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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橡胶管带产品的现状及市场预测

李振明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管带分会 青岛 2 6 6 021)

橡胶管带产 品是橡胶制 品的重要组 成部

分
,

广泛应用于矿山
、

冶金
、

煤炭
、

石油
、

能源
、

建

材
、

港 口
、

交通等各领域
,

在 国民经济建设 中起

着重要 的作用
。

目前
,

我国的橡胶管
、

带工业总

体水平基本上与国际先进水平 同步
,

生产规模

名列世界前茅
,

产品质量已达到或接近 国际先

进水平
,

产品的品种和规格齐全
,

不同用途的各

类橡胶管
、

带产品应有尽有
,

不仅可以满足 国内

市场的需求
,

同时也具备了大量 出 口 的条件
。

应对 W T O
,

我 国的橡胶管带产 品必将冲 出国

门
,

在国际市场中占有可观的份额
。

1 胶带行业的现状

我国胶带行业
,

就国有重点骨干企业而言
,

其工艺技术力量
、

装备水平
、

测试设备
、

产 品结

构
、

产品质量
、

原材料配套供应等各方面的总体

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

但 由于 国情

的原因
,

企业繁多
,

水平不一
,

加上国内市场尚

不够规范
,

导致了胶带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

1
.

1 生产规模

我国的胶带生产能力 已名列世界前茅
,

目

前
,

具备一定规模 的胶带专业生产企业有 3 00

多家
,

还有乡镇私有小企业近千家
,

综全生产能

力
,

输送带高达 2 亿 m
“ ,

V 带达 8 亿 A m
。

生

产能力已达到国内市场需求的 3 倍左右
,

供需

比例严重失调
。

目前各种胶带的出口量不足总

量的 1%
。

企业竞争激烈
,

压价倾销
,

造成胶带

行业的效益普遍不好
。

1
.

2 企业性质

目前我国胶带行业虽然由国有
、

合资
、

私有

多种成分组 成
,

但 国有企业仍是行业 的支柱
。

国有骨干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好
,

装备水平高
,

各项管理较规范
,

产品结构合理
,

产品质量高
。

国有企业的产量约 占全国胶带 总产 量的 60 %

左右
。

合资企业仅有儿家
,

它们的装备水平
、

工

艺技术
、

产 品质量也都较好
。

胶带行业有大量

的私有
、

民营企业
,

其产品质量一般较差
,

价低

质次的低档产品填补了不规范市场的空隙
。

但

相信它们会在 生产 过程中
,

不断积 累资金
,

改

造
、

完善
、

提高自己
,

产品结构 和产品质量会不

断提高
。

今后
,

在胶带行业中
,

多种经济成分公

平竞争的格局必定会形成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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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结构

强力型输送带逐年增加
,

普通棉帆布带逐

年减少
。

聚酷线绳 V 带将逐步取代帘线结构

的 V 带
,

同时
,

切割 V 带 已起步生产
。

目前
,

钢

丝绳芯输 送带
、

尼龙 ( E P ) 输送 带
、

P V C
、

P V G

整芯输送带等强力型的输送带 已占输送带总量

的 70 % 左右
。

普 通棉 帆布 输送 带 仅 占总量

3。%以下
。

聚醋线 绳 V 带 已 占 V 带 总量 的

5。%以上
,

再有 3一 5 年
,

帘线结构的 V 带将被

淘汰
。

我国输送带的品种 比较齐全
,

按骨架材料

分类
,

可分为普通织物芯输送带
,

钢丝绳芯输送

带
、

钢缆输送带
、

P V C
、

P V G 整芯带等
。

按性能

用途可分为
:

阻燃输送带
、

耐热输送带
、

耐酸碱

输送带
、

各种异型带等
。

输送带 的规格 已系列

化
,

带宽可达 4 0 0m m一 3 0 0 o m m
。

尼龙 ( E P )输

送带 的最大强 力可 达 5 00 N /m m
,

整芯 P V C
、

P V G 带 可 达 1 8 0 0 N /m m
,

钢 丝 绳 芯 带 可 达

4 0 0 0 N / m m
。

传动带有 V 带
、

平带
、

同步带
、

多楔带
、

农

机带
、

汽车专用 V 带等
。

近几年来切割带已批

量投人市场
。

总之
,

我国的胶带品种
、

规格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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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
,

能按国标或国际标准生产
,

完全可以满足

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需求
。

1
.

4 产 品质 t

我国胶带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

一般 国有

大
、

中型骨干企业
、

合资企业
、

少数私有企业的

产品质量较好
,

产品符合国家标准
,

并能达到或

接近国际标准
。

而大部分乡镇私有小企业
,

还

不能按国家标准组织生产
。

由于产品的质量高

低不一
,

造成市场的价格相差较大
,

导致了市场

的不公平竞争
。

目前
,

我国胶带行业约有 1/ 3 的产品质量

尚达不到国家标准
,

即使达到国家标准 的产品

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相比
,

还有一定的差距
,

主

要表现在外观
、

包装质量较差
,

内在质量有时还

不够稳定
,

使用寿命的安全系数把握性 不足
。

其主要的原 因是制造过程的工艺所致
,

当然也

与设备的装备水平和原材料的质量相关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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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布局

我国胶带行业 除老 的骨干企业外
,

近几年

来
,

输送带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河北省
,

V 带发展

最快的是浙江省
。

目前
,

河北省的博野和蚕县

已发展成为输送带的生产
、

经营群体
,

有大小输

送带厂 50 多家
,

综合生产能力 达 4 0 0 。 万 m
Z

左右
。

年产输送带 2 00 万 m Z 以上的企业有华

月
、

鑫源
、

享豪
、

九州
、

冀中等企业
,

该地 区 2 0 0 1

年实产输送带 2 0 0 0 万 m
Z

左右
,

约占全国总量

的 1/ 4
。

另外
,

山东充州的银河德普集团公司

也是近几年来发展最快
,

规模较大的专业输送

带企业
。

浙江省 以三力士橡胶 有限公 司为龙

头
,

以天 台县 和三 门县为基地
,

形成了我 国 V

带生产最集 中
,

生产规模最大 的地 区
,

年产 V

带可达 2
.

5 亿 A m
,

约 占全 国总量的 1 / 3
。

同

时
,

V 带的出 口也居全国第一
。

V 带产品居全

国第二的是 以尉氏橡胶 厂为龙头 的河南省
,

估

计全省年产量可达 1
.

5亿 A 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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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 品价格及企业效益

由于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
,

供需 比

例严重失调
,

产 品出 口极 少
,

企业竟 争非常激

烈
,

相互压价倾销
,

产品成本几年来大大提高
,

销售价格却逐年下降
,

远低于国家规定 的 1 9 9 。

年下变价和前几年协会的协调价
。

目前各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大致如下
:

1
.

普通棉帆布胶带
:

22 一 28 元 / m
,

2
.

尼龙 ( E P )胶带
:
2 6~ 3 2元 /m

Z

3
.

钢丝绳芯胶带 ( SP 一 1以叉〕)
:

36 ~ 42 元 /耐

4
.

V 带
:
2~ 2

.

3元 / A m ; 3 ~ 3
.

4 元 / A m

近几年来
,

胶带行业 的企业效益普遍不好
。

2 0 01 年 据 55 家会 员 企业 统计
,

亏损 额 高 达

9 0 0 0 多万元
,

亏损企业 25 家
,

亏损 面 45 % 以

上
。

但合资
、

私有企业的效益好于国有企业
。

1
.

7 出口情况

20 01 年
,

我国输送带 出口 33 2 万 m
“ ,

仅 占

总产量 的 。
.

7%
。

V 带出口 41 76 万 A m
,

仅 占
权总产量的 1%

。

胶带产品的出口 量与我 国的生

产能力相比
,

很不相称
,

应对 W T O
,

必须奋力

开拓 国际市场
,

充分发挥我 国胶带加工能力庞

大 的优势
。

2 胶管行业的现状

我国胶管行业经过几 十年 的发展
,

特别近

几年来
,

通过技术
、

设备的改进
、

合资开发
,

产品

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

产品的结构 日趋合理
,

检测手段
、

标准化方面亦基本与 国际接轨
。

但

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

胶管行业 的各类产品广泛应用 于工程机

械
、

矿山
、

冶金
、

石油
、

化工
、

建筑
、

汽车
、

航空
、

航

海
、

医疗
、

农林园艺等各领域
。

满足了国计民生

的需求
,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

2
.

1 规模

我国现有胶管企业上千家
,

具有一定规模

的企业 130 多家
,

综合生产能力近 4 亿标 m
,

2 0 0 1 年实产 2
.

1 亿标 m
。

一般用途的胶管占

产量的大多数
,

有些地区
,

几乎县县乡乡都有胶

管厂
。

但高压胶管
,

特种用途的胶管
、

大口径胶

管等高档产品
,

仍集 中在大 中型骨干胶管厂和

少数合资企业生产
。

多数乡镇私有小企业
,

目

前只能生产低档次
、

普通用途的胶管
。

2
.

2 企业性质

胶管行业 的企业经济成份 与胶带行 业一

样
,

也是由国有
、

合资
、

私有多种成份组成
,

但私

有成份多于胶带行业
,

从企业数目看
,

私有企业

占多数
,

从产品的档次
、

品种
、

质量
、

出口 和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看
,

仍是 国有企业居主导
。

企

业小而散是胶管行业的结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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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产 品结构

目前
,

我国胶管的结构可分为纯胶管和增

强树脂软管两大类
。

产 品的品种有钢丝编织

管
、

钢丝缠绕管
、

纤维编织管
、

纤维缠绕管
、

针织

管
、

夹布管
、

吸排水管
、

各种油管
、

空气管
、

汽车

专用管
、

医用管等
,

完全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不

同需求
,

同时
,

也具备了出 口的基本条件
。

经过多年努力
,

我国胶管的结构 日趋合理
,

高压胶管的比例逐 年增加
,

各类胶 管逐步实现

了树脂化
、

编缠化
。

夹布胶管的比例逐年下降
,

由 2 0 世纪 70 年代前 的 90 %
,

下降到 目前的

30 %左右
。

管
、

缠绕胶管
、

小 口径化纤缠绕胶管和园艺胶管

等
。

但出口数量都很小
,

2 0 0 1 年仅出 口 1 00 万

标 m
,

占全 国胶管总产量 的 1%不到
。

胶 管的

出口潜力很大
,

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

是胶管行业

的当务之急
。

目前
,

我国生产汽车专用胶管主要企业有

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 司
、

上海华月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
、

贵州大众橡胶有限公司
、

南京

7 4 2 5 厂 (非会员企业 ) 和青岛 固特异橡胶股份

有限公司等
。

表 1 2 0 0 1年分会统计各类胶管所占总 l 的比例

品 种 分类产量 /万标 m 占总量比例 /%

夹布胶管 1 1 7 8 3 6

吸引胶管 2 99 9

钢编胶管 4 9 5 1 5

化纤缠绕管 4 8 1 1 5

其他胶管 8 0 1 2 5

据分会统计资料
,

夹布胶管 1 9 8 0 年前占总

量的 9 0%
,

1 9 9 5 年 占 6 0 %
,

2 0 0 0 年 占 4 3%
,

2 0 0 1年 占 3 6%
。

预计 2 0 0 5 年可降至 2 0吓以

下
,

届时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2
.

4 产 品质 t

我国胶管行业的产品质量与胶带一样参差

不齐
,

国有骨干企业
、

合资企业
、

少数私有企业

的产品质量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
,

但与发达

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
,

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

国有骨干企业和部分合资企业 的质量意识

比较强
,

工艺
、

技术比较规范
,

测试手段齐全
,

都

通过 15 0 9 0 0 0 认证
,

按 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组织生产
。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前两年的四次随

机抽样检查结果表明
,

钢编管合格率达 90 % 以

上
,

国有骨干企业达 98 % 以上
。

汽车专用胶管

的质量也能满足汽车制造厂的配套和维修的要

求
。

一般用途的普通胶管
,

全国到处都在生产
。

此类胶管质量监管难度大
,

市场的需求差异大
,

质量参差不齐
。

2
.

5 出口情况

我国出口 的胶 管品种主要有钢丝 编织胶

3 我国橡胶 管带产 品的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

及投资建议

3
.

1 我国橡胶管带行业的特点

1
.

企业规模小而散
,

没有实力雄厚的企业

集团
,

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2
.

综合加工能力大
,

已名列世界前茅
。

生

产能力为国内市场需求的 2~ 3 倍
,

供需 比例严

重失调
。

3
.

企业效益普遍不好
,

2 0 0 1 年是 中国橡

胶工业唯一的亏损行业
。

特别是大 中型骨干企

业连续几年没能好转
,

且有继续下 滑的势头
。

但私有企业的效益普遍较好
,

但因量小扭转不

了行业 的亏损局面
。

4
.

橡胶管带产品连续多年出口量较少
,

与

其他橡胶制品相 比
,

与管带行业 自身的加工能

力比
,

很不相称
。

至今
,

没能打造出国际知名的

品牌
。

产品冲出国门
,

尚需艰苦努力
。

5
.

近几年来
,

行业中原有国有骨干企业的

生产能力都发展较快
,

但实际产量没上去
,

市场

占有率下降
。

生产经营规模萎缩较大
。

然而
,

新生的私有企业发展很快
,

企业规模
、

产量
、

市

场的占有率均有 提高
。

且效益也好 于 国有企

业
。

6
.

我国管带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与 国际市

场的要求相比
,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

这也是 目前

我国管带产品出口量少的原因之一
。

3
.

2 发展趋势

应对 W T O
,

我国的橡胶管带行业有机遇
、

有挑战
。

今后
,

合资
、

独资企业将会不断增加
,

私有民营企业也会成批产生
,

企业的竞争将会

更加激烈
。

企业必须要有过硬 的产品质量
,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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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产品品牌
、

雄厚的企业实力
,

才能迎接新的

挑战
。

今后
,

我国的橡胶管带行业必须首先调整

企业结构
,

向集团化
、

国际化发展
,

形成有实力
、

能代表我国管带行业的企业集团
,

既能左右国

内市场形势
,

又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

在生

产技术方面要向高新技术发展
,

产品的技术含

量要高
,

产 品的价格要好
,

并要不 断开发新产

品
,

以满足国内外市场发展 的需求
。

在营销工

作 中
,

要跟上信息时代
,

向电子商务方 面发展
。

企业要提高品牌意识
,

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
,

加大投人宣传 自己 的品牌
,

打造出国内外知名

的我国橡胶管带产品的品牌
,

冲出国门
,

走向世

界
。

私有民营企业
,

通过资金的积累
,

抓紧提高

装备水平和技术水平
,

完善
、

提高产品质量
,

站

稳市场
。

千万不能再搞落后的
、

简单 的扩大再

生产
。

3
.

3 投资建议

我国橡胶管带产品的综合加工能力已名列

世界前茅
,

今后几年应在新产品的开发
,

打造国

际知名品牌
,

加强现代化 的营销 网络建设方面

下大的力气
。

国有大
、

中型骨干企业通过早期的技术改

造
,

技术和装备水平都 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
,

理应生产出高质量和 国内外市场需求的

新产品
,

但 由于技改负债累累
,

加上近几年的企

业效益不佳
,

企业资金非常困难
,

再投资一定要

慎重
。

我国输送带的生产企业在炼胶和硫化工序

方面已有多家先后引进 了国外先进设备
,

且国

产设备的水平近几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

但

成型工序普遍还是落后 的工艺
,

改造现有 的无

张力成型机或适量引进国际先进 的张力成型装

置仍有必要
。

目前我国 V 带产品 95 % 以上都是包布的
,

而国际市场需求量较大的都是无包布的切割 V

带
,

同时
,

我国飞速发展的汽车工业也需无包布

的切割 V 带
。

目前
,

我国几家生产切割 V 带的

设备运行都不理想
,

适量引进 国际先进的切割

V 带生产设备很有必要
。

胶管行业已有多家企业引进 了钢丝缠绕胶

管
、

钢丝编织胶管
、

增强树脂软管的生产线
。

汽

车专用胶管也有几家企业引进了多条生产线
。

同时
,

国产胶管设备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

今

后几年
,

重点是引进设备的消化吸收和能力 的

发挥及现有设备的改造
。

与此 同时
,

必须着力

提高生产过程的 自动化控制水平和检测技术
。

4 我国橡胶 管带产 品的市场需求预测及主要

原材料的需求且

表 2 橡胶管带产品的市场落求预测

从 理寿 布寻
“

产品

输送带

V 带

胶管

单位
数 量

2 0 0 5 年

万 m Z

万 A m

万标 m

2 0 0 1年
7 20 0

6 3 0 0 0

2 1 0 0 0

9 0 0 0

8 0 0 0 0

2 3 0 0 0

2 0 1 0 年

1 2 0 0 0

1 0 0 0 0 0

2 5 0 0 0

注
:
2。。 1 年的产量为国家统计局数据

表 3 主要原材料需求 t 预测

名 称
2 0 0 1 年
耗量

2 0 0 5 年
需求量

生胶 1 1 26 2 0 1 3 3 6 9 0 1 6 2 7 10

夭然橡胶 5 6 3 0 0 e 6 8 5 0 8 1 3 5 0

丁苯橡胶 2 9 8 3 0 3 5 4 30 4 3 1 2 0

顺丁橡胶 1 8 6 0 0 2 2 0 60 2 6 8 5 0

氛丁橡胶 3 3 8 0 40 00 4 8 8 0

氯化丁基橡胶 1 1 3 0 1 3 4 0 16 3 0

丁睛橡胶 2 2 5 0 2 6 70 3 2 5 0

乙丙橡胶 1 1 3 0 1 34 0 1 6 3 0

P V C 树脂 5 7 6 0 72 0 0 9 6 0 0

炭黑 5 4 0 3 0 6 4 18 0 7 8 1 0 0

助剂

防老剂 2 4 8 0 2 9 4 0 3 9 8 0

促进剂 19 2 0 2 2 7 0 2 7 7 0

活化剂 5 2 3 0 6 6 9 0 8 14 0

硫黄粉 2 8 2 0 3 3 5 0 4 0 7 0

阻嫩剂

氯化石腊 4 1 8 0 5 2 2 0 6 9 6 0

十澳二苯醚 13 0 0 1 6 2 0 2 16 0

三氧化二锑 6 9 0 8 6 0 1 15 0

磷酸脂 2 13 0 2 6 6 0 35 5 0

骨架材料

胶带钢丝绳 10 8 0 0 1 3 5 0 0 18 0 0 0

尼龙 ( E P )帆布 1 15 2 0 1 4 4 0 0 19 2 0 0

涤纶带芯 72 0 0 9 0 0 0 12 0 0 0

普通棉帆布 72 0 0 9 0 0 0 12 0 0 0

4兀1
.

3 钢丝 48 0 0 6 4 0 0 80 0 0

聚酷线绳 4 4 1 0 5 6 0 0 70 0 0

涤纶浸胶线 4 5 4 5 0 4 9 3 5 0 5 3 2 5 0

注
:

原材料预测依据
:

胶带
:

钢丝绳芯胶带占总量 的 20 % ; 尼龙 ( E P )胶带占总

量的 4。% ; P V C ( P v G ) 整芯带占总量 的 20 % ;
普棉带 占总量

的 2 0%
.

胶管
:

夹布胶管占总量的 25 % ;钢编胶管 2 0 0 5 年产 量为

8 0 0 万标 m
,

2 0 1 0 年产量为 1 0 0 0 万标 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