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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炭黑产能过剩风险分析 

郭隽奎 

摘要：分析我国炭黑行业产能过剩风险。若以上年底的产能为基准来计算，我国 

炭黑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 ～82 ，与国际炭黑工业平均水平大体相当。我国每年 

仍新增炭黑产能 4O万～7O万 t，在一定程度上产能充裕。产能集中度过低、生产企 

业数量过多、产品的高度趋同性导致市场竞争 白热化是我国炭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 

险。加快行业整合、提高产能集中度是我国炭黑行业 由大变强、走向成熟的必由之 

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汽车工业和轮胎工业对炭黑需求的拉动减弱，我国炭黑 

产 能过 剩风险在 所难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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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 ，随着汽车和轮胎工业的高速 

发展，我国炭黑市场需求一直呈快速增长的势头。 

我国炭黑产量从 2006年起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 

位。2006—2010年，我国新增炭黑年产能 272 

万 t，产能年均增长率高达 18 。近年我国年新 

增炭黑产能、总产能和产量等统计数据见表 1。 

1O多年来，相关部门一直强调炭黑工业产能 

过剩，业内知名人士也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控制新 

增产能。其主要依据就是多年来炭黑行业的产能 

利用率(也称开工率或设备运转率)过低，仅为 

60％～7，O ，从而推断有大量的生产设备闲置。 

从表 1可见 ，2006—2010年 ，我国在这种所谓 的 

连年“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每年仍有 4O万～7o 

万 t的新增炭黑产能投产 然而，人们一直担心 

的产能过剩的局面却没有出现。因此，这 自然会 

表 1 近年我国新增炭黑产能和产量 

年份 新增产能／万 t总产能／万 t 产量／万 t产能利用率 ’／ 

注：1)当年产量与当年产能之比。 

引发人们对炭黑产能是否真的过剩和“产能过剩” 

的缘由及其对策的深层次思考。 

l 产能利用率计算基准的选择 

以 l条生产线为例，其产能利用率是指单位 

时间内(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通常以 1年为单 

位)该条生产线的实际产量与其设计能力(即公称 

能力或标牌能力)的比值，它反映出该生产线装置 

的产能得到有效利用的程度。 

对于任何一种处于成熟期的产业而言，产能 

会保持相对稳定，很少有大量新增产能，其某一年 

的产能利用率即当年的总产量与当年的总产能的 

比值也相对稳定。然而，对于正处在高速成长期 

的中国炭黑工业来说，几乎随时都有新的生产线 

投入运行，特别是在每年的下半年会陆续有新产 

能投产，要计算产能利用率，似乎应以当年的产量 

与上年末的产能之比来衡量，才更能反映行业的 

真实运行情况。现以山西某企业为例，该公司 

2009年底的炭黑生产能力为 6万 t，2010年底又 

新增产能 6万 t，而 2010年的总产量为 5．5万 t， 

若以当年的产量与当年末的产能之比来计算的 

话，该公司的产能利用率仅为45．8 ，而实际上该 

企业几乎是满负荷生产，设备运转率高达 91．79／5。 

以不同的产能基准计算出的 2005—2010年 

我国炭黑工业产能利用率见表 2。 

7  7  7  1  0  1  

5  1  7  5  7  2  

6  7  6  6  6  7  

2  9  8  1  5  3  

5  2  2  3  7  5  

8  3  4  8  3  8  
1  2  2  2  3  3  

1  7  8  9  9  5  

2  4  8  4  3  4  

8  2  5  3  O  3  
2  3  3  4  5  5  

0  5  0  O  5  5  

1  3  9  8  O  8  
5  4  4  5  7  4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6  7  8  9  O  l  

0  O  0  O  1  1  
O  0  O  0  O  O  
2  2  2  2  2  2  



· 6 · 橡胶科技市场 2012年第12期 

表 2 以不同产能基准计算的我国炭黑工业产能利用率 

项 目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OlO年 

严 能／_刀 t 231．3 282．1 324．7 358．8 434．9 503．9 

产量／万t 161．2 185．2 232．9 242．8 283．1 337．5 

产能利用率／ 

以当年产能计 69．7 65．7 71．7 67．7 65．1 67．o 

以上年产能计 80．6 80．1 82．6 74．8 78．9 77．6 

可以看出，若以当年的产能为基准来计算的 

话，我国炭黑工业产能利用率一般处于 65 ～ 

7O％之间；显然，人们会由此得出设备运转率不足， 

产能过剩的结论。若以上年底的产能为基准来计 

算的话，我国炭黑工业产能利用率处于76 ～82 

之间，与国际炭黑工业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对于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行业来说，产能 

利用率以当年 的产量 与上年底 的产能之 比来表 

征，才更接近产业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炭黑业 

界已普遍接受这一理念，以上一年的产能为基准 

计算当年的产能利用率。 

2 大型企业基本满负荷运转 ’ 

尽管 2010年我国炭黑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 

为 77．6 ，但在炭黑产量排行榜前 10位的国内 

大型炭黑企业 的产能利用率却 高达 97．0 。 

2010年 10家大型炭黑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及产 

能、产量数据见表 3。数据表明，除了台湾中橡集 

团和大石桥市辽滨炭黑厂之外，其他 8家企业 

2010年的产能利用率都在 8O 以上。因此，如果 

说我国炭黑产能利用率偏低的话，也只是中小炭 

黑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 ，并非所有炭黑企业 的 

产能利用率都偏低。 

表 3 201o年国内 l0家大型炭黑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企业名称 — 面 三旦 互 F  。l。年产量／万t 2OlO年产能利用率／ 按2
009年产能计 按 2OlO年产能计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卡博特(中国)有限公司 

河北龙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台湾中橡集团 

青州市博奥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新星化炭有限公司 

大石桥市辽滨炭黑厂 

河北大光明实业集团 

合计 

全国总计 

113．3 

97．6 

111．5 

85．5 

115．7 

67．3 

1oo．o 

1oo．o 

73．8 

83．6 

97．o 

78．6 

90．6 

97．6 

92．9 

68．4 

115．7 

67．3 

1oo．o 

66．7 

73．8 

70．8 

86．o 

67．o 

注：企业排名以 2OlO年产量为序。 

3 我国炭黑行业产能利用率与北美相近 

断言我国炭黑工业产能过剩通常是与发达经 

济体的炭黑产能利用率相比而得出的结论，而且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发达国家的炭黑产能利用 

率在 90 以上。其实，2000—2010年，除了发生 

全球性金融危机 的 2008和 2009年之外 ，北美 地 

区的炭黑产能利用率也仅为 8O 左右(如图 1所 

示)。可 以看出 ，我 国 2005—2010年的炭黑产能 

利用率与北美相近。 图1 我国和北美炭黑产能利用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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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O年来，从全球范围来看，炭黑产业东移 

是大趋势，炭黑市场正向亚洲、南美和东欧等新兴 

市场国家转移。新兴市场的炭黑产业正处于快速 

增长期 ，每年都有大批新建装置投产 ；而成熟市 

场，不论是欧盟 、北美还是 日本 ，炭黑需求都呈下 

降趋势，近年常有一些工厂关闭或停产。2006— 

2010年，我国炭黑需求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15 ； 

印度炭黑需求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5．8 ；日本炭 

黑表 观 消 费 量 呈 现 负 增 长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一 0．46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 ，新兴市场与成 

熟市场之间的产能利用率似乎又没有可比性 。 

4 产能充裕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不论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炭黑产能、产 

量和需求量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额。产能超 

前于市场需求即产能充裕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 

此，产能充裕并不应当简单地归结为“产能过剩”。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供求动态平衡，实际上需要 

有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 。 

产能充裕既有炭黑企业制订发展规划的原 

因，也应考虑经济波动因素 的影响。炭黑生产商 

为避免丧失市场机会，规划的企业产能一般都要 

适度超前于市场需求 。然 而，炭黑 的市场需求又 

会出现某种周期性的波动，这种波动的走向和幅 

度有时会大大超出行业的预期 。 

2O00—20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汽车产 

量和轮 胎产 量 的年均增 长 率分别 为 22．1 和 

14．9％，炭黑工业保留一定的富余产能是必要的， 

也 是 必 须 的。在 我 国炭 黑 产 量 年 均 增 长 率 

16．1 的形势下，产能富余 2O 也是正常的。 

5 产能充裕才能淘汰落后产能 

一 定程度的产能充裕是推进企业竞争和产业 

结构调整重要的原动力，也是淘汰落后产能的前 

提条件。“过剩”的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作 

用，正是由于市场供大于求，才会迫使企业提高产 

品质量、加强管理和降低成本，充分竞争。 

从总体上来看，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不仅 

炭黑行业存在着产能充裕的现象，其他如汽车工 

业或者轮胎工业的产能也都普遍充裕。然而，现 

有的炭黑产能绝不都是合理的，应当把有市场竞 

争力 的产能与落后产能 区别开来 。目前 ，对炭黑 

行业来说 ，真正有竞争力的产能不是多了，而是还 

很不够。所以，淘汰落后产能是提高炭黑产业竞 

争力的迫切需要 。 

在《橡胶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导纲要》中 

明确量化了淘汰落后炭黑产能的具体步骤：立即 

淘汰年产能在 1．5万 t以下的干法造粒炭黑生产 

装置 ；限期淘汰总年产能在 5万 t以下、技术装备 

落后、能耗高、排放超标以及作业环境不好的企 

业。淘汰落后产能无疑会增强我国炭黑产业的整 

体竞争力。 

6 产能集中度低才是行业主要风险 

10多年来，我国炭黑产业过剩的是炭黑生产 

商，而不是炭黑产能。其实，产能集中度过低、生 

产企业数量过多、产品的高度趋同性导致市场竞 

争白热化才是我国炭黑行业面临的市场风险。与 

成熟市场的产能集 中度相 比，我国炭黑产业处于 

高度异常的分散状态。2009年我 国炭黑生产企 

业多达 73家。如果 目前生产企业过多、规模过小 

的状况不改变，我国炭黑行业在全球炭黑产业竞 

争中就难以取得优势地位。 

目前，世界炭黑产能的 66．4 集中在 1O家 

大型炭黑企业手 中；其中排行前 5家公司的炭黑 

产能占世界炭黑 总产能 的 51．8 。企业的产能 

规模大 ，有利于增强研发能力 、优化产 品质量、完 

善售后服务网络，从而提高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 

从 2010年数据来看，我国炭黑产能排行榜中 

的前 5家生产企业，尽管每家的产能都在 2O万 t 

以上，但其合计炭黑产能仅占国内炭黑总产能的 

32．1 ；排行榜中的前 1O家企业，尽管每家企业 

炭黑产能均在 13万 t以上，但其合计产能也不到 

我 国 炭 黑 总 产 能 的 一 半 ，产 能 集 中 度 仅 为 

45．3 ；日本炭黑产能排行前 5名企业的合计产 

能占日本炭黑总产能的89％，美国炭黑产能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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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家企业 的产能则 占美国炭黑总产能的 98 。 

我国炭黑业产能集中度远远低于成熟市场。 

可见，我国炭黑行业加快整合、提高产能集中 

度，才是由大变强、走向成熟市场的必由之路。在 

《橡胶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导纲要》中也明确 

提出不再新建规模在 5万 t以下的炭黑厂，不再 

建设年产能 (包括干法造粒 和湿法造粒)在 2万 t 

以下的炭黑生产装置。目前，年产能在 20万 t以 

上的几家企业都在通过并购或者扩建的方式扩大 

其市场份额。预计今后 5年，我国炭黑行业大规 

模的企业重组和并购整合将会拉开序幕，产能集 

中度将会大幅提高。而且，炭黑行业的整合以及 

企业间的兼并与重组完全属于市场行为，决不会 

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一厢情愿。今后几年我国主要 

炭黑企业的产能增长预测见表 4。 

表 4 我国主要炭黑企业产能及预测 万 t 

企业名称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7 产能过剩的风险在所难免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以提振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炭黑产能的过度膨胀，特别是焦化系统的 

炭黑产能增长很快。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的在 

建和计划兴建项 目的总产能至少为 140万 t，而且 

部分新建项目的规模比较大，年产能为 15万～30 

万t。近10年来我国炭黑产能的高增长率离不开 

汽车工业和轮胎工业超高速增长的支撑 。我 国汽 

车市场在经历了 2009年和 2010年的超高速增长 

之后 ，2011年 忽然来 了个 “急刹 车”，增 长 率 由 

2010年的32％急剧下降到 2011年的 3 。汽车 

市场呈现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今后几年的炭黑市 

场预期。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2年上半 

年汽车销量为 959．8万辆，同比仅增长 2．9 ，明 

显呈下行态势，对炭黑需求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为 

减弱。 

近年 ，我国轮胎产业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出口，轮胎出 口量一般 占当年轮胎总产量的 

4O ～45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对 

42家会员企业的统计，2012年上半年轮胎出口量 

同比仅增 长 3．3 ，其 中出 口增 长 的企业 有 22 

家，出口下滑的企业有 2O家。总的来看，大型轮 

胎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轮胎出口量下降较多，总体 

情况不如往年 。尽管美 国轮胎特保案 于 2012年 

9月到期，但我国仍面临与印度及哥伦比亚等多 

个国家的贸易摩擦，在欧债危机蔓延、新贸易技术 

壁垒以及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下 ，我国轮胎出口存在不确定性，也会直接影响我 

国炭黑的市场需求 。 

据中国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近年我国炭黑 

出口大幅增长。2011年，我国炭黑出口量创历史 

新高，达到 48．8万 t，同比增长 116．7 ；2012年 

上半年，我国炭黑出口量累计近32万t，同比增长 

33．5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贸易保护 

主义有所抬头，出口量快速增 长不可避免会引发 

新的贸易摩擦。2011年，印度是我国炭黑最大的 

出口 目 的 国，出 口量 为 7．6万 t，同 比增 长 

248．2 。2012年 7月底 ，印度 对我 国炭 黑做 出 

特别保障措施终裁，对 自中国进口的炭黑征收为 

期 3年的特别保障措施关税，第 1年为 30 ，第 2 

年为 25 ，第 3年为 2O 。贸易摩擦也是影响炭 

黑出口市场持续增长的因素之一。 

2012年我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汽车和轮 

胎工业面临着多种不确定性，炭黑需求的增长速 

率肯定也会降下来。若汽车需求呈现低增长或零 

增长，轮胎和炭黑 出口进一步受阻的话 ，炭黑工业 

真正的产能过剩则会立即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