来评估判断

期货市场的走势 。缺乏资金参与的沪胶期货 ,目

前也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国际日胶期货的影子市

场。

世界炭黑需求量年增长 4%

美国 Freedonia 集团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 ,

到 2009年 ,全球炭黑需求量将以每年 4%的速率

增长 ,几乎与预计的全球橡胶消费量的增长速度

不相上下 。这份报告称届时炭黑消费量将达到近

950万 t ,而 2004年炭黑消费量合计 775万 t。

轮胎工业用炭黑占炭黑总消费量的 2/3 以

上 ,预计到 2008 年用于轮胎的炭黑将超过 600

万 t 。同时 ,非轮胎用炭黑消费量的年增长率则

维持在 4.3%。

特种炭黑增长最为强劲。特种炭黑在整个炭

黑市场(按吨位计)中所占的份额不到 9%,但是

其价格却要比炉法炭黑高得多 。研究报告称特种

炭黑将成为研发的重点 ,因为除了利润更高之外 ,

特种炭黑牢固的市场地位可使供应商免受橡胶、

轮胎和汽车工业周期性调整的影响 。尽管对特种

炭黑的需求仍将集中在塑料 、油墨和油漆行业 ,不

过从现在起到 2008年 ,其它用途如导电填料的增

长前景将最为乐观。

在未来的炭黑市场需求中 ,亚太地区的增长

尤为抢眼 。由于汽车工业和轮胎工业的持续 、高

速扩张 ,中国和印度炭黑需求的增长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1998 ～ 2003年是中印两国炭黑新

增产能最多的时期 ,该研究报告认为这种趋势会

持续到 2008年 。这一时期 ,发达国家对炭黑的需

求将继续低于平均增长率 ,其中日本对炭黑需求

量的增长尤其疲软。

Freedonia集团预测 ,美国市场已从 1998 ～

2003年期间所经历的衰退中明显复苏。西欧炭

黑销售量的增长也将改观 。北美洲和西欧炭黑装

置的运转率将会提高 ,到 2008年将超过 90%,虽

然这两个地区都达不到日本近 100%的运转率 。

世界炭黑需求量一览表

　范围
需求量/万 t 年增长率/ %

1999 2004 2009 2004/ 19929009/ 2004

北美洲 191.0 172.5 195.0 -2.0 2.5

西欧 139.0 148.5 165.5 1.3 2.2

亚太地区 245.5 332.3 432.0 6.2 5.4

其它地区 94.5 121.7 152.5 5.2 4.6

全世界 670.0 775.0 945.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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