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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然橡胶是一种世界性的大宗工业原料，具有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双重性质，与石油、铁矿石、有
色金属并列为四大紧缺型工业原料，是国防和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
随着汽车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天然橡胶消费量逐年攀升，已连
续八年居世界首位，2009年己达到240万吨以上，约占世界天然橡胶消费量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最大
且最具发展潜力的消费市场。
而我国天然橡胶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7％，国内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将近80％左右要依靠进口。
　　从目前国际供求市场来看，一方面，不论是天然橡胶的主要生产国还是消费国都在加紧对天然橡
胶资源的争夺与实际控制，并试图利用资源掌控驾驭全球天然橡胶市场；另一方面，国际天然橡胶总
需求量稳步上升，而国际市场天然橡胶出口资源增长却十分有限；此外，在人类未能实现用合成橡胶
完全替代天然橡胶的功能之前，国际市场争夺天然橡胶资源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此来看，我国依赖从国际市场进口天然橡胶的前景不容乐观，而一旦天然橡胶进口受阻，或价
格大幅上扬，我国的轮胎、汽车橡胶配件、胶鞋等以橡胶为原料的企业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时，
关联企业也将受到严重制约，从而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威胁。
　　目前我国橡胶自给率不断下滑、国内供需缺口日趋扩大、进口依赖度日益增强，而对国际橡胶生
产、价格、市场等规则的参与权又逐步被边缘化，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消耗量和进口量处于世界第一
位而自给率不足25％，同时经济又正处于快速稳步发展的大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据国际橡胶研究组织预测，在未来的10～15年内，中国的天然橡胶消费量将达到300万～400万吨，占
世界天然橡胶消费总量的比重将约为l／3。
鉴于我国天然橡胶产量和生产规模都难以有较大突破，而消耗量、进口量却日益递增的态势，如何正
确面对天然橡胶的安全问题。
　　为此，从全球视野角度研究世界及中国的天然橡胶经济问题，并据此寻求解决中国天然橡胶供给
安全问题显得意义极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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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然橡胶是国防和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和稀缺资源，在生产地域和产品性能上具有不可
替代性，天然橡胶产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产业；它不仅是现代经济的命脉，更是一种军事、外
交资源。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
由于世界天然橡胶生产与消费分布极为不对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我国更是如此。
我国近年来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强、自给率不断下滑，这对于消耗量和进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而自给
率仅为25％左右，经济又正处于快速稳步发展的我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全书兼具学术研究和实践指导意义，是一部较全面、较系统介绍世界天然橡胶经济的学术著作。
《世界天然橡胶经济研究》可供天然橡胶产业相关领域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企业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
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也可作为天然橡胶产业经济类培训教材和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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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非洲天然橡胶种植区　　非洲天然橡胶种植区，历史上属欧洲的殖民地或属地，因此天然
橡胶生产一直得到欧州的支持，例如在种植上按面积可得到欧盟的资金补贴，天然橡胶出口贸易上则
优先享有配额等。
相对于东亚天然橡胶种植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集约化、规模化的种植水平，非洲天然橡胶产区天然橡
胶生产较为分散，种植技术不是很高，但长期以来得到欧盟的支持与保护，天然橡胶产业发展还是较
为平稳。
非洲种植区主要包括中非共和国、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利比里亚、加纳、加
蓬、喀麦隆、尼日利、科特迪瓦、马里等国家。
近五年来，天然橡胶产量一般稳定在50万吨上下，科特迪瓦是非洲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显示，2008年非洲天然橡胶产量50.9882万吨，约占全球总产量的4.81
％。
2007年非洲天然橡胶出口2.5264万吨，占全球总出口的2.24％。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非洲天然橡胶产量从1961年的14.77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50.99
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2.61％。
1961～2008年非洲天然橡胶产量的变化趋势如图1-13所示。
从图1-13可以看出非洲天然橡胶年产量变化趋势与西非的走势相似，中非天然橡胶年产量变化不大。
1961～2008年非洲天然橡胶年产量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1974年，非洲天然橡
胶年产量缓慢增长，从1961年14.77万吨增加到1974年的23.59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3.66％；第二阶段
是1975～1989年，非洲天然橡胶年产量呈u形增长，1980年的年产量处于此阶段的波谷，只有19.95万吨
，非洲天然橡胶年产量从1975年的22.29万吨增加到1989年的36.35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3.83％；第三
阶段是1990～1995年，非洲天然橡胶年产量急剧下降，从1990年的32.12万吨下降到1995年的28.22万吨
，年平均增长率为2.56％；第四阶段是1996～2008年，非洲天然橡胶年产量匀速上升，从1996年的33.20
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50.99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3.64％。
1961～2008年西非天然橡胶年产量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1966年，西非天然橡
胶年产量缓慢增长，从9.98万吨增加到13.48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6.2％；第二阶段是1967～1974年，
西非天然橡胶年产量增加较慢，从1967年的12.16万吨增加到1974年的19.26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6.79
％；第三阶段是1975～1989年，西非天然橡胶年产量呈U形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4.06％；第四阶段
是1990～1994年，西非天然橡胶年产量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26.61万吨下降到1994.年的19.72万吨，年
平均增长率为7.23％；第五阶段是1995～2008年，西非天然橡胶年产量匀速上升，从1995年的21.36万吨
增加到2008年的43.99万吨，年平均增长率为5.72％。
1961－2008年中非天然橡胶年产量在4万～7万吨之间，变化不大，年平均增长率为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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