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行业

我国橡胶机械的长足发展

近年来 ,由于我国橡胶机械的生产企业不断

增多 ,再加上产品多元化 ,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以桂林橡胶机械厂 、益阳橡塑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

福建华橡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制造

工程研究院等单位为主的国有企业和以天津赛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双象集团橡塑有限公司

等单位为主的民营企业经过不断的努力 ,使国内

橡胶机械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同时 ,以

上海精元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为主的外资企业加

入竞争之列 ,这大大地促进了国内橡胶机械的总

体水平与国外技术差距的缩小 。

大多橡胶机械企业已告别传统的国企 ,由国

内工厂向国际化公司转变 。桂林橡胶机械厂 、益

阳橡胶塑料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华橡自控股份有

限公司先后加入中国化工集团 ,有了更大的发展

平台。桂林橡胶机械厂与曙光研究所以其资产为

纽带整合桂林橡胶工业 ,组建了昊华南方橡胶有

限责任公司 ,建立产学研基地 。江苏 、浙江 、上海

等地的橡胶机械大多民营化 ,规模呈倍数增长。

我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年内生产规模扩大 6倍 ,成为世界上第五大橡

胶机械制造商。青岛高校软控股份公司与捷克马

塔多 、美国法雷尔公司等组建合资企业 ,实力迅速

增长。大连橡塑机械股份公司与加拿大 RMS、日

本石川岛播磨重工先后合资生产三复合挤出生产

线 、钢帘线压延机等。同时 ,世界著名橡胶供应商

纷纷来华独资建厂 ,上海精元股份公司的橡胶机

械销售收入已占其总公司的 4/5。

我国橡胶机械的整体赢利能力在 2005年较

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有大幅度增长 ,在全球橡

胶机械制造业这个大舞台上 ,中国橡机制造业也

开始暂露头角 ,备受关注。根据橡胶机械的贸易

数据 ,我国橡胶机械的进口量远远高于出口量。

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市场还较依赖于进口产品 ,质

量和性能方面要比国内产品优越 ,同时 ,服务体系

完善。例如 ,我国很多企业先后从日本 、德国 、美

国 、英国 、奥地利 、意大利和荷兰等橡胶机械生产

大国进口产品。另一方面说明我国橡胶机械市场

的潜力巨大 。

在 《欧洲橡胶杂志》(ERJ)公布的 2006年度

世界橡胶机械前 “三十二强 ”,中国有 10家企业。

2005年度我国橡胶机械企业有 10家挤入世界前

三十强 ,橡胶机械销售收入占世界橡胶机械总销

售额的 1 /3。迄今为止 ,世界前十强中 ,我国共有

3家企业上榜 ,他们分别是:天津赛象技术有限公

司(第五位),桂林橡胶机械厂(第七位)和华橡自

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位)。这标志着我国橡胶

机械已进一步向世界橡胶机械大国迈进 ,同时扩

大了中国橡胶机械在国际上的品牌影响力 。

2006年世界橡胶机械销售额达到了 25.3亿

美元(折合 19.5亿欧元),与上年相比 ,上涨幅度

为 5%左右。 苏　博　

王印海到益阳橡机调研

日前 ,中国化工集团党委书记 、中国昊华化工

(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印海在益阳橡胶塑料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调研工作 ,强调

要努力抓住当前发展机遇 ,搞好科技创新 ,加快建

设 “重大装备制造出口基地 ”,努力实现企业做大

做强目标。

在听取了有关企业发展情况汇报后 ,王印海

指出 ,益阳橡机在中国化工集团 “追求卓越 ,永不

止步”的精神鼓舞下 ,坚持国际化经营战略 ,紧贴

世界先进技术 ,着力拓展国际空间 ,狠抓产品创

新 、管理创新 、人才创新 、信息化创新 ,从而取得良

好业绩 ,今年 1 ～ 5月产值 、销售值 、出口值 、利润 、

新产品销售值均比去年同期又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 ,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希

望益阳橡机居安思危 ,科学发展 ,在全力打造 “重

大装备制造出口基地”的同时 ,积极挖掘潜能 ,充

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创造性 ,使产品创

新更上一层楼 ,通过主业辅业的多元发展 ,实现公

司的做大做强。 陈建绥　李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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