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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扩内需、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提高就业率 

摆到了宏观调控 目标的首位，并陆续出台一些实 

质性宽松措施 。2011年 12月 以来 ，央行 已经连 

续 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预计今后还会有数次 

下调。如果出口减速超出预期较多，我国将会以 

更大力度刺激国内需求，包括刺激首套 自住房需 

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时不排除金融机构降息 

的可能。在稳定出口需求方面，有关部门正在研 

究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比如在金融与税收政策上 

进行扶持，帮助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完善出口信用 

风险保障机制等)。在扩大内需方面也会相继出 

台若干鼓励政策。 

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橡胶需求回暖，不会出现 

最坏的局面。如果说前段时期推动国际市场橡胶 

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在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今后拉动橡胶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将让位于 

实体经济需求增长。 

4．2 多重因素推动市场价格继续扬升 

2012年以来，国内外经济不确定因素(主要 

包括境外欧债危机和国内房地产调控)很多，人们 

感到后市行情难以把握，操纵策略非常谨慎，趋向 

观望等待。 

进入 2012年 3月后，随着宏观形势的逐步明 

朗，尤其是决策部门实质性宽松措施的逐步出台， 

整体市场需求回暖，市场价格继续扬升。除此之 

外，主要大宗商品互为推高成本以及工资水平普 

遍上升，使得我国橡胶成本有增无减，进而推高市 

场价格 。 

(1)石油价格高涨。橡胶价格与石油价格具 

有密切关系。石油价格的高涨不仅会推动相关合 

成橡胶原料价格上涨，而且还会一定程度增加天 

然橡胶的生产与物流成本。一段时期以来，西方 

与伊朗关系紧张，地缘政治风险推动国际市场石 

油价格重返每桶 100美元。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战 

争，石油价格将会迅速达到每桶 150美元以上，投 

机资本推波助澜，进而刺激几乎所有橡胶价格 

走高。 

(2)工资水平上升。由于橡胶是劳动密集型 

产品，生产人员的工资是构成橡胶成本的主要因 

素。从去年开始，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 

与一线城市就开始遭遇“招工难”，其主要原因当 

然是工资等福利待遇偏低，需要较大的调整。随 

着国民经济增长主动力由出口导向转为依赖内 

需，今后劳动者工资待遇将有较大幅度的上涨，这 

势必成为我国橡胶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预计今 

后若干年内这类因素将成为支撑整体橡胶价格水 

平的主要原 因之一。 

(3)继续实施高度宽松货币政策。众所周知， 

欧美等西方国家长期寅吃卯粮，欠下了太多的债 

务，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用真金白银予以偿 

还，货币贬值等非常规减债将成为其卸下债务包 

袱的主要途径。受其影响，虽然未来推动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逐步由货币贬值让位于实 

体经济需求增长，但世界各国的高度宽松货币政 

策仍将继续实施。比如，欧美国家央行极力扩大 

资产负债表，将大量注入流动性的政策常态化。 

据有关资料显示，美联储将在 2012年第 2季度启 

动新一轮国债和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购买，总额 

预计在 5000亿～7500亿美元之间；日本央行将 

提高资产购买规模的上限；欧洲央行将在 2012年 

第 2季度采取行动，大范围购买公共部门和私人 

部门债券。因此，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仍然会面 

临流动性泛滥的冲击，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 

很大。 

美国乘用车轮胎出货量下滑1．6％ 

美国橡胶制造商协会(RMA)的初步报告显 

示：2011年，美 国乘用车轮胎的总 出货量下滑 

1．6％，为 2．546亿条，其中轿车替换轮胎的出货 

量为 1．O5亿条，下降了 2．8 ，轿车原配轮胎的 

出货量增长了 8 ，达到 3570万条；轻卡替换轮 

胎的出货量为 2850万条，下降了0．6 ，轻卡原 

配轮胎的出货量增长了15．7 ，为 420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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