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橡第 2 3期 橡 胶 科 技 市 场
·

19

2 0 0 5年我国橡胶市场行情展望

陈克新

1需求增幅回落

目前 中国宏 观调控 正处 于 关键 时期
。

预 计

2 。。 5年还将坚持这一政 策取向
,

不会过早结束
。

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向是巩 固前期调控成果
,

防止

反弹
;

抑制经济过热
,

避免严重通货膨胀
。

同时
,

2 0 0 4 年决策部 门已经出台的一些调控措施 的效

应
.

在 2 0 0 5 年将进一步显现
。

在这个大的政策背

景之下
,

2。。 5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及 主要经济

指标
,

在 2 0 0 5 年均呈现小幅 回落态势
。

如 G D P

增长率将 由 2 。 () 4 年增 长 9 % 左 右 回落 到 8% 左

右 ; 工业产值增长率也回落 1 个百分点 ; 固定资产

投资 回落较 多
,

大约回落 10 个百分点
。

由于全球性加息及石油价格的甩生
,

2 0 0 5 年

全球经济增 长速度也会减缓
。

据有关资料
·

2 。。 5

年世界经济增长 4%左右
,

比 2。 。 4 年增速大约 回

落 1 个百分点
。

因此
,

2 0 0 5 年我国轮胎等橡胶制

品的出 口增长水平也会回调
,

无论如何
,

都难以达

到 2 0 0 4 年轮胎出 口增 长 2 5 % 左右的增幅
。

这样

一来
,

中国橡胶消费的出 口需求 也要削弱
。

受其影 响
.

2 0 0 5 年 中国橡胶 消费亦相应减

缓 预计 2 0 0 4 年全 国橡胶 消费量约为 4 10 万 t
.

比上 年增 长 1 1 %
: 2 ( )0 5 年 消 费量 在 4 10 一 组50

万 t 之间
,

增 长 9 % 左右
,

增幅 比上年大约 回落 2

个百分点
。

其 中天然 橡胶 消费水平大 约提 高 5

个 百分点
.

合成橡 胶 消费 水平大 约 回 落 7 个百

分点
。

橡胶消费构成 中
,

之所以 天然橡胶消 费水平

提高
,

而 合成橡胶 消费增幅减缓
,

主要原因在于

20 ()4 年下半年以来
,

出现 了两大类橡胶价格倒挂

的反常情况
。

预计这种局面在 2 0 0 5 年上半年难

以 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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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量仍然保持较大规模

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
,

中国仍处于经 济增

长周期
.

橡胶消费需求还处于上升期 中国的宏

观调控
,

仅是点刹车
,

治理部分行业的局部过热
,

并未全面紧缩
。

因此
,

抑止 的只是泡沫
.

橡胶消费

的坚实基础并未动摇
。

如不 出现意外
,

2() O 5 年 中

国经济仍将实现 8 % 左右的增长速度
,

汽车产销

尽管由井喷式增 长转向平稳式增 长
,

但 2 0 0 5 年汽

车产销量将达到 5 5 0 ~ 6 00 万辆
,

增长幅度还 会保

持 2 位数字
。

2 。。 5 年运输仍是
“

瓶颈
” ,

公路运输

量居高不下
。

新一年内世界经济并未衰退
,

对中

国的橡胶制 品需求 有增 无减
。

由此 可 见
,

虽 然

2 0 0 5 年消费力度减弱
,

增长 幅度 有所 回落
,

但 中

国橡胶消费的绝对量还在增
一

长
.

继续 保持较大的

规模
。

据预测
,

2 0 0 5 年 中国橡 胶 消 费量 将超 过

拍 。 万 t
.

增 长 8 % 以 仁
。

其中天 然橡胶消 费量超

过 18() 万 t
,

增长 1。 %左右 ;
合成橡胶消费量超过

2 5 0 万 t
.

增长 6 % 以上
。

3 资源供给可以充分保障

在需求增 长的拉动下
,

2 0 0 5 年
,

我 国橡胶的

新增资源仍将保持增长态势
,

可 以保障加工制造

业的消费需求
。

2 。。 5 年
,

橡胶供 给较 为充足
.

体现在 以 下 几

个方面
:

一是国内产量稳步增长
。

近年以来
,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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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价 格 坚挺 上 扬
,

刺激 了生 产者 的积 极 性
。

2 0 0 5 年
,

全国合成橡胶将有 10 万 t 以上的产能投

产
。

天然橡胶生产尽管受到 自然资源和生产周期

较长的限制
,

产量难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加
,

但可

以保持稳定态势
,

至少不会大幅下降
。

受其影响
,

2 0 0 5 年中国合成橡胶的国内产量将 达到或超过

1 55 万 t
,

比上年增长 8 %以上 ; 天然橡胶产量保持

上年 60 万 t 左右的规模
,

略有增长
。

二是进 口有增无减
。

我国是一个橡胶资源相

对贫乏的国家
,

对进 口 依赖性较大
。

2 0 0 4 年
,

中

国橡胶进 口 量将达到或接近 24 0 万 t
,

仍保持全球

最大橡胶进 口 国地位
。

预计 2 0 0 5 年这一局面不

会发生大的变化
。

2 0 0 5 年
,

我 国利用外资保持较

高水平
,

全球重要橡胶制品企业继续登陆中国大

陆
,

中国作为世界橡胶加工厂的地位进一步增强
,

来料加工
、

进料加工及补偿贸易等优惠税率进 口

仍是重要的贸易方式
,

由此带动橡胶原料的大量

进 口
。

受其影响
,

2 0 0 5 年中国各类橡胶 的进 口总

量有增无减
,

不会少于上年规模
。

三是库存 增多
。

2。。 4 年
,

受 到多种 因素影

响
,

全国一些橡胶 品种 的社会库存 出现增多
。

如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天然橡胶库存从数万吨增加到

20 多万吨
。

这 些新增加 的库存可以转 为新一年

的资源供给
。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测算
,

2 0 0 5 年我 国橡

胶的资源可供量将达到或超过 45 。 万 t
,

可以满足

同期的消费需求
。

尽管受到运输
“
瓶颈

”
制约及其

它因素的影响
,

可能会有暂时性
、

局部性的供求失

衡
,

但不会 出现全局性的
、

持久性的供应紧张
。

由此可见
,

如不出现意外情况
,

20 05 年 国内

橡胶市场
,

包括天然橡胶市场呈现供应略大于需

求 的状况
,

供求关系较为宽松
,

拉动价格进一步上

涨的空间不大
。

胎等工业产品的产量将进一步增加
,

人 均消费水

平又有新 的提高
;
同时 印度等人 口大 国的消费量

也在增加 ; 美 国
、

日本
、

欧盟发达 国家经济复苏加

快
,

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多
。

受其影响
,

全球企业争

夺原材料如矿石
、

橡胶
、

石油 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

从长远来看
,

上述资源将呈现货紧价杨局面
。

如

2 0 0 4 年下半年
,

原油期货价格 突破 了每桶 50 美

元的价位
,

直逼 60 美元关 口
,

即使今后价格 回落
,

也将在 40 美元以上
。

原油价格居高不下
,

直接抬

高了合成橡胶的生产成本
。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下

半年合成橡胶价格强劲上涨
,

并 出现 了两大类橡

胶价格倒挂 的重要原 因
。

合成橡胶 生产成本增

加
,

价格不断攀升
,

也从另一方面有力地支撑 了天

然橡胶价格
,

成为其价格止跌 反弹的基础
。

其次

是能源
、

物流价格坚挺
。

虽然天然橡胶不直接使

用原油作为生产原料
,

但天然橡胶在生产过程中
,

也要消耗一定的电力等能源
。

煤炭
、

燃油
、

天然气

等价格的上涨
,

必然刺激电力价格上涨
,

物流运输

费用的增加
,

使得天然橡胶生产流通成本 的增加

较为明显
,

从而对整体橡胶价格起 到极大 的支撑

作用
。

金融机构调整存贷款利率后
,

利息等费用

的增加
,

也提高了生产和流通成本
。

由此可见
,

尽管新一年 国内橡胶市场供求关

系较为宽松
,

拉动价格进一步上涨 的空间不是很

大
,

但直接和间接成本的提高
,

使得其价格亦难以

深幅跌落
。

受其影响
,

2 0 0 5 年我 国橡胶行情将进

入高位基础上的相对平稳运行周期
,

波动幅度
、

波

动次数都较上年 明显减少和减弱
。

4 生产成本强力支撑
,

价格亦难以深幅跌落

虽然 2 0 0 5 年国内橡胶市场供求关系较为宽

松
,

拉动价格进一步上涨 的空间不大
,

但是
,

由于

受到生产成本的支撑
,

市场价格亦难 以深幅跌落
。

进人相对高位运行
,

将成为 2 0 0 5 年橡胶市场形势

的另一重要特点
。

生产成本的居高不下
,

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

首先是国内外 原材料货 紧价扬
。

2 0 0 5 年 我国轮

5 橡胶的低价时代 已经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
,

橡胶等原材料市场价格 的相

对高位运行态势
,

不仅在 2 0 0 5 年保持
,

而且在今

后一段时期内都会存在
。

橡胶等原材料价格何以居高不下 ? 重要原因

还是世界范围内供求关系已经发生 了重大变化
。

在全球工业化的起步时期
,

工业化 主要发生在英

国
、

德国
、

法 国
、

美 国
、

日本等少数 国家
,

人 口 不超

过 10 个亿
。

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能够以较低的

价格满足其需求
。

进人本世纪后
,

随着 中 国
、

印

度
、

东盟等人 口较多的国家开始逐步工业化
,

汽车

工业的更大发展和公路运输里程的急剧增加
,

对

于石油
、

橡胶等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
,

明显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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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要建立在 自然资源基础上 的供应能力
,

由此

决定 了原油等初级产品持续性货紧价扬
。

随着全

球经济增长对原材料消费量 的不断增加
,

世界初

级产 品的供应还会进一步的紧张
。

我国是一个 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

无论

是天然橡胶
、

合成 橡胶
,

还是原油等
,

对进 口 的依

赖程度都很高
,

国内产品需求 的三分之一
,

甚至一

半 以上要依赖进口
。

近年来 中国从国际市场大量

进 口 天然橡胶
、

合成橡胶
、

石油等
,

其中许多产 品

的进 口量已经 占到世 界首位
,

或者是 占据了重要

地位
。

如 2 0 0 3 年 中国新增原油进 口 已 占世界新

增产量的 35
.

5%
,

2 0 0 4 年一季度又上 升到 55 洲
。

而且这与工业加工品不同
,

受 自然资源约束较大
,

不是简单通过扩大生产能力就能够解决的
。

由此可见
,

以 2 0 0 4 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突破

每桶 50 美元为标志
,

从 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来

看
,

橡胶等原材料的低价时代已 经结束
。

无论是

国内市场
,

还是国际市场
,

我们面临的都将是一个

初级产品货紧价扬的局面
,

今后获取原材料会越

来越困难
,

资源短缺将成为 目前及今后 困扰 中国

经济增长的最大
“

瓶颈
” 。

对此
,

我们要有长期的

思想准备和对应措施
。

供应减少引发胶价走高

合成橡胶价高物稀支撑天然橡胶价格

—
1 0 月天然橡胶市场月报

王伟波

(金鹏期货公司
,

上海 2 0 0 0 0 1 )

10 月份
,

国际国内天然橡胶市场呈现稳步走

高的态势
,

在平稳度过 7一 9 月份供给压力高峰期

之后
,

国内主流胶种标准五号胶价格探明低点 每

吨 1 2 0 0 0 元后
,

在需求 的回升作用推动下稳步走

高
,

由于上海期货交易所 天然橡胶期货受庞大库

存作用的压制
,

市场资金参与热情不高
,

明显缺乏

足够的流动性
。

由于期货市场交易相对清淡
,

因

此对于本月观察国内海南
、

云南两大主产 区的现

货成交情况
,

对判断后市行情 更具有代表性
。

本

月国际市场
,

在进人产胶高峰期之后逐步进入平

稳时期
,

胶 价受气候 因素的影响出现一定规模的

减产
,

胶价呈现稳步小幅走高的态势
。

1 国内期货市场

尽管受 R U 40 7 合约巨量交割的影响
,

上期所

天胶期货交易近期 内相对清淡
,

但市场 的交易却

依然持续进行
,

本月交投的焦点主要在 即将进人

交割月的 R U 4 x l 合 约与远期 R U 5 o l
、

R U 5 o 3 合

约的走 势 上
。

10 月 15 日 R U 4 10 合约 以 每 吨

1 2 52 0 元步入交割月
,

与海南
、

云 南农垦 电子商务

中心市场标准五号胶报价大体相当
,

未平仓合约

仅为 1 0 7 2 手
,

实现 2 6 8 O t 的交割量
。

由于 R U 4 1 1

合约是 2 0 0 4 年最后一只合约
,

因此鉴于去年囤积

于交易所交割仓库中的陈胶
,

R U 41 1 合约是最后

一只可在期货市场完成转抛的合 约
,

因此本月受

国内产区现货交割 的牵制较为 明显
,

与现货价格

基本形成联动
。

远期合约走势则表现 出明显的强势
,

尽管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