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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 的 8 4 %
。

中国台湾地区输入量为 01万 t
,

占

5 7
.

3 4写 ;
其次是韩国

,

进口量 2
.

9 万 t
,

占 16
.

42 % ;

第三为 日本
,

进 口量为 1
.

9 万 t
,

占 10
.

64 % ;
其它

来源仅 占 6
.

17 %
。

从市场调查分析
,

我国进 口 S B S 主要用于制

鞋
,

这主要是 由于我国鞋用 S B S 用量大
、

所 占比

例高的缘故
。

2
.

4
.

2 进 口海关情况

我国 S B S 主要从 18 个海关进来
,

但主要从

SB S 使用量较大的广东
、

福建
、

浙江等地的海关进

口
。

其中从黄浦海关进 口 的最多
,

人关量 为 6
.

5

万 t ,

占总人关量的 37
.

39 % ;
其次是厦 门海关

,

入

关量为 4 万 t ,

占 23
.

03 % ;
第三为九龙海关

,

人关

量为 2
.

4 万 t ,

占 1 3
.

7 8 %
。

表 2 2 0 0 3 年 1~ 5 月份 S B S 进 口数据

累计

热塑丁苯橡胶

充油热塑丁苯橡胶

数量八

2 0 60 9

与上 月数量与去年 同月与去年同期
比 / % 数量 比 / % 数量 比 / %

5 2
.

4 6

6 5 0 2

一

5 6
.

8 1

一

8 6
.

2 0

3 9
.

9 0

一

1 2
.

9 6

件
,

对于 国 内 SB S 工 业来说 是 严重 挑 战
,

国 内

S B S 生产企业必须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产品成本
,

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
,

保证国产 SB S 在成本和质

量方面都具有与国际知名品牌相抗衡的势力
。

综上所述
,

下半年 S B S 的情况 并不乐 观
,

整

个市场处于饱和状态
,

所 以 S B S 仍有下滑 空间
,

2 0 0 3 年下半年 SB S 销售仍面临较大压力
。

对市

场不利的因素主要有
:

1
,

由于替代产品的出现
,

制鞋业对 S B S 的需

求减少
。

2
.

由于明年国内扩增的产能较多
,

规模较大
,

使得原本 已经充足的资源更加过剩
。

再加上进 口

货的冲击
,

使得 国内市场难以招架
。

3
.

进 口货现在 已经开发干胶
,

使得 国内的干

胶业面临冲击
。

4
.

国内在新开发产品方面较少投入
。

但如果道 改料 和防水卷材方 面有所转 机 的

话
,

预计下半年 SB S 的价格应与上半年的总体价

位持平
。

表 3 2 0 0 3 年 1~ 5 月份 S B S 出口数据

累计 与上月数量与去年同月与去年 同期
数量八 比 / % 数量 比 /% 数量 比 / % 天然橡胶联盟夭折

热塑丁苯橡胶 4 1 1 7 2 0
.

9 8 4 1 2
.

6 1 9 4
.

1 7

2
.

4
.

3 贸易方式

我国进口 S B S 贸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贸易
、

进

料加工
、

来料加工 3 种方式
。

一般贸易方式进 口

量为 4
.

2 万 t
,

占 2 3
.

5 % ;进料加工方式进 口量为

8
.

4 万 t
,

占 48
.

4 % ; 来料加工方 式进 口量 为 4
.

8

万 t
,

占 2 7
.

6 %
。

2
.

4
.

4 主要进口地贸易方式分析

我国 S B S 的主要进 口和输人来源地为台湾
、

韩国和 日本
,

进 口产品的贸易对象不同
,

贸易方式

也存在差异
。

台湾产品贸易对象 以台资企业为

主
,

产品以来
、

进料加工方式为主
。

主要是我国沿

海广东
、

福建
、

浙江等地的台资企业从台湾厂家进

料
。

日本出口 到我国的 S B S 以来
、

进料加工贸易

方式为主
,

占 90
.

56 %
。

韩 国进 口 到我 国的 S B S

产品贸易方式以一般 贸易方式相对较多
,

贸易量

占 4 9
.

3 4 %
,

来进料加工比台湾和 日本要少
。

加人 W T O
,

国外 公司利用贸易 自由化带来

的便利
,

直接 以 低成本 的产 品冲击我 国 S B S 市

场
,

为境外 S B S 进人我国内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

据美国《橡胶和塑料新 闻 》报道
:

成立不久 的

天然橡胶联盟 尚未投人运作便夭折 了
,

这对全世

界的橡胶制品加工厂来说是一个好 消息
,

因为该

组织计划控制世界天然橡胶产量的 77 %
。

以泰国为基地 的世界三大产胶 国泰 国
、

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橡胶联盟是 2 0 01 年 12 月 由三

国共同发起组织的
,

旨在购买和库存 天然橡胶 以

保护世界橡胶价格
,

因为当时印尼 20 ” 标准胶价

格为每公斤 46 美分
,

达 到了 30 年来 的最低点
。

橡胶联盟于 2 0 0 2 年 8 月成立
,

随后橡胶生产国越

南和斯里兰卡也表示希望加入橡胶联盟
,

并得到

了批准
。

但是
,

近几个月天然橡胶价格的暴涨使

得各天然橡胶生产国放弃了限制产量
、

控制价格

的初衷
。

目前天然橡胶每吨 9 04 美元这一相 当令

人吃惊的价位
,

鼓励 了东南亚产胶 国的天然橡胶

种植
,

印度尼西亚称 2 0 0 3 年将把天然橡胶产量提

高 3% 一 5%
。

泰 国也宣布
,

计划在未来 5 年将把

天然橡胶产量提高 16 %
。

所 以只要价格合适
,

天

然橡胶生产国就没有理由继续推动橡胶联盟
。

杨 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