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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翻胎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翻胎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 ,我国轮胎特别是全钢子午线轮胎大量

投放市场 ,2005 年轮胎总量为 17000 万条(2005

年轮胎总产量达 26000 万条减去出口 9000 万

条),其中全钢子午线轮胎达 2000万条以上。据

业内人士预测:2010 年 , 我国汽车保有量将比

2005年翻一番 ,达到 6200万辆 ,而轮胎总产量将

达到 32140万条 ,其中全钢子午线轮胎产量将达

4830万条。这为翻新轮胎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

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 ,有关发展循环

经济 、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一节特别提到要抓好废

旧轮胎回收利用 ,2004年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税

务总局印发的《资源综合利用目录》将旧轮胎翻新

也纳入其中 ,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这给翻胎业的

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

翻胎行业基本上完成了改制工作 ,绝大部分

翻胎企业转为股份制或私有化 ,少数国有企业也

采取租赁 、承包的方式 ,完成公司的改组 。大部分

企业有了赢利 ,进行了不同的技术改造和优化组

合 ,轮胎翻新量有所增加 。2005年完成了“十五”

规划中年翻 792 万条的要求 , 轮胎翻新量约为

800万条 。预测到 2010年 ,翻新轮胎量可望达到

1500万条以上 ,其中用预硫化胎面翻新的轮胎可

达到 600万条。

1.2 近年可翻新的胎源相对紧缺

我国翻胎业自 2002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 ,

外商 、港澳台商 、国内民间资本 、轮胎业及农民纷

纷投资 ,无序地大量新建翻胎厂 ,估计已逾上千

家。这一数字难以考证 ,因为不少“套顶胎”的翻

胎厂根本不在工商部门登记。近几年 ,翻胎能力

每年递增约 200 万条以上 ,特别是从山东到广东

(不包括广西)沿海的一些省 、市(如上海市)翻胎

企业及翻胎量剧增 ,如广东省 1995年翻胎量不过

24万条 ,2005年翻胎量已接近 200万条 ,2001年

全国翻胎能力约为 1000万条 ,而到 2005年翻胎

能力估计已超过 1800万条 ,产能严重过剩。而我

国 2001 ～ 2005年轮胎产量扣除出口 ,每年平均增

加近 2000万条 ,由于新胎产量与翻新量相比 ,翻

新胎量只有新胎的 4.7%,按此比例计 ,每年可翻

胎体增加不到 100万条 ,因此翻新轮胎量虽每年

增加 ,而可翻胎源逐年更显紧缺。随着道路交通

管理改进 ,超载被进一步扼制 ,全钢子午线轮胎投

放市场量增加 ,人们的节约 、环保意识及措施的到

位 ,可翻新的胎体增速及比例有望提高 ,但旧轮胎

的收集是一个较复杂及麻烦的问题 ,至今还没有

很好的解决 ,希望及早协调解决。

1.3 采用预硫化胎面翻新轮胎的企业急剧增加 ,

预硫化胎面供应比较紧张

由于采用预硫化胎面翻新子午线轮胎工艺较

简单 ,投资较少 ,翻新胎的里程高于模型法 ,因此

得到了高速发展 。到 2005年国内已投入的生产

线估计不下 200 条 ,采用预硫化胎面翻新能力约

为 800 万条 ,但实际用预硫化胎面翻新的翻新量

估计在 150万条左右 ,不少省区翻新胎的数量只

有生产能力的 15%,主要是因为胎源质量及数量

不足 。所需的预硫化胎面一部分依赖进口 ,如

2005年进口 2200t;一部分由台港及外商在大陆

建厂生产 ,估计年产量 5000t(约 50万条),国内

产品供应量约为 8000t(约 80万条)。国产的预

硫化胎面由于炼胶设备配置及配方及使用的原

材料等问题 ,价格上不去 ,部分是技术原因 ,部

分是市场低价竞争造成的 ,如国产的预硫化胎

面售价在每千克 17 元左右 ,而美国奔达可公司

的预硫化胎面每千克则要 28 ～ 30 元 ,近年市场

预硫化胎面供应较紧张 ,这为建立预硫化胎面

生产厂 ,特别是具有高性价比的新型预硫化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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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提供了空间 。

预硫化胎面翻新法国内所需的包封套有两

种结构 ,一种为切割内胎式 ,另一种断面为汽车

外胎式并可配以内包封套 , 采取注模法生产 。

目前一些翻胎厂购买汽车内胎来代用 ,有的厂

则通过代理商从意大利及美国采购。过去上海

有的厂曾生产过切割内胎式的包封套 ,由于质

量不太好及难与丁基橡胶内胎(废次品)竞争而

停产 。组织生产新型的内 、外包封套由于投资

大 ,有一定的难度 ,且国内市场有限 , 一时难以

具备建厂条件 。

1.4 胎源供应情况不理想

1.目前旧轮胎的收集几乎全靠民间自发进

行 ,绝大多数为个体经营 ,国家财税部门 1997年

发过减税的文件(先征后返还 70%),民间自发进

行旧轮胎收集的弊端是收集面有限 ,特别是经济

欠发达区域 ,经营不规范 ,购旧轮胎也无发票 ,这

给翻胎厂扣减税带来困难 ,更严重的是 ,一些收购

商见轮胎翻新有利可图 ,不顾自身条件也办起了

“轮胎翻旧厂” ———套顶胎 ,即用质量较好的甲胎

体及胎面较好的乙胎体经割取 ,取下的胎面粘贴

于甲胎体上再硫化成一条套顶胎。本来可翻的两

条胎体也只剩一条了 ,可翻胎的胎体大量流失。

据报导 ,仅浙江省就有 2万人在从事此项生意 ,足

迹遍及全国各省及大中城市郊区。而翻胎后套顶

胎不经过任何检验就卖给了运输个体户 。两条只

用 100多元的购入的旧胎几小时后就卖到 600 ～

700元。这种轮胎很可能在使用中出问题 ,甚至

在充气时就爆炸导致人身事故也是时有发生 ,如

2005年在大同 、四川就曾发生过轮胎充气时轮胎

爆炸导致人员伤亡。还有经营户对购入的不可翻

新的轮胎 ,采取土法炼油 ,又对环境造成严重污

染。

2.优质胎体少 ,隐患难查 。目前 ,我国有 500

多家轮胎厂 ,虽说 90%已通过 3C 认证 ,但质量差

异仍然较大 ,再加上不规范使用也是普遍现象 ,从

对翻新轮胎的质量检测情况来看 ,名牌胎体包括

外国公司在我国生产的轮胎 ,使用后经翻新后送

检同样会出问题 ,有的翻新轮胎检测前虽经激光

检验认为无问题 ,但在耐久性检验中却有相反的

情况 。一条胎体如要经多项(如激光 ,X 光 ,电磁

波)检测是难以做到的 ,更何况有些因制造缺陷或

使用不当造成的潜在的损伤 ,目前还无法检出 ,只

有翻新后经使用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现。

3.可翻新性的问题。从对国内一些客运公司

及对客运司机调查情况来看 ,大家认为载重轮胎

中以固特异及米其林公司轮胎的可翻新性较好。

国产轮胎在高速公路客运车中 ,较少翻新后再返

回使用。

4.广东省在收集可翻新胎源方面是有其特点

的 ,首先广东的旧胎收购商遍布全国 ,另外旧胎水

货也不少 。

1.5 翻新轮胎安全与质量问题

目前国内大多数翻新轮胎的安全保障不足 ,

对要翻新的旧轮胎全靠人工眼观手敲 ,漏检率高 ,

翻新后也不进行充压检验(轮胎是一种充压使用

的产品 ,翻新后隐患不排除 ,在充气及使用时不排

除有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的危险)。翻新过程中质

量控制也较粗放 ,大多数翻胎厂的炼胶设备配置

不完善 ,又无胶料的质量控制与检验设备 ,出了问

题难以及时发现。

1.6 我国翻胎技术 ,管理与装备大大落后

现在大力发展的预硫化翻胎技术与装备 ,大

多是国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水平 ,生产效率低 ,

能耗高 ,质量水平及控制多靠人工 ,对翻新轮胎的

安全 ,质量至关重要的检测设备几乎是空白(连充

压检验机都无人生产 ,更不要说无损检验设备

了)。翻胎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 ,自配有简单

的炼胶设备 ,但缺乏对炼出的胶料实施质量控制

与检验的手段 ,使翻新轮胎的质量可靠性进一步

下降 。一些在技术及装备上并不很复杂的翻胎设

备 ,如工程轮胎翻新用的胎面刻花机 ,内 、外包封

套硫化机 ,甚至普通的包封套也无人生产 ,全部依

赖进口(国内只有用汽车内胎代用品)。修补子午

线轮胎的专用工具也要依靠进口及外商在我国建

厂供应。

目前国内所生产的预硫化胎面只有矩形的一

种 ,不能适应我国高速公路已遍布全国并将进一

步发展 ,以及公路运输的大型拖挂车 、高级大型客

车发展的需要 。另外我国翻胎所使用的原材料如

天然橡胶 ,由于国内资源有限 ,使用的合成橡胶及

炭黑及软化剂多来自石油 ,价格飞涨 ,大幅度提高

了翻胎成本 ,制约了翻胎行业发展 。

(未完待续)　

·4· 　　　　　　橡　　胶　　科　　技　　市　　场　　　　　　　　　2006年第 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