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 关 行 业

2008年度全球橡胶机械 33强排名

最近 ,《欧洲橡胶杂志》(ERJ)公布了 2008年

度全球橡胶机械报告 ,2008年全球橡胶机械销售

收入增长 5%,创历史最高纪录。但是 2008年 10

月后橡胶机械行业形势急转直下 ,几周之内发生

了由欣欣向荣向订单寥廖的转变 ,整个行业由高

速成长期进入回落整固期 。轮胎设备订单几乎枯

竭 ,橡胶机械行业出现多年不见的订单缺乏及工

厂闲置现象。预测在 2010年第二季度前橡胶机

械行业形势很难有较大恢复。

按 2008年销售收入排名的全球橡胶机械 33

强见表1 。H-F 公司增长幅度仅3 %,销售收入为

2.994亿美元 ,仍坐世界橡胶机械头把交椅。第二

位的神户制钢销售收入增长 21%,大大缩小了与

H-F 公司的差距 。荷兰 VMI 下降 12 %,与神户

制钢又拉开较大差距 。天津赛象增长 27%,由上

年的第 6位上升到第 4位 。变化最大的是青岛软

控 ,大增 85%,由上年第 16位升到第 5位 。德斯

玛作为唯一非轮胎设备供应商 ,销售收入增长

31%,由上年第 8位前进到第 6位 ,实属不易 。大

陆机械下降 7%,由第 4 位后退到第 7 位。第 8

位为昔日三强之一的三菱重工 ,其正从橡胶机械

行业淡出 ,雄风已逐渐消失。挤入前十强的还有

桂林橡机和华橡自控 。排名中变化较大的有特罗

埃斯特及斯里兰卡 Pelar 工程。特罗埃斯特依靠

非轮胎设备销售收入大增 28%,从上年第 20位

上升到第 12位 。Pelar 工程在危机中利用自己擅

长老设备翻修优势 ,销售收入大增 36 %,从上年

榜上无名升至第 26位。

在前 33强的橡胶机械企业中 ,我国有 11家 ,

德国 7家 ,日本 4家 ,美国 2家 ,奥地利 2家 ,荷兰

2家 ,意大利 1 家 ,法国 1 家 ,印度 1 家 , 芬兰 1

家 ,斯里兰卡 1家。

表 1　全球橡胶机械 33 强排名

排名 　　　公司 销售收入/百万美元 增长率/ %

1 H-F 公司/德国 299.4 3

2 神户制钢/日本 231.0 21

3 VM I/荷兰 159.2 -12

4 天津赛象/中国 123.2 27

5 青岛软控/中国 118.4 85

6 德斯玛/德国 116.0 31

7 大陆机械/德国 108.3 -7

8 三菱重工/日本 100.0 0

9 桂林橡机/中国 92.1 1

10 华橡自控/中国 76.8 1

11 拉森特博洛/印度 72.6 4

12 特罗埃斯特/德国 72.6 28

13 大连橡塑/中国 70.9 4

14 赫伯特/德国 70.1 -3

15 益阳橡机/中国 65.0 0

16 REP/法国 57.3 -5.6

17 贝尔斯托夫/德国 52.5 -14

18 Nakata/日本 50.6 -8.8

19 I TW机械/美国 50.0 0

20 马普兰/奥地利 49.7 -12

21 北京敬业/中国 38.7 6

22 环球服务/荷兰 38.2 -11

23 三友工业/日本 38.0 0

24 上海精元/中国 36.6 5

25 LW B/德国 34.4 -12

26 Pelar 工程/斯里兰卡 34.0 36

27 法勒尔/美国 33.0 -34

28 北京航空制造研究所/中国 32.7 -7

29 桂林橡胶设计院/中国 32.6 20

30 英盖尔/奥地利 31.8 -12

31 柯梅里奥/意大利 30.1 -12

32 三贸机械/中国台湾 25.5 -12

33 Cim corp /芬兰 27.5 0

　　世界橡胶机械销售收入超 1亿美元的企业由

上年的 5家增加到 8家 , 5 000万 ～ 1 亿美元企业

达 12家 ,其它 13家企业销售收入在 2 500万 ～

5 000万美元之间 ,说明橡胶机械行业由 2007年

开始的大公司化还在继续 。金融危机将加剧强者

愈强 、弱者愈弱现象 。

2008年各地区橡胶机械增长很不平衡(见表

2)。印度 、东亚 、南美强劲增长 ,分列增速前 3名 ,

而传统北美 、西欧 、日本等较大幅度下降 。金融危

机后 ,北美 、西欧的轮胎工业首当其冲 ,这些地区

正大规模减产或关闭工厂 ,导致这些地区轮胎机

械的订单几乎为零。印度是现在世界上橡胶机械

需求最强劲地区。由于印度正在发展载重子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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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 年全球各区域市场橡胶机械销售收入

　地区 销售收入 /万美元 占全球市场份额/ % 增长率/ %

西欧 45 410 14.6 -16

中欧 40 980 13.2 1

中东及非洲 7 680 2.5 2

北美洲 33 480 10.8 -1

南美洲 15 370 4.9 30

南亚洲 46 640 15 37

印度 27 560 8.9 48

中国 73 880 23.7 6

日本 18 670 6.0 -19

澳大利亚 1 730 0.6 -30

总计 311 394 100 5

轮胎及工程机械轮胎项目 ,其相当于我国 20世纪

90代中期状况 ,子午化速度非常快。尽管金融危

机造成印度部分项目延后 ,但绝大部分企业正按

计划推进项目。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轮胎机

械有限的需求亮点 。基于此 ,印度橡胶机械及与

印度轮胎公司关系密切的橡胶机械制造商将受

益。另外 ,伊朗有一个正在进行的轮胎项目 ,南美

及中东有少量轮胎项目 , VM I等大公司正关注这

些项目。橡胶机械行业为抢夺有限订单 ,竞争加

剧难以避免。

在全球橡胶机械中轮胎机械占 80 %的份额 ,

显示全球橡胶机械制造商对轮胎工业依存度非常

高。现在汽车工业不景气导致轮胎厂项目相当有

限 ,橡胶机械制造商很难获得轮胎机械订单 ,预计

2009年轮胎机械占橡胶机械比例将下降 25%以

上。随着各国政府出台措施拯救经济 ,基础设备

建设加大力度 ,这将带动电缆等非轮胎橡胶制品

需求增大 ,非轮胎橡胶机械需求将相对看好 。特

罗埃斯特最近不断从俄罗斯 、中东及我国获得电

缆设备订单。现公司生产任务饱满 ,无裁员减薪

压力 。其它一些橡胶机械制造商都在努力在非轮

胎设备及跨橡胶机械行业上寻求新的市场机会。

三菱重工称其主导产品硫化机订单现几乎没有 ,

公司正努力在测试设备上下功夫。

在按销售收入排名的 2008年度全球橡胶机

械 33强中 ,我国共有 11家企业榜上有名 ,占总席

位的近 1/3。在前 10强中我国企业占据 4席 ,前

5强我国占 2 席 。天津赛象 、青岛软控 、桂林橡

机 、华橡自控分列第 4 ,5 ,9 , 10位。青岛软控增长

速度达到 85 %,创造世界橡胶机械增长奇迹 。大

连橡塑 、益阳橡机 、北京敬业 、上海精元 、北京航空

制造研究所 、桂林橡胶设计院 、台湾三贸机械分列

13 ,15 ,21 ,24 , 28 ,29 ,32位 ,再次展示我国橡胶机

械行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我国橡胶机械

的全球份额为 23 .7%,比第二位南亚地区高出

8.7个百分比 ,连续 5年位居榜首。由于我国橡胶

机械的快速发展 ,使得我国橡胶机械制造商更加

注重全球化 ,他们制定战略服务于全球市场的每

个角落;世界橡胶机械制造商继续加大在我国建

立合资 、独资企业及技术合作力度。世界橡胶机

械中心向我国进一步转移 。

世界汽车工业进入调整期 ,橡胶机械与汽车 、

轮胎行业高度相关 ,橡胶机械行业进入回落期不

可避免。在 2008 年世界橡胶机械排名前 33 强

中 ,12家企业为负增长 ,7 家为持平 ,负增长及持

平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近 60%, 2位数增长率企

业只有 7 家 ,这是典型整个行业回落迹象 。现在

除印度及中东还在进行轮胎建设项目外 ,全世界

很难找到几个大的轮胎建设项目 ,也就是说橡胶

机械近期很难得到较多轮胎设备订单。现在橡胶

机械企业主要工作是完成金融危机前签订的订

单。这些订单估计能维持大多橡胶机械企业运行

一段时间。其中一部分订单经与轮胎厂协商延

期 ,但是大多还得按合同规定期限交货 。部分橡

胶机械企业面临尴尬局面 ,一方面明知道下半年

没多少订单 ,另一方面还得加班加点赶任务 。特

罗埃斯特就是这样 ,现周末都安排技术人员加班。

三菱重工也差不多 ,尽管明知道近期不会有后续

订单 ,但还是满负荷安排生产执行以前合同。

VMI 取消倒班和周末加班 ,现其生产量只相当于

正常水平的 70%。H-F 公司介绍 ,德国劳动法禁

止解雇永久性雇员 ,只能采取在经济景气时多聘

用合同制工人 ,在经济衰退时让他们回家 ,恢复期

又让他们重新上岗。只有极少数企业对前景还抱

乐观态度 ,例如 ,特罗埃斯特这样的非轮胎橡胶机

械企业认为 ,由于政府正在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

的建设 ,电缆等设备需求将弥补轮胎设备不足。

但是绝大部分企业尤其是轮胎机械企业对 2009

年第三 、四季度前拿到较多橡胶机械订单持悲观

态度 ,较多企业认为橡胶机械行业 2010年中前难

以恢复。 陈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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