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橡胶助剂行业面临挑战和应对策略

梁　诚
(中石化南化公司 ,江苏 南京 　210048)

　　摘要: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陆续实施和国际贸易关系日趋复杂 ,进入 2007年

国内橡胶助剂行业生产与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本文主要介绍国家节能减排 、出口退税

等政策 、欧盟 REACH法规正式实施及国际贸易间摩擦不断的情况对橡胶助剂行业的

影响 ,分析实际情况 ,并简要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橡胶助剂 ;挑战 ;策略

1 概述

随着我国汽车和轮胎工业的迅猛发展 ,拉动

了橡胶助剂的发展与需求 。 2006年全球橡胶助

剂产量约为 82万 t左右 ,中国橡胶助剂产量约为

33万 t左右 ,约占全球产量的 40%左右 。

随着我国橡胶助剂产能和产量迅猛发展 ,国

际竞争力逐渐增强 ,国外橡胶助剂界呈现以下发

展态势 ,一是国外一些中小型橡胶助剂生产企业

被迫关闭生产装置;二是主要生产商不断进行重

组 、兼并 、转让 ,希望通过该途径提高竞争力 ,减少

竞争对手;三是西方生产商重视中国市场 ,在投资

建厂。 2006年下半年至今国际橡胶助剂界一些

主要动作有:(1)韩国东洋化学停产橡胶促进剂;

(2)日本东丽化学停产防焦剂 PVI;(3)原来康普

顿和大湖合资助剂公司科聚亚将被雄狮公司收

购 ,目前收购已经基本完成;(4)2007年初阿克苏

公司将富莱克斯公司 50%的股份转让给首诺公

司 ,富莱克斯成为首诺的全资子公司;(5)德国

Chemetall公司将促进剂业务出售给富莱克斯公

司;(6)德国朗盛在铜陵合资建设的防老剂 4020

及其中间体装置于 2007年下半年投产 。

国内生产企业也加快重组和装置建设 ,如原

中石化南京化工厂与中石化南化公司资源优化重

组中的橡胶助剂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山东圣奥化

工有限公司计划收购不溶性硫黄和建设促进剂装

置;国内主要橡胶助剂生产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规

模;另外还有一些新建的橡胶助剂装置已经投产

或者在近期投产 。

进入 2007年 ,国家相继出台多种法规和政策

实施宏观调控 ,其中节能减排 、增加排污费用 ,后

续包括电费 、税收 、水费等相关政策将会陆续公

布;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 ,从而减少贸易顺差

等陆续实施;欧盟 REACH法规 6月 1日正式实

施;国外对中国轮胎和橡胶助剂进口限制和倾销

控诉硝烟再起。加之整个行业部分产品产能严重

过剩 、产业结构仍不甚合理等。因此我国橡胶助

剂近期的生产与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

2 生产与市场现状

2004 ～ 2005年国内掀起了橡胶助剂建设高

潮 ,许多新建的装置在 2006年上半年达标生产 ,

同时 2006年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装置能力更

大 ,远远超过 2005年 ,因此 2006年国内橡胶助剂

产量快速增长 , 2006年国内橡胶助剂产量约为 33

万 t,其中橡胶防老剂和促进剂产量约为 29.78

万 t,比 2005年增长了 35%, 2006年国内主要橡

胶助剂品种产量见表 1。

表 1　2005年与 2006年国内主要橡胶助剂产量统计万 t　

品种
橡胶防老剂

2005年 2006年
品种

橡胶促进剂

2005年 2006年

防 4020 2.02 3.63 促 M 4.40 4.73

防 4010NA 1.71 1.63 促 DM 2.20 2.68

防 RD 2.53 4.67 促 CBS 2.81 3.11

防 BLE 3.1 1.0 促 NOBS 9.5 10.9

防甲 2.1 3.2 促 NS 14.0 25.1

防丁 1.5 2.9 促 D 4.8 8.3

防 3100 2.0 1.5 促TMTD 10.5 11.0

酚类及其他 6.6 6.0 其他 9.9 23.4

合计 77.9 113.9 合计 142.8 183.9

　　从上表可以看出 ,近年来我国橡胶助剂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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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加 ,尤其是性能优异的目前全球通用型主

流环保型橡胶助剂品种产量增加速度较快 ,如橡

胶防老剂 RD和 4020;橡胶促进剂 CBS和 NS;另

外其他品种产量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说明了我国

助剂品种不断丰富 ,以前一些不被重视的小品种

或者依赖进口的橡胶助剂因为国内需求量增加而

受到生产企业的重视 。

随着国内产能快速增长 ,大多数品种呈现供

过于求的态势 , 2006年国内大多数橡胶助剂品种

价格开始下滑 ,尤其是橡胶防老剂价格下滑幅度

较大 ,进入 2007年国内橡胶助剂一直低价位运

行 ,但是由于产能出现较为严重的供过于求的局

面 , 2007年 1 ～ 6月价格仍在小幅下滑 , 2007年 6

月随着原材料价格上调 ,部分品种价格有所回升 ,

但是回弹力度不大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内主要

橡胶助剂品种仍将维持低价位运行。

表 2 2007年 8月国内主要橡胶助剂价格

与去年同期比较 元 /t　

品种
橡胶防老剂

2005年 2006年
品种

橡胶促进剂

2005年 2006年

防 4020 32000 28000 促 M 17000 16000

防 4010NA 30000 25500 促 DM 19500 18500

防 RD 15500 16500 促 CBS 24000 22000

防 BLE 21500 21500 促 NS 34000 29500

防 616 48000 45000 促 NOBS 28500 28000

防丁 18500 24000 促TMTD 10000 9800

3 面临挑战

3.1 节能减排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近年来经济增长对

能源的巨大需求与能源短缺的矛盾和能源消费引

起的污染与生态环境容量有限的矛盾已成为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国家相继出台多种法规和政策实施宏观调控 ,其

中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 ,作为调整

经济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今年 6月初 ,

国家出台的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中明确

提出增加排污费来抑制环境日趋恶化的现状 ,江

苏省率先落实国家的有关政策 ,于 2007年 7月 1

日开始调整排污费用 ,调整的幅度相当之大 ,废气

的排污费要 “翻一番 ”。具体征收标准为:废气 ,

由每污染当量 0.6元提高到 1.2元 ,其中二氧化

硫由每千克 0.63元提高到 1.26元;污水由每污

染当量 0.7元提高到 0.9元 ,同时 ,根据年度减排

目标完成情况 、企业承受能力 ,将污水排污费择机

分步调整到每污染当量 1.4元。另外国内其他省

份和地区将陆续落实国家有关政策 ,排污费的增

加也将逐渐进入实施阶段 。尽管这些宏观调控政

策法规并非单独针对橡胶助剂行业 ,但是橡胶助

剂行业生产消耗相当数量的水 、电 、汽 ,同时许多

品种尤其是促进剂品种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

“三废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措施越来越严厉 ,将

较大幅度的提高橡胶助剂生产成本 。

3.2 出口退税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 , 自

2007年 7月 1日决定调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

率 ,从而减少贸易顺差 ,间接对于高耗能 、高污染

及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控 。涉及到橡胶和橡胶助

剂行业有 ,炭黑和部分胶鞋的出口退税被取消。

合成橡胶 、天然橡胶的混合物 、再生胶 、橡胶废碎

料 /下脚料及其粉 /粒 、复合胶等原材料;轮胎 、胶

管 、传动带 、输送带等橡胶制品;配制的橡胶促进

剂 、复合增塑剂 、橡胶防老剂 、其他橡塑用抗氧剂

和其他稳定剂等橡胶助剂 ,出口退税率由原来的

13%降为 5%。出口退税的实施在橡胶及橡胶助

剂行业反响强烈 ,尤其是橡胶行业 ,近年来我国已

成为世界橡胶产品出口大国 ,橡胶行业出口交货

值约占全行业生产总值的 35% ～ 40%,出口退税总

额约占行业总利润的 60% ～ 70%;橡胶制品和轮胎

行业赢利下降势必影响到其产量和未来发展 ,进而

影响国内橡胶助剂的需求 。另外国内橡胶促进剂

的部分企业约 50%以上产量依赖出口 ,出口退税

的调整 ,直接影响到橡胶促进剂销售和利润水平。

3.3 欧盟 REACH法规

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 、评估 、许可和限制

(REACH)的法规草案于 2006年 12月 31日被欧

洲议会通过 ,于 2007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 。近年

来我国橡胶化学品产能和产量快速增长 ,尤其是

橡胶促进剂产量增长迅猛 ,大量出口到国外 ,其中

相当一部分产品出口到欧盟 ,大部分促进剂品种

和部分防老剂品种出口大于 100t,按照法案要求 ,

欧盟进口量超过 100t的产品必须在法案生效的 6

年内实施登记 ,而且国内尚有部分橡胶助剂品种

出口超过 1000t,登记年限仅为 3年 。该法规规定

了严格的检测标准和高昂的检测费用 ,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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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由企业承担。据欧盟估计 ,每一种化学物质

的基本检测费用约需 8.5万欧元 ,对于橡胶助剂

生产企业来说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尤其是我国许

多橡胶助剂产品相关信息数据或者没有 ,或者不

全 ,或者达不到欧盟的技术标准和认可 ,国内尚没

有欧盟认可的权威橡胶化学品检测机构 ,因此给

橡胶助剂产品未来进入欧盟市场带来一定障碍 。

3.4 贸易摩擦不断

随着我国橡胶助剂生产技术 、原料供应 、生产

规模不断优化 ,我国橡胶助剂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

生产成本不断降低 ,产品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和

地区 ,但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经常性对我国橡胶制

品和助剂提出反倾销调查;继 2004年中期对我国

橡胶助剂提出反倾销调查后 , 2007年 7月印度商

工部反倾销总局发布通知 ,称该局收到该国国内

产业的申请 ,提请对进口自我国的橡胶化工品

(MBT, CBS, TDQ, PVI, TMT, PA-13等)多个橡胶

助剂品种发起反倾销调查 。国外针对我国胶鞋 、

轮胎反倾销调查更是屡见不鲜 ,据不完全统计 ,今

年美国 、加拿大 、秘鲁 、印度等分别对我国轮胎 、输

送带 、鞋类 、力车胎 、工程轮胎等多个橡胶制品提

出反倾销调查。随着橡胶制品和助剂全球化竞争

日趋激烈 ,我国产品出口遭遇的壁垒将越来越多 ,

除反倾销外 ,国外将采取各种技术贸易壁垒也对

我国产品出口设置障碍 ,国内生产企业疲于应付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生产与发展 。

3.5 结构不合理

除了目前行业面临一些国内政策和国外法规

上压力和挑战外 ,橡胶助剂行业产能与需求、产品

品种与未来发展 、合成技术与环境污染、产业规模

与布局等结构仍然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部分产

品品种严重供过于求;许多橡胶助剂装置微利甚

至亏损经营;许多企业仍然在盲目重复低水平扩

建或者新建生产装置;部分产品合成技术落后 ,

“三废”污染异常严重;许多落后 ,且存在环保问

题的产品仍在大量生产与销售;新产品开发缓慢 ,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等 ,都严重影响了我国

橡胶助剂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4 应对策略

4.1 落实国家政策 ,推广清洁工艺

橡胶助剂行业应认真落实和贯彻国家宏观调

控的政策 ,对于部分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品种 ,如

大多数促进剂品种 、橡胶防老剂 RD和部分橡胶

加工助剂应该主动延迟和取消项目扩建和新建 ,

不仅从源头上节约能源 ,更是主动规避市场风险。

在橡胶助剂及其原料生产过程中 ,加快节能

技术开发与应用 ,由于节能技术 ,有许多化工行业

具有一定通用性 ,因此国内橡胶助剂生产企业 ,应

跟踪国内外化工节能技术最新进展 ,并将这些新

技术及时采用到工业生产中 ,如近年来国内外研

究的一些节能热点技术和产品 ,新型高效反应器;

反应耦合技术;热管换热器;新型节能材料;蒸汽

多级利用技术等 。

随着国家对化工生产过程中的 “三废 ”的排

放要求越来越严格 ,橡胶助剂行业主要产品生产

过程中的减排主要应依托技术进步和工艺改进 ,

将副产和 “三废”消灭在工艺中 ,在生产中推广应

用清洁工艺已成为橡胶助剂行业减排主要手段 ,

也是提高我国橡胶助剂工业竞争和保证其可持续

发展的主要手段 。今后应重点加快双氧水氧化生

产系列促进剂技术 、硝基苯法生产对氨基二苯胺 、

丙酮一步法合成甲基异丁基酮 、异丁烯直接氨化

法生产叔丁胺 、固体酸法催化合成防老剂 RD、间

二异丙苯氧化法生产间苯二酚 、硝基苯与苯胺合

成促进剂 M等工艺技术开发与应用 。

4.2 主动密切合作 ,营造共赢局面

经过多年的发展 ,国内橡胶助剂市场格局已

经基本确立 ,出口退税的调整 ,有可能引发新一轮

行业调整和竞争 ,短时间出口退税的降低 ,对橡胶

助剂行业肯定是有一定影响 ,而且未来税率还有

可能进一步下调 ,同时轮胎行业受出口退税影响

更甚 ,因此应引起国内橡胶助剂企业高度重视并

积极应对。但是出口退税实施对于国内橡胶助剂

企业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

主要橡胶助剂生产国和供应国 ,在国际市场上具

有相当的地位。据悉国外一些助剂销售商上半年

一直关注国内出口退税的进展 ,并囤积部分品种 ,

价格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国际市场上价格受到

国内价格影响越来越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现

在国际橡胶助剂市场的定价权是在中国人手里 ,

只是我们很少合作运用而已。因此国内主要橡胶

助剂生产企业应主动合作 ,采取分地区供应模式;

在未来产品发展中尽可能形成差别化;以优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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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高效产品 、稳定长期供应的手段赢得国际市场;

行业有关部门应规范贸易行为 ,为企业创造协调

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 。

4.3 认真研究规则 ,积极从容面对

欧盟 REACH法规已经正式生效 ,国内橡胶

助剂企业应认真研究 REACH法案涉及的关于化

学品登记的程序 、资料数据要求 、如何分享数据和

分担费用 、化学品分类和标志及安全评价报告等

规定细节 ,积极要求欧盟化学品管理局做出具体

详尽的解释说明 ,必要时提供书面指导文件。作

为橡胶化学品生产的大国 ,生产企业理应积极应

对 ,早测试早登记 ,万不可拖延时间 ,应以负责任

强者风范和积极自信的态度去面对欧盟 REACH

法案的实施 。国内生产企业应在有关部门牵头组

织下 ,尽快着手联合进行有关化学品的测试和登

记工作 ,避免各自为战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浪费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 。欧盟 REACH规则并不是专门

针对发展中国家更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化学品生

产 ,其实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欧盟地区化学品

生产商 。REACH实施 ,首先欧盟橡胶化学品生产

成本将获得提高 ,欧盟橡胶化学品生产成本增加 ,

导致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 ,而且目

前全球橡胶化学品消费中心在亚洲尤其中国 ,因

此 REACH法案的实施可能会导致部分欧盟生产

规模不大的橡胶化学品企业关闭 ,给我国橡胶化

学品生产提供机遇。因此国内生产企业在对待

REACH法案实施过程中 ,不仅仅看到挑战与困

难 ,更应积极寻求其中的机遇 ,加快我国橡胶化学

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应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

高度重视产品毒性和对环境的影响 ,尽快停止和

使用防老剂甲 、丁 ,促进剂 NOBS、DIBS等品种 ,促

进我国橡胶化学品高档化 、优质化 、绿色化 。

4.4 建立预警机制 ,保护企业利益

在市场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 ,贸易摩

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国内企业应借鉴以前

成功的经验 ,积极应对。由于提出反倾销调查品

种较多 ,涉及许多生产企业 ,因此这些企业积极协

作配合 ,在数据的共享与保密处理、费用均匀分摊

及相互协作方面都要以开放胸襟和以大局为重 ,

维护我国民族工业健康稳定发展。在操作过程中

应全面了解申诉企业及应诉企业的实际状况 ,做

到知己知彼 ,认真研究印度关于 “市场经济地位 ”

的申请标准和程序;以 《WTO反倾销规则 》和印度

反倾销规则为基础 ,既配合印度反倾销调查机关

的调查又要据理力争 ,维护应有的权益;政府相关

部门 、协会 、商会和应诉讼企业及代理律师共同努

力 ,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在 “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上

有所突破 ,为中国企业应诉印度反倾销案排除一

个主要障碍 ,因为我国出口到印度产品尤其是化

工中间体很多 ,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 ”后对我国将

来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应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的预警机制 ,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出口市场份额的持续

稳定增长 ,可使国内企业采取正确的出口策略 ,防

止被国外采取反倾销措施 ,即使被诉 ,由于预警机

制的充分准备 ,也可从容面对 ,扩大胜诉概率。

4.5 加快企业发展 ,做强助剂行业

尽管目前我国橡胶助剂产能和产量位居全球

首位 ,但是我国仅仅是一个橡胶助剂大国而非强

国 ,今后我国橡胶助剂行业应加快发展步伐。一

是部分有实力企业应加快规模化发展进程 ,从世

界橡胶助剂发展趋势来看 ,国外一些跨国公司早

已开始调整生产布局 ,减少生产布点 ,由提高单套

装置生产能力来提高总体生产规模 ,实现规模效

益 。另外目前国内尚没有一家助剂生产企业在防

老剂 、促进剂 、加工助剂等方面独树一帜的 ,因此

国内主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来加

快规模化发展进程。

二是加快新产品开发与应用。开发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品种 ,也要特别关注国际上材料助剂的

发展趋势 ,加大新品种和产品复配的研究与开发。

三是加快系列化产品的生产实践。许多橡胶

助剂品种合成工艺路线接近 ,只是原料有所不同

而已 ,如促进剂 CBS、NS;促进剂 NOBS、DIBS和

DCBS;防老剂 4020和 4010NA;防老剂 3100和 H

等 。因此国内应加大系列化产品的开发 ,其中要

理解系列化品种的真正内涵 ,那就是建设柔性生

产线 ,采用一套装置生产多个品种产品 。橡胶助

剂作为精细化学品一个重要领域 ,在精细化学品

生产中建设柔性生产线在国外屡见不鲜 ,随着竞

争日趋激烈 ,做到上游原料的规模化 、促进剂品种

的系列化 、设备通用化已经成为今后增加竞争能

力的有效手段 ,国内要引起高度重视 ,不应该停留

在理论上 ,要加快实践和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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