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资炭黑企业在中国

郭隽奎

　　自 1988年至今 ,世界炭黑排行榜中的前 8家

知名企业中 ,先后已有 4家跨国公司以独资或合

资方式 ,在我国投资设厂。这 4 家跨国公司是美

国卡博特 、德国德固赛 、印度伯拉集团和日本东海

炭株式会社。到 2006年底 ,这些公司在华的炭黑

生产能力 ,加上我国台湾中国合成橡胶公司在大

陆的工厂的产能 ,合计会接近 55.0万 t;2005年 ,

这几家企业在华工厂的炭黑产量已占我国总产量

的 1/4左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哥伦比亚

化学公司和日本旭炭黑株式会社为了在华投资炭

黑项目 ,也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和考察工作 。据

说 ,印度菲利普炭黑公司 ,也有在我国投资建厂的

意向 。另外 ,印度赛卡公司与内蒙古鄂尔多斯亚

鑫化工公司将合资建设乙炔炭黑工厂。

1 美国卡博特公司

具有 120年历史的美国卡博特公司 ,是一家

专业生产特殊化工产品和特种化工材料的全球性

企业 ,在世界五大洲 23个国家有 39家生产工厂 ,

其经营范围包括炭黑 、气相白炭黑 、喷墨打印机着

色剂 、电容器用钽粉材料和甲酸铯钻井液等 。全

球雇员约 4200多名 ,在美国和其它地区有多个研

究中心及实验工厂 ,其生产技术 、产品品种和质量

均居世界领先水平。卡博特公司 2003年的销售

额约为 18亿美元 ,在美国公司年度销售额排行榜

中名列第 797 位;但是 ,在由 CIO 杂志评出的美

国“前 100家企业”中 ,卡博特却因为在公司整合

和系统规范化方面表现突出而入选 。卡博特公司

十分注重技术开发的资金投入 ,据《福布斯》杂志

报道 , 卡博特 2000 年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为

4300万美元 , 2001 年增至 5900万美元 ,而 2002

年高达 8300万美元 ,相当于税前所得的 31%。

卡博特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炭黑生产商。它在

18个国家拥有 25家炭黑工厂 ,年总产能约为 208

万 t ,占全球总产量的 21.8%,位居世界首位 。它

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炭黑企业 。卡博特公司

在 1988年与上海焦化公司共同组建上海卡博特

化工公司 。到目前为止 ,该公司在中国累计投资

已超过 1.5 亿美元 ,年产能达 13 万 t。2000 ～

2004年的炭黑产量为:2000年 6.72万 t ,2001年

7.01万 t ,2002年 8.65万 t ,2003年 8.72万 t ,而

2004年为 13.21万 t。2004 年底 ,卡博特宣布在

中国天津新建生产基地 ,生产橡胶用炭黑和特种

炭黑 。据卡博特公司的规划 ,到 2006年中国工厂

的产能将达到 25万 t;到2010年它在中国的炭黑

产能将达到 35万 t以上 ,力图全面覆盖中国高端

炭黑市场 。

另外 ,在 2005年初 ,卡博特公司与中国蓝星

集团公司签署了合资协议 ,双方在江西九江共同

建设一座年产 5000t的气相白炭黑工厂。

1.1 上海卡博特年产能 13万 t

上海卡博特化工公司 ,经过三期建设工程 ,

2004年初的产能已达到 13 万 t。该公司的一期

工程 ,投资 2900 万美元 ,双方各出资 50%,建设

年产 2.8万 t硬质炭黑生产装置 ,于 1992年建成

投产 。这条 2.8 万 t硬质生产线 ,在实施二期工

程时又经过技术改造 ,目前产能已接近 4万 t 。一

期项目投产后 ,由于在中国市场的经营和销售需

要一段磨合期 ,该公司连续三年未曾赢利 ,但该公

司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始终充满信心 。1995

年 ,卡博特公司和中方合作伙伴决定新增投资

3500万美元 ,建设二期工程。双方的投资比例为

美方 70%,中方 30%。该公司在 1998年完成二

期扩产工程 ,增加产能 4万 t ,建设一条软质炭黑

生产线。这时 ,该企业已由卡博特公司控股 ,拥有

70%的股权。鉴于中国汽车和轮胎工业的快速发

展 ,2003年初 ,该公司又投资 2500 万美元 ,开始

三期扩产工程 ,增加产能 5 万 t ,建设一条硬质炭

·9·2006年第 8期　　　　　　　　　橡　　胶　　科　　技　　市　　场　　　　　　



黑生产线 ,投资比例仍为美方 70%,中方 30%。

该工程已于 2004年初竣工投产 ,使上海卡博特的

总生产能力达到 13万 t 。经过三期工程之后 ,上

海卡博特厂区内预留的建设用地已经用尽 ,产能

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

值得一提的是 ,因地缘优势 ,它的炭黑尾气直

接销售给焦化公司 ,用于焦炉燃料 ,不但节省了焦

炉加热的能源 ,而且提高了尾气利用的价值 。这

种尾气利用方式 ,节省了发电装置的投资和运行

费用 ,要比尾气电热共生方式的经济效益更好 。

1.2 天津卡博特于 2006年 3月投产运行

卡博特化工(天津)公司的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为 1.5亿美元 ,占地 40万 m
2
,分两期工程建成。

一期工程建设两条生产线 ,年产量约为 11.0万 t ,

占地 20万 m 2 。一期工程将再细分为两个阶段实

施。第一阶段 ,投资 2800万美元 ,建设一条年产

6.1万 t的橡胶用软质炭黑生产线 ,于 2006 年 3

月投产运行。这条生产线将是世界上单炉生产能

力最大的生产线 。卡博特公司和上海焦化公司正

在向天津市政府提出申请 ,对该一期工程的第二

阶段新增加 5万 t额定年生产能力的计划予以审

批。如果当地政府批准的话 ,一期工程的第二阶

段新增生产能力 ,可能要在 2006年底完成。

2005年 7月 ,卡博特(中国)投资公司和上海

焦化公司共同宣布 ,在天津开发区组建卡博特高

性能材料(天津)公司 。这是卡博特公司继在天津

建设最大的橡胶用炭黑生产基地之后的又一大型

项目 。该生产线建成后 ,将是卡博特公司在亚太

地区最大的特种炭黑生产线。据介绍 ,卡博特高

性能材料(天津)公司的一期工程 ,计划投资近

3000万美元 ,将采用美国卡博特公司的特种炭黑

生产技术 ,在天津开发区化学工业园内建设一条

生产能力为 2 万 t 的特种炭黑生产线 ,计划于

2006年 8月建成投产 。

天津工厂的原料以进口 FCC 油为主 ,国内油

料为辅。利用天津港的地缘优势和码头的油料装

卸和储运设施 ,进口炭黑油料。由于 FCC 油的含

硫量较高 ,所以该公司将世界上最先进的高新脱

硫技术 ,应用到天津工厂之中。尾气用作锅炉燃

料产生高压蒸汽 ,除自身使用之外 ,也出售给开发

区 ,替代区内企业所需的部分能源 。此外 ,该公司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还将采用雨水收集和再利用

设施 ,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

按照卡博特的计划 ,到 2010 年 ,天津工厂

的年产能力将超过 20 万 t 。届时 ,天津工厂将

成为全球技术最先进 、生产规模最大的炭黑生

产基地 。

1.3 投资焦油加工业　直接为炭黑提供原料

优质炭黑油的资源短缺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卡

博特公司 。随着上海工厂产能的扩大和天津工厂

的兴建 ,卡博特力图投资煤焦油加工业 ,直接为炭

黑产业提供油源。卡博特公司仍和上海焦化公司

联手 ,与河南金马焦化公司合资建造国内大型的

煤焦油加工基地。三方决定共同投资 3.8亿元人

民币 ,组建博海化工有限公司。河南博海化工公

司将以河南金马焦化公司为依托 ,以粗焦油为原

料 ,进行焦油深加工 ,所产的炭黑油和蒽油供给卡

博特公司的炭黑企业 。2005年初 ,该项目已在河

南省济源市破土动工。当该工程投产后 ,可每年

加工 30万 t粗煤焦油 ,可分馏出 7 ～ 8万 t蒽油和

其它 18种化工产品 。

河南金马焦化公司是生产焦炭的大型炼焦企

业 ,现年产焦炭能力为 100万 t 、粗焦油 5 万 t 、粗

苯 1.5 万 t 、硫酸铵 1万 t ,日产煤气 106万 m3 。

目前 ,另一条年产焦炭 100 万 t的装置正在建设

之中 。金马焦化公司一直没有焦油深加工装置 ,

粗焦油在回收之后就直接作为燃料出售了。博海

化工公司建成后 ,可就地对金马焦化公司的焦油

进行深加工。

1.4 在上海成立卡博特(中国)投资公司

2004年 2月 4日 ,卡博特公司经中国商务部

批准 ,在上海成立卡博特(中国)投资公司 。该投

资公司全面负责 、统一管理卡博特在中国的各项

投资 、协调各项业务发展和资源配置。卡博特(中

国)投资公司的成立 ,标志着它为在华业务的发展

迈出了重要一步。

1.5 在上海建立应用研发实验室

2004年中期 ,卡博特(中国)投资公司在上海

建立了“卡博特应用研发实验室” 。这是为亚太地

区市场提供完整服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将使卡

博特公司能够更好地为中国客户提供本地化的研

发 、应用研究 、技术服务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服

务。现已建成高度现代化的实验室 、应用技术培

训和客户技术服务等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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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德固赛集团

德固赛是一家生产多种化学品的综合性跨国

集团公司 ,年销售额大约在 120亿欧元 ,在世界化

工跨国公司中排名第 9位 。德固赛的高级填料和

颜料分公司生产和经营炭黑 、白炭黑和硅烷等。

它在全球拥有 19家炭黑工厂 ,合计产能约为 145

万 t ,占世界总产能的 17.5%,是世界第二大跨国

炭黑公司 。

该公司从 1988年起 ,就开始在中国生产特种

化学品。至今 ,德固赛在中国已有 15个子公司 ,

生产基地分别设在北京、广州 、南宁 、青岛 、上海和

香港等地 。产品种类繁多 ,其中包括炭黑 、氨基

酸 、聚氨酯泡沫添加剂 、高效水处理化学品 、化学

建材以及用于塑料聚合反应的引发剂等 ,客户遍

及中国和亚洲 。德固赛在中国已有 1000多名员

工。2004年度 ,德固赛集团在中国的销售总额约

为 3亿欧元。

德固赛公司也十分注重技术开发的资金投

入 ,前几年宣布了一项为期 3年耗资 1000万美元

的研究计划 ,开发包括炭黑在内的纳米粒子填料。

据称 ,这一研究计划又得到了德国研究协会的额

外资助 ,已有 7所大学参与这项研究开发工作 。

2.1 青岛德固赛现有产能 5万 t

1993年 ,德国德固赛公司和青岛振亚炭黑公

司各持股 45%,德国国家投资开发公司(DEG)持

股 10%,合资组建了青岛德固赛化学公司。后

来 ,德固赛增资至 52%,青岛振亚减至 38%。建

立合资企业之后 ,经过技术改造 ,现有 3 条生产

线。包括一条年产能为1万 t的干法造粒硬质炭黑

线 ,以及 2万 t的软质和硬质炭黑生产线各一条。

青岛德固赛化学公司自 1992年投产以后 ,由

于种种原因 ,经营效益一直不好 ,连续 9年亏损 ,

直到 2003年才开始赢利。目前 ,该公司运转正

常 ,产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000 ～ 2004 年的炭

黑产量统计为:2000年 4.17万 t ,2001年 2.83万

t , 2002年 2.76万 t ,2003年 4.16万 t , 2004 年产

量为 4.90万 t 。该公司现有职工 260人 ,年平均

销售额约 2.5亿元人民币 。

该公司的炭黑尾气用作锅炉燃料 ,将其转化

为蒸汽和电能 。该公司建有 4500kW 的自备电

厂 ,所发的电力不仅能满足生产使用 ,并且还可以

向公共电网供电 。

2.2 追加投资扩大青岛产能 5万 t

2003 年以前 ,由于德固赛青岛工厂一直亏

损 ,在某种程度上势必放慢了再投资扩大产能的

步伐 。近年 ,青岛工厂已扭亏为盈 ,德固赛开始加

大力度占领中国市场 。在 2004年初 ,它曾宣布在

青岛工厂增加 2万 t产能 ,并计划在 2004年底建

成投产。但是 , 这项计划一直没有动工实施。

2005年初 ,它宣布在青岛追加投资扩大产能 ,再

建一条 2万 t的炭黑生产线 。就在宣布建设第三

条炭黑生产线之后不久 ,该公司又宣布在青岛建

第四条生产线 ,以确保在中国的生产能力达到 10

万 t 。至于这两条新线的投资规模和投产日期 ,

均没有向公众披露。

2.3 在上海建立德固赛研发中心

作为特种化工企业 ,创新精神与市场定向的

紧密结合 ,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2003年

1月 ,德固赛研发中心在上海破土动工。这个研

发中心将使该公司的业务部门能够在当地开发特

殊产品 ,以便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

该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1000万欧元 ,已于 2004年

中期投入使用 。研发中心中有 60名中外科学家

在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 ,进行产品开发工作。

德固赛研发中心还通过与国内外高等院校 ,

科研机构 ,客座教授基金会的合作 ,不断加强自身

的技术开发能力。目前 ,它已经和吉林大学合作 ,

共同开展有关聚合物添加剂的研究 。

2.4 在北京组建德固赛(中国)投资公司

为开展在中国的业务 ,德固赛集团早在 2002

年 11月就在北京成立了投资性公司———德固赛

(中国)投资公司。这个公司将作为德固赛集团在

中国开展业务的最高级组织 ,统一和进一步拓展

在中国地区的业务活动 ,通过结构精练的服务平

台向德固赛各业务部门提供适合中国业务环境的

有力支持 。德固赛(中国)投资公司将不仅与中国

伙伴合作 ,而且与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共同开发一

系列新的投资项目。2003年初 ,该公司开始规划

“德固赛多元生产基地”发展方案 。从战略上讲 ,

通过这个发展规划 ,可以为德固赛集团各个业务

部门在中国建立生产设施提供支持和帮助。

3 印度博拉集团

3.1 博拉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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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博拉集团是世界主要炭黑生产商之一。

目前 ,该集团拥有 5家炭黑工厂 ,分别设在泰国 、

印度(2家)、埃及和中国。目前 ,博拉集团的炭黑

生产能力位于世界第 5位 。随着全球炭黑需求的

增长 ,特别是亚洲需求的急剧增长 ,该集团近两年

来一直在加紧扩大产能。据国际 CTC咨询公司

报道 ,2005年博拉集团在印度 、泰国 、埃及和中国

的炭黑生产能力总计已达到 63万 t ,与我国台湾

中橡公司的产能相接近。

博拉集团单一工厂的产能已经赶上美国的卡

博特公司 ,它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炭黑公司扩建工

程已经完成 ,炭黑生产能力达到16万 t ,成为世界

单一地点产能最大的炭黑工厂 。亚历山大炭黑公

司成立于 1994年 ,位于亚历山大附近的阿姆雷亚

(Amreya)。该公司在运营初期曾与美国大陆炭

公司合作 。该集团在印度的炭黑生产 ,主要是在

北方邦的雷诺柯特(Renukoot)和秦奈(Chen-

nai.)附近的古米迪潘第(G ummidipoondi)工厂。

泰国的工厂位于安松(Ang thong)。

博拉集团根据各炭黑子公司的地理位置 ,重

新划分了业务范围。印度高技术炭黑公司主要供

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市场。泰炭黑公司主要供

应亚洲市场。亚历山大炭黑公司将负责美国和西

欧市场。该集团也统一了产品包装标识 ,各公司

的产品均以“Birla Carbon”的商标销往世界各地 。

3.2 辽宁博拉公司产能 5.2万 t

该集团现已收购了中国辽宁的一家工厂 ,成

立了辽宁博拉炭黑公司 ,并力图在华寻求其他的

投资机会。辽宁博拉炭黑公司位于辽宁省大石

桥 ,于 2003 年 4月建厂 ,总投资 3亿元人民币。

目前 ,该公司有 3 条炭黑生产线 ,总生产能力为

5.2万 t 。其中 ,一条软质生产线能力 1.6万 t;两

条硬质生产线 ,合计能力为3.6万 t 。按照该企业

的规划 ,到 2010年 ,中国工厂的产能将达到 10万

t。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 ,该公司的产品以外销日

本和韩国为主。

4 日本东海炭株式会社

4.1 东海炭概况

日本东海炭株式会社 ,原名为东海电极株式

会社 ,成立于 1918年 ,主要产品有炭黑 、人造石墨

电极 、炭素摩擦材料以及烧结防磨材料等。。从

1941年开始 , 该公司在九州的若松工厂生产炭

黑。它的炭素及炭黑产品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在

30%以上 。从 1975年起 ,它把炭黑作为公司的核

心产业 ,故改用现名 。1960 年 ,它曾与美国卡博

特公司签订了 10年的技术协议 , 1971 年协议终

止。目前 ,东海炭在日本 、泰国和中国设有工厂 ,

2005年的生产能力为 30.2万 t。其中 ,日本有 3

家工厂 ,产能为 21.6 万 t;泰国有一家工厂 ,产能

8.6万 t 。中国的工厂设在天津 ,产能 4万 t。

近年来 ,东海炭一直积极构筑日本本土及海

外的炭黑生产基地。2001年底 ,东海炭决定关闭

若松工厂一条年产 1.8万 t的生产线 。2002年 6

月 ,在取得了泰国的泰炭黑制品公司(TCP)的经

营权之后 ,立即着手以削除瓶颈的方式扩大产能 ,

把目标瞄准持续高速成长的亚洲市场。

由于日本轮胎市场的需求不旺 ,炭黑产销量

一直徘徊不前 ,炭黑企业的经营效益惨淡 。另一

方面 ,考虑到未来的经营环境 ,日本不得不面对国

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舶来品的强烈冲击 ,所以东

海炭和三菱化学两家公司计划联手合作 ,组建合

资公司 ,大举进入活跃的亚洲市场 ,特别是增长中

的中国市场。2004年 7月 ,东海炭与三菱化学公

司达成一项合作协议 ,双方商讨了炭黑业务合并

的细节。这项炭黑业务合作协议的要点是:(1)双

方共同出资组建一家新公司;(2)三菱化学公司将

把它的炭黑业务 ,包括 SBR炭黑母炼胶业务转移

到这家新的合资公司之中。新公司的出资比例

为 ,东海炭公司 60%,三菱化学公司 40%;工厂将

设在三菱化学公司现有的黑崎和四日市原址 。

但是 ,日本公平贸易局认为 ,这两家炭黑业务

的合并有悖于日本的反垄断法 ,而未予批准 。如

果这两家公司联合 ,其炭黑销售量将占日本轮胎

用炭黑市场的 45%和一般工业橡胶制品用炭黑

市场的 40%。也因此可能会完全限制了日本国

内炭黑市场的自由竞争。

4.2 东海炭天津工厂装置能力 4万 t

日本东海炭黑公司与日本住友商事会社共同

出资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学工业园建立一

家炭黑企业。这是继美国卡博特、德国德固赛 、印

度博拉集团和我国台湾中橡之后 ,第 5 家进入中

国大陆的国际炭黑资本。这家外资企业名为东海

炭素(天津)有限公司。工厂占地 15万 m
2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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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约为 5700万美元 ,东海炭黑出资 80%,住友

商事出资 20%。一期工程将建两条生产线 ,装置

生产能力合计 4万 t ,软质炭黑和硬质炭黑的产能

各占一半 。已于 2006年 3月建成投产。根据市

场需求 ,公司计划最终扩建到 10万 t。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 ,炭黑需求量

以高于 15%的速率增长。从 2001年起 ,中国的

炭黑市场规模已经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炭

黑消费国。由于炭黑的物流成本和分销费用较

高 ,在用户附近建立生产基地成本将大大降低 ,再

加上中国的炭黑原料也比较容易获得 。因此 ,日

本东海炭公司认为 ,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完全能

满足在其海外建厂的要求 。

东海炭素天津公司的目标客户主要是日本和

欧美的轮胎生产商 ,以及日本的汽车用橡胶配件

制造商 ,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炭黑。这与东海炭黑

公司在日本的客户群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此外 ,天

津工厂也准备生产非橡胶用炭黑 ,诸如油墨用炭黑

等品种 ,这要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情况而定。

5 印度赛卡公司

总投资额为 210 万美元的中印合资年产

5000t乙炔炭黑项目 ,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签约 。据悉 ,这家合资企业名为“赛卡(中国)金亿

碳素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它是由印度赛卡炭素制

品公司与鄂尔多斯亚鑫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的 。印度方面投资 135.2 万美元 ,占总投资额

的 65%。而该项目的其他细节没有透露。

黄海橡胶专利项目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日前 ,由黄海橡胶集团工程技术人员独立设

计的“轮胎硫化热水循环装置” 专利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权。

此项专利是该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在对动力系

统长期观察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循环回水的富余

能力能够满足充压水的工艺要求而自行设计的。

改造中 ,技术人员用现有的管路和控制装置将循

环回水进行压力调节控制后 ,引入充压管路用作

充压水 ,从而不但保证循环水压力的稳定和充压

水的工艺要求 ,同时 ,在改造实施后 ,节能效果显

著:日节电达 2160kWh ,每年可降低综合成本 38

万余元。据介绍 ,该专利项目还有较大的市场推

广价值 , 若能有效推广 ,每年可为社会创效益

1000万元 、为企业创收 200万元以上 。 吕晓梅　

吉化丁苯橡胶 1502新技术通过验收

由吉林石化公司研究院与有机合成厂共同协

作开发的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新成

果———高转化率丁苯橡胶 1502新技术 ,最近正式

通过专家验收。

该项成果通过调整工艺配方 ,将丁苯橡胶聚

合转化率由原有的 62%提高到 70%,达到了国内

先进水平 。专家认为 ,该技术有效地控制了胶乳

稳定性和体系粘度 ,小试产品各项指标达到了国

家标准 ,易于实现产业化 。现已制定出产业化实

施方案 ,并通过公司技术发展处组织的专家论证 ,

具备了产业化条件。

该项新技术应用于年产 5万 t的丁苯橡胶新

生产线 ,可提高装置生产能力 ,降低单体的回收能

耗 ,减少废水处理量 。实现工业化后 ,不仅可提高

丁苯橡胶的产量 ,还将极大地增强市场占有率和

产品竞争能力 。 姚　琳　

变频自动恒压节能供水系统问世

双星轮胎总公司斜交胎一厂针对动力站供水

压力不稳及两台超级“电耗子”展开攻关 ,取得可

喜硕果。通过改造 ,实现了变频自动恒压节能供

水 ,年可节约电费近 20万元 。以前 ,该厂成型车

间动力站水泵房两台水泵同时运行供水 ,不但供

水压力和供水量无法设定 ,而且造成了水和电力

的巨大浪费。2006 年以前该动力站水泵房平均

每天耗电 1200kWh 。现通过该厂设备管理人员

的精心研究攻关 ,加装变频控制系统 ,真正实现了

任意设定供水压力 ,自动恒压供水 ,提高了供水的

灵活性和供水质量 ,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 。

该项目投入运行以来 ,通过实际运行 ,平均每

天耗电 400kWh , 同比每天平均可节约用电

800kWh 左右。 刘长仁　刘相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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