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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 

产业链轻装改善 主升浪发力上攻 

摘要 

2020 年是胶市大熊市周期转换之年，2021 年是胶市摆脱熊市影响构建新

一轮上行第一中枢之年，2022 年则是第一中枢构建结束转入大周期回调浪之

年，而 2023 年却是期价继续演绎可能的新一轮牛市再度进入主升浪之年，可

以说在 2021年至 2022 年基本面在挑战中艰难改善之后，2023 年胶市迎来了新

的生机。 

对于 2024 年，胶市今年年末的骤降回升，凸显出市场对天胶产业链改善

的认可，胶市回归三季度中期运行中枢之后，2024 年一季度行情或大概率进入

割胶季减产演绎节奏。明年上半年，胶市状况或较为明朗，一方面美联储降息

预期愈浓的大环境或将有利于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强，另一方面产业端供给

将进入产区减停产季，而需求回暖态势料也将有所延续，尤其是在世界主要经

济体疲于应对两场战争而对恢复稳定畅通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国内

轮胎业面临的贸易环境将有望继续改善，这将对轮胎出口需求继续构成支撑，

由于年末总体天胶库存压力不大，明年上半年需求偏强而供给减弱的产业预期

或将有助于进一步催升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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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概况  

1.1 期货市场 

图 1：文华橡胶加权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2023年国内胶市总体呈现先弱后强态势，年初随着疫情放开效应发酵，胶

市开始了自去年 11 月以来的第二波上攻，文华橡胶指数再上 13500 关口。 

但之后随着市场发现对疫情放开效应过度乐观，国内橡胶消化能力不及预期，

而国外仍处高产期进口到港预期仍偏强，国内橡胶库存也继续大幅累积，1 月末

2月初期价开始掉头回跌，之后的一季度不断充斥经济回升不及预期、天胶进口

大幅提量、终端汽车产销环比大幅缩量、美联储继续加息油价大幅下跌等利空消

息，期价节节探低，并在 4 月再创大回调以来期价新低 11545 点。 

随后的二季度，随着轮胎行业开工意外地持续维持高位运行，且国内车业也

在新能源发力带动下出现企稳回升迹象，胶市期价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底部夯实

企稳过程，在厄尔尼诺导致东南亚开割上量不顺且国内累库出现趋缓并阶段性表

现回降支撑下，期价在 8月中旬艰难站上年线。 

8月人民币开始意外大幅走跌，期价再次受到刺激从年线启动并快速拉升，

随后在轮胎开工良好状态不减、轮胎出口旺盛、国内天胶库存持续回降、国内车

业持续改善、商用车明显回量以及美联储暂停加息油价带动能化再度大幅回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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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及宏观转好信息不断支撑下，期价在三季度中期至四季度初期迅速上攻，彻

底走出持续近两年半的大周期调整浪，实现了节奏转换，期价几乎上攻至 15000

关口，并维持高位运行近两月。 

然而 11 月下旬开始人民币转入非预期性大幅升值，国际油价也在需求不及

预期拖累下再度大幅回落带跌能化，而前期天胶进口偏强迅速催升期货防跌套保

需求，期价迅速被砸盘回落，一度回踏考验 13000 关口，但随着四季度轮胎及车

业转好产业支撑加强，且国内库存继续回降，在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并导致红海航

运危机促使油价再度企稳反弹带动国内能化企稳背景下，胶市期价再度企稳回升，

并在年末再度强势回归三季度期价运行高位中枢。 

1.2 现货市场 

现货方面，2023 年现货胶价总体延续了 2022 年以来的筑底回升态势，上半

年二次探低，随着停割季延续，产业基本面逐步好转，二季度中后期大回调筑底

坚实之后开始出现阶段性向上表现，三季度中后期受到多重因素刺激，年度彻底

转强走高，中长期运行中枢抬升，胶市或逐步脱离大周期调整浪制约。典型胶种

方面，上海市场云南国营全乳由 3 月末年内最低时 11300 元/吨涨至 10月中旬年

内最高时 13500 元/吨，年末维持在 12500 元/吨一带运行；青岛市场 STR20 保税

库提价年内由 7 月下旬年内最低时 1320 美元/吨涨至 10 月中旬年内最高时 1580

美元/吨，年末维持在 1450 美元/吨一带运行；上海市场 RSS3 由 4月上旬年内最

低时 13100 元/吨涨至 10月中旬年内最高时 15000 元/吨，年末维持在 14200 元/

吨一带运行。 

图 2：国内现货报价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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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基本面——全球天胶供应  

2.1ANRPC天胶种植及开割面积 

种植面积方面，根据 ANRPC 修正数据，2018 年以来，全球主产区天然橡胶

总体种植面积基本结束了此前保持的明显增长态势，呈现出在 12 万平方千米以

上少量增减运行态势，2019 年至 2022 年基本维持在 12.5 万平方千米水平，据

初步统计，2023 年全球新增天胶种植面积约 6.5 万公顷，在不考虑翻种面积因

素下，预计 2023 年全球主产区种植总面积约为 12.571 万平方千米，同比增加

0.52%。 

图 3：ANRPC 主要成员国种植面积（合计） 

 

数据来源：Wind  

 

主产国种植面积方面，2022 年四大产胶国种植面积除了印尼种植面积呈现

增加之外，其余三国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泰国种植面积降幅最大，相比

2021 年减少 5万公顷，马来西亚和越南均小幅减少 1000 公顷，印尼增加 5 万公

顷，国内种植面积 2022 年小幅增加 2000 公顷，恢复至 112.4 万公顷，但据初步

统计数据显示的 2023 年全球新增 6.5 万公顷中中国占据 1万公顷，2023 年预期

增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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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NRPC 主产国种植面积 

 

数据来源：Wind  

 

开割面积方面，据 ANRPC 修正数据显示，成员国总体开割面积 2022 年延续

增势，并连续三年保持正增长，受此影响，成员国总体开割率连续三年保持提升

态势，2022 年达到 77.17%，2023 年由于主产国受厄尔尼诺影响较大，预计开割

面积及开割率将有所下降。 

图 5：ANRPC 国家总开割面积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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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产国开割方面，2022-2023 割胶季由于四大主产国种植面积增减有所分化，

主产国开割率也出现小幅分化，泰国和印尼小幅增加，马来西亚和越南有所下降。

具体来看，泰国开割率达到 90.78%，印尼开割率达到 80.07%，马来西亚开割率

降至 35.21%，越南开割率小幅降至 80.8%。国内方面，2022-2023 割胶季开割面

积恢复至 74.3 万公顷，开割率恢复至 66.1%。 

图 6：ANRPC 主产国开割率 

 

数据来源：Wind  

 

2.2ANRPC天胶产量 

产量方面，2022年 ANRPC 国家总体天胶产量延续了 2021 年以来的回增态势，

总产量达到 1211 万吨，同比 2021 年的 1200 万吨，增长 0.93%，虽然总体产量

依然没有达到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巅峰水平，但自 2020 年以来的回增幅度仍然

明显，2023 年虽然开割后产量恢复一度受阻，但总体依然倾向于旺产，截至 10

月，主要成员国天胶产量达到 994 万吨，同比去年大幅增加 2.2%增长,尤其 10

月当月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 130.7 万吨，预计 11 月及 12 月东南亚高产季月度总

产量维持在 120 万吨以上为大概率事件，全年产量有望赶超 2018 年 1238 万吨的

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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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NRPC 年度总产量 

 

数据来源：Wind  

 

主产国方面，2022 年四大主产国基本延续了此前三年的总态势，即泰国和

印尼产量基本持稳，越南产量稳步增加，接近 130 万吨，并成为第三大产胶国，

而马来西亚产量继续缩减，尤其 2022 年量级已经降至 40 万吨以下，相比 2011

年巅峰年份，年产量下降 62.15%。2023 年截至 10 月，上述总态势依然延续，前

10个月，泰国累计产量达到 389.46 万吨，同比增加 2.33%；印尼累计产量达到

266.15 万吨，相比增加 1.77%；越南累计产量达到 105.16 万吨，同比大幅增加

5.02%；马来西亚累计产量降至 29.84 万吨，同比大幅下降 6.31%。 

图 8：ANRPC 主产国产量 

 

数据来源：Wind  



 

9 

2023-2024 年度报告 

 

2.3ANRPC天胶出口 

2022 年 ANRPC 主要成员国合计出口量延续 2021 年以来的回增态势，并大幅

提升至 1054 万吨，继 2017 年之后再度创出历史新高，同比 2021 年也大幅增加

4.45%，但 2023 年增速势或将受到遏制，截至 2023 年前 10个月，主产国合计累

计出口 847.5 万吨，同比缩量 1.9%，尽管 11 月及 12 月是季节性出口大月，但

估计 2023 年全年或依然难免同比缩量，全年出口量或将达到 1035 万吨左右，同

比降幅或在 1.8%左右。 

主产国方面来看，2023 年主产国全年出口缩量主要还是来自于泰国和马来西

亚出口的下降，截至 2023 年 10 月，泰国累计出口 350.2 万吨，同比下降 6.08%，

马来西亚累计出口 82.5 万吨，同比下降 3.37%，印尼和越南保持了稳步增加态

势，前 10个月累计出口分别增加 185.5万吨和 156.5万吨，同比增幅分别为 2.91%

和 2.7%。 

图 9：ANRPC 主产国出口 

 

数据来源：Wind  

图 10：ANRPC 主产国出口同比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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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基本面——国内天胶供应 

2022年，国内天胶总体种植面积达 112.4 万公顷，比 2021 年小幅增加 0.18

万公顷，开割面积达到 74.3 万公顷，比 2021 年增加 0.7 万公顷，预计 2023 年

种植面积将增加 1 万公顷，开割面积也将有所增加，但开割率预计将继续向 67%

左右水平小幅抬升。2023 年前 10 个月国内累计产胶 65.44 万吨，相比去年同期

的 67.63 万吨，下降 3.24%，由于 11月至 12 月是我国产区减产期，考虑到最近

两年年末两月合计产量均达到 18 万吨的情况，预计 2023 年全年产量或将达到

83.5 万吨左右，同比 2022 年的 86.1 万吨，或下降 3%左右。 

图 11：国内天胶生产 

 

数据来源：Wind  

 

进口方面，根据 ANRPC 统计，2022 年国内各天胶品种合计进口经过 2021 年

的回降，再度回升来到 579.6 万吨，大幅超过 2020 年的过往高点 570 万吨，再

创历史新高，同比 2021 年的 513 万吨，大增 13%。2023 年前 10 个月，国内累计

天胶进口已达 518 万吨，同比 2022 年同期增加 457 万吨，大幅增加 13.35%,并

且是过往年份中首次前 10 个月进口突破 500 万吨，根据往年年末两月的进口量

预估，2023 年全年进口或将首超 600 万吨，达到 620 万吨以上，同比增幅或达

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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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国内天胶进口 

 

数据来源：Wind  

 

4 产业基本面——国内天胶需求 

据 ANRPC 统计，2022 年国内天胶消费继 2021 年之后再度站上 600 万吨，达

到 608 万吨，虽然比 2021 年的 611 万吨小幅下降 3万吨，但考虑到 2022 年国内

轮胎产业开工总体受挫的背景，情况已属不易。2023 年国内天胶产业链总体呈

现改观，前 10 个月国内天胶消费量同比大增 12%来到 556 万吨，考虑到过往三

年年末两月平均消费天胶 107 万吨的情况，预计 2023 年全年天胶总消费量或大

幅超过此前两年，可能达到 660 万吨以上，同比增幅或达 9%以上。天胶下游需

求中，轮胎是第一大户，构成了天胶需求的 70%以上，轮胎行业的景气程度是天

胶的需求端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作为全球轮胎第一大生产国，尽管近几年经历

了不小的产能外移，仍消费了全球最多的天胶，占比依然可以达到 50%左右。 

图 13：国内天胶消费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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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内轮胎产销 

今年国内轮胎行业呈现全面回升态势，不仅轮胎产量同比回升明显，轮胎出

口也呈现明显提升。行业开工方面，今年轮胎总体开工提升明显，尤其是半钢胎

方面， 不仅开工率明显高于过去三年，开工稳定性也明显提升，全钢胎方面开

工也明显好于去年，与 2021 年水平相当，但稳定性更优于 2021 年。数据显示，

排除节假日影响，今年全钢胎开工基本维持在 58%-68%偏高水平，半钢胎开工则

基本维持在 71%-73%的更高水平。 

图 14：轮胎行业开工状况（全钢胎） 

 

数据来源：Wind 

 

图 15：轮胎行业开工状况（半钢胎）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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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产量方面，自 2014 年轮胎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11.14 亿条之后，国内轮

胎产量基本呈现逐年震荡下降态势，2018 年来到 8.16 亿条，之后开始隔年震荡

增量态势，在 2021 年国内需求偏强及轮胎出口强劲合力作用下，轮胎产量再度

阶段性回升至 9 亿条附近，但 2022 年产量再度回落来到 8.56 亿条，今年随着轮

胎业开工的大幅改善，轮胎产量再度展现大增态势，统计显示，今年轮胎月产量

同比提升明显，月同比基本维持在 11%以上，有的月份甚至超过 20%达到 31.8%，

3月至 10 月月产量持续维持在 8400 万条以上，2023 年前 10 个月轮胎总产量累

计达到 8.16 亿条，同比大增超 14%，考虑到年末两月稳定的开工率，及此前月

均产量持续高于 8400 万条的情况，估计全年产量或将达到 9.8 亿条以上，同比

增幅或超 14%。 

图 16：国内轮胎产量（年） 

 

数据来源：Wind  

 

图 17：国内轮胎产量（月）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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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出口方面，2021 年轮胎出口一改 2020 年的全球疫情压制态势，呈现爆

发式恢复状态，但 2022 年轮胎出口则再度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压制，2023 年

随着国家在贸易环境方面的努力，轮胎出口再度扛起轮胎需求大旗，呈现强势回

升态势，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以来，国内轮胎出口持续维持同比正增长态势，且

多数月份增长率达到 10%以上，11月出口同比增长甚至达到 28.6%，除了 1-2 月，

全年月出口基本维持在 4800 万条以上，2023 年前 11 个月累计出口达到 5.64 亿

条，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水平，预计全年或将达到 6.1 亿条以上，同比增幅或将超

过 10%。 

图 18：轮胎出口（年） 

 

数据来源：Wind  

 

图 19：轮胎出口（月）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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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内汽车产销 

国内汽车产销自 2017 年筑顶回落以来，接连经历了三年的衰退，不仅有车

业结构调整换挡因素，也有疫情扰动，更有国内外大经济环境弱化因素，但从

2021 年以来，在各项政策加持之下，车业终于开始了止跌态势，2021 年实现汽

车产销同比增长 3.4%和 3.8%，2022 年延续小幅回升态势，实现汽车产销同比增

长 3.4%和 2.1%，预计 2023 年在新能源车产销大增带动乘用车和商用车再度回归

正常节奏联合发力之下，全年汽车产销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3000 万辆左右，

目前来看，2023 年前 11 个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已经达到 2705 万辆和 2689 万

辆，分月份来看下半年车业发力明显，不仅同比增长率多数月份维持正向，月度

产量也明显高于上半年月度表现。 

图 20：国内汽车产销（年） 

 

数据来源：Wind  

 

图 21：国内汽车产量（月）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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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国内汽车销量（月） 

 

数据来源：Wind 

 

乘用车方面，过去几年乘用车产销的大幅下滑是导致汽车产销总体下滑的决

定性因素，但近两年以来情况发生转变，乘用车在新能源电气化升级引领作用下

开始发力，对车业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数据显示，2021 年乘用车产销同比

转正分别增长 7.32%和 6.62%，2022 年乘用车产销同比续增涨幅分别达到 11.29%

和 9.7%，2023 年前 11 个月，乘用车产销已经分别实现了同比正增长 7.76%和

9.09%，且前 11 个月累计产销已经基本持平了 2022 年全年产销量，全年大增是

大概率事件，预计全年产销或将达到 2600 万辆左右。乘用车表现强劲背后是新

能源车产销的发力和带动，据统计，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07.4

万辆和 102.6 万辆，首次实现双百里程碑，同比分别增长 39.2%和 30%，当月市

场占有率升至 34.5%，前 11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842.6万辆和 830.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5%和 36.7%，累计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30.8%，预计全年

产销或将达到 940 万辆左右，出口量达到 480 万辆左右。 

图 23：国内乘用车产销（年）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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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国内乘用车产量（月） 

 

数据来源：Wind  

 

图 25：国内乘用车销量（月） 

 

 

数据来源：Wind  

 

商用车方面，曾经作为车业总体进入寒冬背景下支撑车业的支柱与旗帜，尤

其在重型柴油车“国六”标椎全国推行的三年时间段，重卡月度产销同比涨幅持

续维持在 20%-280%的高水平，盛况堪比 2016-2017 年的重卡产销高潮，为当时

车业回落提供了坚强支撑，但政策红利效应从 2021 年 4 月份开始消退，重卡弱

势一直延续至 2022 年，拖累商用车，反而成为了过去两年车业回升过程中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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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2022 年全年商用车产销分别仅有 318 万辆和 330 万辆，同比分别大降 31.75

和 31%。 

图 26：国内商用车产销（年） 

 

 数据来源：Wind  

 

图 27：国内商用车产量（月） 

 

数据来源：Wind  

 

图 28：国内商用车销量（月）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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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今年 2 月开始，前期透支压力开始减弱，商用车及重卡产销回归产业

正常节奏，配合乘用车发力大幅促进了车业的回升，数据显示，截止 2023 年 11

月，商用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367.1 万辆和 366.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5.6%和

22%，其中，重卡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86.1 万辆和 85.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

和 39%，增幅亮眼，尤其是四季度重卡月度产销几乎呈现倍增态势。 

图 29：国内重卡产销（年） 

 

数据来源：Wind  

图 30：国内重卡产量（月）

 

数据来源：Wind  

图 31：国内重卡销量（月）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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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基本面——国内天胶库存 

由于目前缺乏权威的天胶库存数据，以下只能参考市场资讯公司统计数据进

行分析，但是由于相关资讯公司的数据样本稳定性和数据真实性等方面都有所欠

缺，以下分析仅供参考。 

5.1 青岛地区库存 

库存方面，据相关资讯公司统计，青岛地区库存自去年 10 月再度进入累库

周期之后，累库态势一直延续至今年 8 月中旬，相比上一个累库周期累库时间有

所缩短，累计幅度也呈现弱化，青岛地区最高库存量来到 67.13 万吨左右（根据

修正后的样本数据最高来到 93.2 万吨左右），其中一般贸易库存最高来到 53.15

万吨（根据修正后的样本数据最高来到 79.06 万吨左右），保税区库存最高来到

14.04 万吨（根据修正后的样本数据最高来到 14.25 万吨左右），相比上一累库

周期地区库存高点 83.68 万吨，缩量明显，周期累库压力相对减轻。8月下旬开

始，新一轮降库周期开始并维持至年末，目前青岛地区库存降至 48.48 万吨，阶

段性去库率27.78%，其中，一般贸易库存降至37.45万吨，阶段性去库率29.54%，

保税区库存降至 11.03 万吨，阶段性去库率 21.44%。 

图 32：青岛地区库存 

 

数据来源：隆众资讯 

 

5.2 国内期货库存 

期货库存方面，近四年仓单全年表现趋于一致，最高仓单量并未出现阶梯式

上增或下减，尤其今年的仓单表现相比过去两年还更弱一些，23.19 万吨的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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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过去两年顶量水平，仓单集中注销之后的底量水平也仅比去年稍高，但低于

前年，仓单总体表现平稳，年内仓单压力总体并不明显，符合国内产胶基本周期

规律，明年预计总体仓单压力依然不大。 

图 33：期货库存状况 

 

数据来源：Wind  

 

6 总结与展望 

2020 年是胶市大熊市周期转换之年，2021 年是胶市摆脱熊市影响构建新一

轮上行第一中枢之年，2022 年则是第一中枢构建结束转入大周期回调浪之年，

而 2023 年却是期价继续演绎可能的新一轮牛市再度进入主升浪之年。可以说在

2021 年至 2022 年基本面在挑战中艰难改善之后，2023 年胶市迎来了新的生机，

随着年内轮胎业及车业再度转入回升节奏，天胶产业链供需结构改善持续深化，

虽然供给压力仍存，但需求端表现出强势的耗胶能力，库存年度累积压力大幅减

轻，胶市期价弹性也显著提升。 

对于明年，胶市今年年末的骤降回升，凸显出市场对天胶产业链改善的认可，

胶市回归三季度中期运行中枢之后，2024 年一季度行情或大概率进入割胶季减

产演绎节奏。明年上半年，胶市状况或较为明朗，一方面美联储降息预期愈浓的

大环境或将有利于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强，另一方面产业端供给将进入产区减

停产季，需求回暖态势料也将有所延续，尤其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疲于应对两场

战争而对恢复稳定畅通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国内轮胎业面临的贸易环

境将有望继续改善，这将对轮胎出口需求继续构成支撑，由于年末总体天胶库存

压力不大，明年上半年需求偏强而供给减弱的产业预期或将进一步有助于催升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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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技术上，虽然 14500 左右在中期依然有较强的中枢上限压力，但期价总体向

上格局已经再次被打开，如果宏观及产业链诸多利好预期能够顺利兑现，行情或

将再获动力继续上攻 2020 年末至 2022 年初形成的牛市长期第一中枢上限 16000

整数关口。 

对于下半年，具体还要看明年新的割胶季供给恢复情况，以及世界宏观局势

和国内经济走向，由于近年国际时局突然进入动荡，局势得到平息或将不是短期

即可达到的状态，只能希望各方矛盾压力的释放不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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