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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05年上涨 12．5 ，略低于 SBR的涨幅。 

2 “十二五”我国合成橡胶市场展望 

“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处于城市化和重化工 

业化双加速发展阶段，经济仍将以 8 9，6～9 9／6的速 

度增长，汽车工业处于起飞期，汽车需求量及保有 

量快速增长；我国仍将保持橡胶加工大国地位，橡 

胶产品出口量较大；我国 NR供应缺口较大。这 

些因素为我国合成橡胶工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 

空间。 

(1)汽车工业快速发展仍将拉动国内合成橡 

胶需求快速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金融危机后刺激 

政策的出台，我国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2009年 

我国汽车销量突破 1000万辆大关，2010年再创 

新高至 1833万辆，其中乘用车和商用车销量分别 

为 l185万辆和 647万辆。 

与此同时，汽车保有量也不 断增长，截至 

2010年末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 7796万辆，其中 

乘用车和商用车保有量分别为 4661万辆和 3135 

万辆 。 

从表征汽车普及水平的千人保有量来看， 

2010年我国乘用车千人保有量为 34．76辆，远低 

于 2008年美国 451辆、日本 453辆、德国 503辆 

以及韩国 258辆的水平，我国汽车行业仍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 

结合未来我同经济发展模式及人口结构变化 

等因素，根据国家相关机构预测，到“十二五”末， 

我国汽车年需求量将达 2750万辆左右，其中乘用 

车年需求量在 2000万辆左右；汽车保有量达 

1．76亿辆左右，其中乘用车保有量为 1．2亿辆左 

右，乘用车千人保有量可达 9O辆左右。 

由此可见，“十二五”期间，我国汽车工业仍将 

快速发展，由此带动国内轮胎等橡胶制品行业快 

速发展，从而带动国内橡胶需求量继续增长。 

(2)橡胶制品出口仍将拉动国内橡胶需求增 

长，但增速有所下降。 

近年来，我国轮胎等橡胶制品出口量不断增 

长，除受金融危机影响的 2008年和 2009年增速 

较低外，其它年份的出口量增长率均在 2O 以 

上。尽管 2010年受输美轮胎特保案的影响，出口 

美国的轮胎减少，但我国轮胎总出口量同比增长 

率仍高达 21．6 。 

“十二五”期间，我国轮胎等橡胶制品出口仍 

将继续增长，但由于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输美轮胎 

特保案的发生以及欧盟 REACH法规和轮胎标 

签法规的相继出台和实施已经或即将对我国轮胎 

等橡胶制品出口造成一定影响，因此预计未来我 

国轮胎等橡胶制品出口增速减慢。 

2009年 9月 26日开始实施的为期 3年的输 

美轮胎特保案使得我国出口到美国的轮胎大幅减 

少。在我国出口美国的轮胎中，2010年涉案的小 

客车轮胎及轻卡轮胎出口量为 3081．7万条，同比 

减小 23．1 ；2011年上半年出口量为 1337．4万 

条，同比继续减小 11．7 ；未涉案 的客货车轮 

胎出口量则随着经济的恢复不断增长，2010年 

出口量同比增长 33．0 ，2011年上半年同比增 

长 24．5 。 

欧盟 REACH法规对轮胎中使用的多环芳 

烃(PCA)含量提出了严格限制，该法规自2010年 

1月 1日起实行。据报道，2011年 3月 1日，欧盟 

轮胎制造商协会公布了对欧盟市场上轮胎稠环芳 

烃(PAHs)含量的抽查结果，抽查的 9个欧盟国 

家以及 6个非欧盟国家(不包括中国)的轮胎均符 

合 REACH法规要求，仅我国产轮胎出现超标现 

象，超标轮胎涉及我国各大轮胎生产商制造产品。 

我国轮胎产品出口欧盟受到一定影响。 

欧盟委员会出台的相关轮胎标签法规—— 

EC1222／20o9自2012年 l1月 1日起，要求在欧 

盟销售的轿车轮胎、轻卡轮胎、卡车轮胎及公共汽 

车轮胎必须加贴标签，标示出轮胎的燃油效率、滚 

动噪声和湿抓着力等级。我国轮胎的产品档次还 

有待提高，难以很快达到欧盟要求，短时间内产品 

出口会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产 

业转移、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等也将使我国轮 

胎等橡胶制品出口量增速下降。 

(3)合成橡胶产能将继续大幅增长，但原料供 

应可能成为制约因素。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预计到 2015年末我国 



· 8 · 橡胶科技市场 2011年第1I期 

合成橡胶年产能将突破 500万 t大关，在“十二 

五”期间新增年产能 240万 t左右，我国合成橡胶 

产能将超越美国，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合成 

橡胶生产国。BR是我国“十二五”期间产能增长 

最大的品种，其产能增量占合成橡胶产能增量的 

i／3以上；其次是 SBR，其产能增量占合成橡胶产 

能增量的 1／4左右；IIR和 IR也是产能增大较多 

的品种，其产能增量分别 占合成橡胶产能增量的 

1O 9／6左右。 

从供应主体看，到 2015年末，中国石化和中 

国石油合成橡胶供应量占全国合成橡胶供量的比 

例较 2010年下降 6个百分点，而民营企业合成橡 

胶供应量所占比例明显提高。 

随着合成橡胶产能的增大，对主要原料丁二 

烯的需求量也大幅增长。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测 

算，2015年我国丁二烯的表观需求量在 350万 t 

左右，而丁二烯产量在 320万 t左右，未来丁二烯 

供应存在一定的缺口。 

从国外市场情况看，由于美国、中东等国家和 

地区的乙烯原料轻质化趋势，碳四资源量和丁二 

烯收率较小，丁二烯资源也将呈现偏紧态势，因此 

未来原料供应可能成为制约我国合成橡胶发展的 
一 个不确定因素。当然，也有可能开发其它的原 

料路线来生产丁二烯 。 

(4)合成橡胶供需平衡预测。 

汽车的轻量化和轮胎的绿色、节能、高性能化 

发展趋势对橡胶材料提 出了新的要求。欧盟 

REACH法规及轮胎标签法规等也加快了橡胶材 

料的发展。此外，我国 NR资源短缺，也会使 

得 IR等 NR替代产品的需求量快速增长。未来 

SSBR、稀土 BR、IR、HIIR、热塑性弹性体等产品 

的需求量将不断增长，供应比例将有所提高。 

预计“十二五”末，我国合成橡胶年需求量将 

达到 500万～55O万t，2010—2015年年均增速在 

8 左右，比前 1O年有所降低。IR由于原料不断 

增多，同时因可以替代 NR而得到快速发展，其需 

求量将以年均34 9／6的速率增长，2015年需求量将 

达到 3O万 t左右；SBR，BR和 HIIR的需求量将 

随着轮胎工业的快速发展而继续快速增长，预计 

增长率均为 7 ～8 ；由于在主要消费领域(密 

封条)部分被热塑性弹性体替代，EPR需求量增 

速将有所减缓；受制鞋业产业转移的影响，苯乙 

烯～丁二烯热塑性弹性体(SBS)需求量增速也将 

减缓 。 

到 2015年末，我国合成橡胶年产能将达 520 

万 t左右。“十二五”期间 BR产能将得到较大提 

高，年均增长率高达 18 ，年产能由 2010年的 

65万 t增大到 2015年的 150万 t以上；SBR产能 

也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 9％，由 2010年的 

106万 t增大到 2015年的 160万 t以上；SBS产 

能增幅不大，由2010年的73万 t增大到 2015年 

的89万t；IR，IIR和 EPR产能将较大幅度增长。 

尽管我国合成橡胶产能快速增长，但需求量 

增速更快，因此我国合成橡胶供应量仍存在缺口， 

但较长时期内净进口量预计较 2010年大幅降低。 

到“十二五”末期，除 BR和 CR供需基本平衡或 

产能小幅过剩外，其它胶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 

口，其中EPR需求量缺口最大，达2O万 t左右。 

3 结语 

“十一五”我国合成橡胶工业供需快速增长， 

工业化品种日益增多，竞争多元化格局形成，进口 

量增长，下游行业外贸依存度较高。“十二五”我国 

合成橡需求快速增长，工业化品种 日益增多，产能 

大幅增长，我国继续向着合成橡胶生产强国迈进。 

▲据《乌兹别克斯坦 日报》报道：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近日 

签署了关于生产丁二烯橡胶与扩大油气领域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中国石油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生产丁二烯橡胶，预计年产能力 6万 t。 

朱永康 

▲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该公司 

在江西景德镇炭黑生产基地内新建的年产 2万 t 

沉淀法白炭黑生产线已正式投产。这是该公司年 

产 6万t沉淀法白炭黑项目的一期工程。 

国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