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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的展望 

 

 

2006 年的天胶走势 

 

回顾 2006 年天然橡胶期货市场行情，可谓风云变幻、跌宕起浮。下面，笔者沪胶 3月

合约为例，对天然橡胶 06 年的行情走势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第一阶段：停割期“春节”上涨波段 

2005 年 11 月 18 到 2006 年 3 月 15 日；因为国内天然胶的生长周期应该是每年的 3月

到 12 月。所以进入 11 月的中后期云南开始停割橡胶，12 月底海南开始停割，在供应中断

的预期下国内期货胶从 2005 年 11 月中旬 16700 元/吨开始启动，进入 2006 年 1 月，伴随泰

国的落叶期减产的到来，国内外期货胶开始大幅上涨到 19000 元之上，并伴随着 2006 年的

春节消费高峰，期货价达到一个历史高峰 23930 元/吨。在开割期即将到来的预期下，期货

胶开始阶段性回落到 19850 附近区域。 

第二阶段：“五一”上升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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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3 月 22 日到 9月 22 日：在消费和供给两旺的前提下，需求主导了期货胶的价

格再次上涨到 22000 元/吨附近，特别是 4月份的橡胶国际论坛对 2005 年对“达维台风”所

造成减产的忧虑，和国际橡胶研究组织的供需报告是短缺，对期货胶的上涨火上浇油；国际

大宗商品石油，黄金，铜等期货品种的大幅上涨，伴随着 5月份的消费旺季，把期货胶推倒

了 30000 元/吨的高点（5月 30 日）。当美联储连续加息到 5.25%后，几乎国际所有的工业

品期货开始筑顶，由于过份投机的因素，期货胶开始挤水回落，7月中旬自 79 美元/桶开始

回落，8月份国际橡胶研究组织的供需报告从短缺变成了过剩，都加快了期货胶的下跌速度，

到 9月 11 日已跌到 18000 附近。国际橡胶联盟准备干预超跌的胶价，但 9月 19 日的泰国政

变，则延缓了干预胶价下跌的政策出台。 

第三阶段：“十一”反弹波段 

2006 年 9 月 25 日到 11 月 24 日：18000 是重要的心理关口，消费商和“十一消费”的

启动推动了期货胶价的反弹到 21500；但东南亚的持续丰产，库存的持续增加和国际轮胎企

业的罢工对脆弱的上涨形成了很大的卖压，最终使期价跌破 18000 的心理关口，向 16780

（2006 年 11 月 22）靠拢，价格回到了一年前的起点 16765（2005 年 11 月 18 日）。 

第四阶段：停割期上升期 

2006 年 11 月 27 日到 12 月 29 日：2007 年期货胶上涨的前奏，从 16700 启动，在泰国

与印尼联合限产的推动下，期货胶突破 20000 大关。 

基本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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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橡胶新增资源水平有较多提高，一度偏紧的供求关系逐步向宽松方向发展。

受其影响，市场价格在上半年创下新高后，开始深幅跌落。预计 2007年中国橡胶供求关系

可以实现大体平衡，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天气等，局部地区将会供应紧张。 

 

      供给情况 

    资源水平较多提高。今年以来，由于进口量明显增多与合成胶增产，加之受到高价位刺

激，中国橡胶新增资源水平有较多提高。据中商橡胶监测预警系统测算，1－11 月份累计，

全国橡胶新增资源量约为 490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3.7%。预计全年各类橡胶的新增资源

量在 533 万吨左右，比去年大约增长 14%，增幅较去年提高了 7个百分点。前 11 月全国天

然胶产量约为 56 万吨，预计全年产量接近 60 万吨，比去年有所增加；合成橡胶产量保持两

位数的快速增长态势，1－11 月累计产量 168 万吨，预计全年产量在 184 万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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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进口量明显增多是今年中国橡胶市场的重要特点。据海关统计，1－11 月份累计，

全部橡胶进口量为 265.5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4%。预计全年进口量在 290 万吨左右，

比去年增长 16%。前 11 个月的橡胶进口构成中，累计进口天然橡胶 145 万吨，比去年同期

增长 16.1%；进口合成橡胶 120.5 万吨，增长 20.7%。预计全年天然橡胶进口量达到或接近

160 万吨，合成橡胶进口量达到或超过 130 万吨。 

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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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较为旺盛。在中国经济继续提速的大环境影响之下，中国轮胎等主要橡胶制品

生产呈现高水平运行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11 月份累计，全国轮胎产量 39503 万条，

比去年同期增长 16.3%；其中子午胎产量增幅超过 25%。预计全年轮胎产量达到 43000 万条，

比去年增长 15%左右，其中子午胎增幅超过 25%。据测算，今年各类橡胶消费量将突破 510

万吨，比去年增长 12%以上。总体来看，今年中国橡胶供求关系扭转了偏紧局面，逐步向宽

松方向发展。  

 

     2006 年上半年，受供求关系偏紧，以及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强劲上涨的刺激，国内

橡胶行情持续扬升，屡创新高，天然橡胶期货价格一度突破了 28000 元/吨，同比涨幅 1倍

多；同期现货价格亦在 26000 元/吨左右，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进入下半年后，由于新胶的

大量上市和进口量的增多，国内橡胶供求关系趋向宽松，社会库存明显增多，大量投机泡沫

迅速挤出，市场行情盛极而衰，价格宽幅震荡跌落。到 12 月份，天然橡胶期货、现货均跌

破了 18000 元价位，跌幅达到了 40%。受其影响，合成橡胶行情也急转直下，丁苯橡胶和顺

丁橡胶价格一路走低到 17000 元/吨左右。 

 

宏观政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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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最大的橡胶消费国，中国表观消费表现强劲，这拉动了国内外需求保持增长态

势。2006 年春季，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长数据看我国经济过热导致资源供给紧张，尤

其是铜和橡胶。随着国家一系列调控政策出台，中国经济仍稳定增长。对于最新的统计数据，

央行直接以《金融宏观调控效果初显》为题加以发布。尽管宏观调控成效的基础尚需进一步

巩固，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 但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步伐仍未改变。 

 

2006 年中国经济"两高一低"写就了"十一五"良好开局"成绩单" 。 "高增长、高效益、

低通胀。"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用这 9个字，概括了"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运行的突

出特点。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10.7%；前 10 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 30.1%，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仅上涨 1.3%。据中国人民银行初步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过 10%，

物价上涨将在 1.5%左右。继 2003 年中国经济增长跃升至 10%平台后，将实现连续四年两位

数增长，而物价依然保持低位运行。 今年前 10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达到 33423 亿元，同比

增长 25.1%，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了坚实的国家财力基础。 

伴随着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经济总量在全球位

次已上升为第四，对外贸易总量全球第三，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15%。商

务部预测，今年全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超过 1.7 万亿美元，增长 20%以上。中国经济今年的

上佳表现，不仅继续延伸了此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通道，更为"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奠定了

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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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的重要一年。中央已明确提出要努力促进经

济工作从"又快又好"迈向"又好又快"，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大亮点。"好"在"快"前，意味

着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将更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明年将保持"连续性和

稳定性"，这意味着"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10 月轮胎总产量同比增加 18%，至 3.5785

亿条。其中 10 月轮胎产量较 2005 年同期增加 14%，至 3731 万条。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

据显示，10 月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同比增长 8.3%至 129,181 吨。1-10 月天然橡胶进口量同

比增长 18%至 132 万吨。 

从 2006 年开始，中国将迈入"十一五"时期。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

阶段，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原材料。而 2008 年奥运会和 2010 年世博会所带来的投资

增长更加大了对基础原材料的需求。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富裕型转变，居民用在购房、买车、家用

电器的添置和更新上的支出会越来越多，市场对基础原材料等商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不可能出现橡胶产品的过剩。虽然高胶价所产生的替代效应是真实

的，不可逆转的，但同时也是温和的，渐进的。在短时间内替代效应在很多领域是根本难以

做到的，不会对市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用这种长期因素来研判短期市场价格走势并不适宜。 

不可测的天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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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泰国和印尼都遭遇了由于暴雨引发的洪水、泥石流等坡灾害性天气，给天胶的

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尽管天气对泰国天然橡胶的产量影响不大，但却迫使出口延期。这在

短时期内使得全球天然橡胶的供应趋于紧张。，预计 2006/07 年度泰国胶产量会有所上升。

印尼受天气不利因素影响 2006 年天然橡胶的产量较 2005 年已有下降。预计 2006/07 年度，

如果天气情况较为有利，印尼天胶产量还会有所增长。 

我国天然橡胶产地海南、云南的天然橡胶总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60%和 35%，而这些

地区也最易受台风侵袭。2006 年我国天胶产区也遭遇了不利天气的影响，部分地区还受到

台风的威胁，但整体对天胶产量的影响不大。预计 2006/07 年度如果气候条件良好，我国胶

产量还可能会有所增加。 

除天气情况外，天然橡胶也与一般的农产品一样，在供应上有季节性差异，但相比而

言，由于天然橡胶的割胶期长达 8个月左右，所以供应的集中性要弱得多。我国一般从每年

4月下旬进入割胶期，5、6 月份进入第一个高产期，8、9 月份进入第二个高产期，10 月份

后逐渐进入淡季。次年 1月份进入停割期。不过东南亚主产区割胶时期要更长，因此供应短

缺情况不像其它季节性农产品那么明显。 

 

2007年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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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年度，全球天胶的产量还有可能会继续增长。此外东南亚地区进入割胶旺季，

这在 2007 年对天胶价格的上涨形成一定压力，预计会延续到一季度东南亚割胶减少后。不

过全球汽车工业发展迅猛，且初步数据显示全球天胶目前是供小于求的状况，随着需求量的

不断增长，预计 2007 年价将呈先抑后扬的走势。此外，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美元贬

值情况还将持续存在，加上气候、病虫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大量存在，还可能引起天胶价格的

大幅振荡。 

从周期理论来看：橡胶季节性生产规律, 橡胶价格每年 11 月底见年度低点。 

从艾略特波浪理论来看：目前, 经过暴跌,橡胶价格演绎牛市第四浪调整, 精确地守稳

第一浪高点 17000, 2006 年 11 月 27 日单日反转,牛市第四浪调整结束。未来橡胶价格超级

周期牛市第五浪的上升空间仍然很大。 

 

从形态理论来看：2006 年 11 月 27 日放量换手,呈现单日反转形态，从 5 月 30 日下跌

至 11 月 27 日，近 6个月 180 天的下跌周期宣告结束，而接下来将是一个近 6个月的上升周

期持续到 2007 年的 5 月中旬前后，高点应在 24000 元/吨附近！ 


